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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我们完成了对桐城全
市的河流走访工作，走访渔民近百
位，收集渔歌一百多首，也收集了大
量渔民故事，得出一个既有些遗憾又
在意料当中的结论：上游的四条干流
未能收集到更多的渔歌。渔歌基本分
布在嬉子湖镇、鲟鱼镇、练潭镇、双
港镇、金神镇、孔城镇的沿河一带。
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嬉子湖镇（嬉子湖
半岛）。这一水域地带的渔歌比例占
渔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嬉子湖
镇有专业的渔业村和专业的渔民。他
们没有田地，完全以打鱼为生，生
活、起居、劳动、乃至婚丧嫁娶都与
水相关。另有一些临河居住的半岛住
民，良田大半处在河边，过去是十年
九年淹，他们多半也将打渔作为大副
业，以维持生计。且嬉子湖半岛处在
各大码头正中间——上游有孔城码
头，左侧有金神码头、练潭码头、双
港码头，正中又有自己的双店（小木
咀）码头，周边都与码头遥遥相望，
是渔歌产生流传的重要区域。发达的
水道使渔民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孕
育了大量渔歌。我们收录的渔歌形式
有渔家号子、渔家大调子、打梆子、
顺口溜、对歌、斗歌、情歌、媒歌、
船歌、接拢歌、地名歌、码头歌，乃
至渔民发生争执、斗嘴时唱的“渔
歌”。下面就是流行于嬉子湖镇珠檀
村一带的《吐珠咀斗歌》：

吐珠咀渔民——
喂，河耐边的“尖头”船，你那

船头打哪个方向划？
就是划到天上我不管，吐珠咀这

边别过来。
你那大网往哪里撒？
就是撒到山上我不管，吐珠咀这

边别过来。
河对岸的渔民——
喂！你看河上可有打盖子？
我的船头照直划，不碰盖子不回头。
你看大风可能吹走浪？
我的大网跟鱼走（上），不见鱼

儿不回头。
吐珠咀渔民——
啊，我的梆子是河盖子，
你的船头照直划，碰不到盖子碰

梆子。
大风不能吹走浪，
大浪掀开船头板，不见鱼儿爬上岸！
河对岸的渔民——
打渔汉子天不怕，就怕狠心放黑话。
正月初一敬了香，保佑一年都平安。
今天打渔真败兴，网还没撒手无劲，
逆水划桨船掉头，从此我俩结了仇！

又例如，男女青年说亲时的
《媒斗歌》：

（女方）好女不把新细潭，又无
柴，又无粮。

好女不把张新屋，等米下锅急着哭。
（男方）大干山头一条线，一干

就要干一大遍。
山头干一年，讨饭棍子摆上前。
（合）唉，呀呀，唉呀呀，山头

河边都一样，
这门亲事就成了吧。只要人勤

劳，不怕日子过不好。
（女方） 家住小河边，三年收，

三年淹。
农家女儿要嫁人，嫁人就嫁河上边。
（男方）家住小河边，天天吃河鲜。
家住高山头，大干三月断粮油。
（合）唉，呀呀，唉呀呀，山头

河边都一样，
这门亲事就成了吧。只要人勤

劳，不怕日子过不好。
（女方）好女不把吐珠咀，一头

挑柴，一头挑米。

好女不把瓦咀头，一头挑米，一
头挑油。

（男方）
三年两头安（淹），七饭淘鱼汤。
三年安（淹）两头，锅巴盖墙头。
（合）唉，呀呀，唉呀呀，山头

河边都一样，
这门亲事就成了吧。只要人勤

劳，不怕日子过不好。

嬉子湖渔歌又分长歌和短歌，
短歌唱出渔民生活的层层面面，是
渔民水上生活的真实写照；长歌内
容非常系统，是渔民凭生活经验和
集体智慧创编出来的，对水上文化
描述独特、壮观。嬉子湖渔歌还有两
个尤其鲜明的特色：自由性和叙事
性。就拿渔歌的开门人张启付爹爹
来说，他唱渔歌的特点就是张口就
来，就像湖面上的风一样，自由，随
性，看到什么唱什么，干什么唱什
么，感受到什么唱什么，比如他张丝
网盆，就可以唱一个：

《壮胆歌》
右手划盆啰，左手放网啦，
遇到天黑呀，也不要急哇，今天

晚上没有风啦！
风平浪静天气好哇，平平安安腰

盆划起了哇！
梆梆梆，梆梆梆

天上星月啰，地上波光啦，
遇到天黑呀，也不要急哇，今天

晚上有亮灯啦！
照得鱼儿撞上网呀，小腰盆里装

得满啦！
梆梆梆，梆梆梆

我家住在河上头啰，鱼儿往这腰
盆游喔！

你若不游腰盆里哟，问你还要去
哪里呀？

今天晚上风向好哇，鱼进腰盆我

回家早哇！
梆梆梆，梆梆梆

你不能说张爹爹是“信口开河”，
因为信天游式唱天、唱地、唱水、唱
鱼，就是渔人的生活，是一种自古延
续下来的民风。渔歌伴随渔民，已经
深入到渔民的思想深处和生活的层层
面面。包括他们丰富的述人述事述景
的唱法。

例如《大雁飞行一字开》：

北风吹得河水干，白鹭落在水中央。
岸边住的打鱼郎，水中住的鹭冤家。
鱼儿追着滩水上，折着膀子命遭殃。
命遭殃来你莫怪，你是渔家一碗菜。
鹭子叼得水中食，叫你投胎做仙家。
大雁落在滩边上，捡的螺丝和小虾
白鹤住的仙人殿，为你照样露凡面。
天鹅半空“嘎嘎”叫，
翅膀扇的像鱼罩。
鱼罩筐的什么鱼，鳜鱼乌鱼和胖头。
渔郎今天下江河，毛林撬子扛撮箩。
不和苍鹭争弱强，只问江河讨口粮。
三冬腊月天地冻，渔郎出力又出劲。
大雁飞行一字开，渔郎养家甘心来。

昔日冬季的菜子湖是由人、鱼、
候鸟三者主宰的。《大雁飞行一字
开》，说的便是人与候鸟的争捕场
面。这时的河滩上，吃杂食的候鸟
非常多，如鸬鹚、苍鹭、野鸭、大雁、
天鹅、白鹤、白鹳、大小白鹭等。虽
然争捕，但人与候鸟都是共同向河
流讨生活，彼此都懂得遵循自然规
则，配合默契、和谐共处——鸟们成
群结队，鹳在远水区，人不会涉足；
雁虽在滩涂边，捕的却是渔人看不
上眼的螺狮和小鱼。而天鹅最为警
觉孤傲，自觉地与人保持很远距离，
它们落在河床中央，远远望去，就像
一层白雪铺在水面上；夜晚的时候，
它们的鸣叫声响彻天空，这便是歌中
描述的那一句“天鹅半空‘嘎嘎’叫，
翅膀扇的像鱼罩”。渔人在吟唱渔歌
时已将身体融入大自然，也会把男
女情爱注入渔事渔歌。

又如《为你大姐下江河》：

一壶热酒灌下了口，
赤条条的身子顶风走。
河中鱼儿实难摸，
为你小大姐下江河。

在数九寒天，为了心上人而下水
摸鱼，摸得了鳜鱼，卖个好价钱，获得
心上人的爱意。一首简单的情歌，道
出了那个年代渔人的艰难生活，道出
他们对爱情的渴望。

渔歌也分岸上歌和水上歌。岸上
歌是渔民平时闲下回家时唱的歌，声
调较为轻盈。水上歌则很高亢，水上
风大浪急，声音小了就会被风浪淹
没，只有大声吼着嗓子唱，才能抒
发心怀。而所有渔歌，一定是要用
桐城话唱出来才算够“味”。其实作
为渔民，不论是出口成歌的张爹，
还是心中有歌却羞于出口的其他渔
人，一见到水，一见到河，涛声都
是他们的歌。只因他们上岸太久，
一时难以释放他们心中对于鱼水的
情怀。在鲟鱼镇，我们遇到一位祖
辈很多代都是渔民的老人，他可以张
口唱歌，但往往唱到一半，由于中气
不足和遗忘，唱得断断续续，这让
我们听得心生紧迫，感觉渔歌也像
一条河流，这最后一代朴实的捕鱼
人，他们颤颤巍巍的歌喉便是那绝
处逢生的浪花。我无法预计渔歌这
条流淌在桐城大地上的河流最终能
否涛声依旧，但所幸的是，我们把
近年来所有的走访文字、图片、视
频、音频都系统地收集起来了，在
省厅非遗处和省非遗保护中心的大
力扶持下，将记录成果整理编辑成
册 《桐城渔歌记忆》，这对桐城渔
歌将是一种最有力的传承和保护。

嬉子湖上跳动的歌声
郭 骊

2021年2月，桐城市文化馆组织人员在鲟鱼镇采录《出绠歌》
（桐城市文化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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