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村串寨
收集了上千首黎族民歌

换上传统黎族服饰，清一清嗓子，王取荣站在

池塘边，面对大山，即兴唱起一首黎族民歌。优美

的歌声盘旋于村庄，缭绕在山林间……

“传统黎歌是用黎语咏唱的歌，歌调自由、古

朴，每首歌句子结构没有一定格式，有五字句，也

有七字句，甚至多字句，不分段节，一气唱完，韵

律独特。”说起黎族民歌，王取荣难掩自己的热爱

之情。

王取荣记得，从儿时起，生活中就充满了黎

歌。长辈们田间劳作回来，都要唱上几首，歌词讲

着劳动的辛勤和对丰收的渴望；家里来了客人，父

母对酒当歌，表达黎族人民热情好客之意；闲来无

事，村民也会聚在一起唱起黎歌，内容各种各样，

唱的就是一份欢快的心情。

“黎歌好听。”王取荣说，因为喜欢就跟着唱，

越唱就越喜欢，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

在他看来，黎歌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

容来看，可以分为古歌、劳动歌、仪式歌、情歌、

生活歌等五大类。

说着，王取荣拿出他珍藏的4本笔记本，一一

打开给记者看：“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黎歌大多

是口口相传。我上过学，会写字，就想着把黎族民

歌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几十年来，我走村串寨，听

老一辈人唱的黎歌，他们一边唱，我就一边记。”

笔记本的纸张已经翻旧了，手写的一行行字仍

清晰可见，随便一首，王取荣张嘴就能唱出。不仅

收集，王取荣还根据新时代的新发展进行创作，他

创编的《达达瑟》在经过加工后已成为了黎族民歌

的代表曲目，一曲《奔格内》更是唱出了黎族人民

的热情好客。

据了解，如今，王取荣已经学唱、收集了上千

首黎族民歌，为更好地传承黎族民歌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黎歌为媒
与同样爱歌的她牵手一生

“琼中上安乡流行黎族民歌‘四亲调’，曲调较绵

长，转音更悠扬，尤其是在唱情歌时，能表达出更多的

情意绵长。”说着，王取荣即兴唱起一首情歌，婉转的

音调表达着无尽的情感。“歌词大意就是表达了阿哥对

阿妹的喜欢，阿哥看阿妹怎么看怎么好，阿妹看阿哥也

是一样。”

黎族民歌里情感上的直白表达，非常符合黎族人民

淳朴、勇敢的性格特征。不擅语言表达的黎族人民，遇

到心仪之人，常常直接用歌声表达情意。王取荣坦言，

自己与妻子林玉英就是以黎歌“做媒”而结合的。

“那年，我们村里一位青年到吊罗山乡迎亲，一路

都是山路，大家边走边唱。到了村里，男女双方要对

歌，就是男方唱一句，女方对一句，歌词内容都是即兴

的，讲究对得上。”王取荣和林玉英回忆起当年的场

景，虽然过了40多年，却如同发生在昨天。

林玉英说：“他唱得好，歌好人就好。我们的对歌，

从问候、寒暄，到试探情怀、表露真情……他一句我一

句，我们就算认识了。接亲回来后，就开始书信往来。”

在林玉英看来，黎族民歌要用真情实感来演唱，没

有真情就唱不好歌。听着王取荣的歌声，她认定了他就

是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很快，王取荣让父母上门提

亲后，一路唱着黎歌把林玉英娶回了家。

传承发展
免费授课教唱黎歌

共同的爱好，让王取荣夫妇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结婚几十年来，王取荣夫妇“夫唱妇和”，一同致力于

传唱黎歌。农闲时、劳作后，只要有时间两个人就一起

写歌、唱歌，遇上各地举办民歌比赛，夫妇都踊跃报名

参加。2004年8月，他们参加“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

台赛”，荣获“最佳歌手奖”和“最佳风格奖”。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意识到黎族民

歌在传承发展上的困难。

“现在黎族的孩子们大多是讲普通话或者海南

话，会黎语的越来越少，这也让黎歌的传承遇到不

少难题。”王取荣说，他和妻子商量着，为了让黎语

传承下去，他们可以免费教孩子们唱黎歌。就这

样，无论多忙，夫妻二人都会抽出时间教孩子们唱

歌，在寓教于乐中学唱黎歌，学习黎语。

不仅如此，他们还带着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一起

到四邻八乡进行民歌表演，各类节日庆典、文艺演

出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说，要把黎族民歌

唱到更远的地方。

这个愿望在2006年得以成真。那一年10月，他

们应邀参加北京“首届CCTV中国民歌歌舞盛典”

演出，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中国音乐协

会、中国舞蹈协会颁发的奖励和荣誉证书。

如何更好地传承黎族民歌？王取荣说，一方

面，越唱越好，把歌唱到北京，唱到世界；另一方

面，让更多的人把黎族民歌唱下去。为此，他与妻

子林玉英应邀参加各种培训，免费为喜爱唱黎歌的

人授课。他说：“只要有人想学，我们就会一直教下

去。”

“黎族歌王”王取荣：

不完的传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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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行下看水井，三四看月
回看你，多见人烟少见你，多拜见
日少见夜……”这是王取荣收藏的
歌本里，标号为“90号”的一句黎
族民歌，每句七字，字里行间表达
着情人之间的思念。

王取荣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上安乡作雅村人。作雅村是一个被
山歌萦绕着的欢乐黎村，这个村子
里的人，无论是3岁的幼童，还是
80岁的长者都会唱黎歌。当然，王
取荣同样如此。

他自小跟着父母和前辈学唱黎
歌，长大后为了保护黎歌的传承，
他常年走村串寨，耳听手记，记录
了上千首黎族民歌。同时，他和妻
子林玉英不辞辛苦，经常到海口、
五指山、陵水等地教唱黎歌，致力
于把热爱的黎歌唱到更远的地方。

刚刚步入花甲之年的王取荣被
称为“黎族歌王”，今年，他入选
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推荐人选名单。他不知道如何
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唱起
一段旋律欢快的黎族民歌，即使听
不懂歌词，从他脸上的笑容、眼里
的神采和歌调里的节奏，也能感受
到其中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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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

王取荣珍藏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收集到的黎
族民歌歌词。

王取荣希望黎族民歌能唱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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