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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古代的流寓民歌

李雄飞

文字出现之时,远古民歌早就在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流传至今的上古民歌及四方之音,是先民
持续流寓的结果。各地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清浊粗细有别，各地民歌的差异从产生的时候就开

始存在了。

古代民众的大规模流寓往往是非持续性地骤然流动开来，其原因有天灾或部族迁徙等,但战争等
人祸尤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之不同阶层、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的不同人群以不同方

式经历不同路途、遭际、命运之流寓,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社会与人文氛围之变化，使得流寓者
创作出风格、种类、形态、旨趣迥然有异的民歌。他们以歌完成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在

现实世界与艺术氛围里寻找心理平衡。

一些民间歌手随编随唱,形成个人演唱风格,使得许多民歌相互影响,也由之诞生了许多经典民歌
及民歌类别。社会流寓改变着民歌土壤,造就了一部分民间的歌者与歌曲。但战乱频仍使得许多
地方人死歌绝,成了民歌空白带或隔离带。民歌对于社会流寓的记录与反映是多层次、多维度
的,有被动与主动、外出与家居、群体与个人等。民歌具有动态性与传播性。古人将民歌谓之
为“风”就道出了民歌的流动性，民歌总是以鲜活的面貌存在，歌唱的过程就是传承过程与传播
过程。

一般情况下，百姓在一定地域内相互流动，自然形成品种与文本大同小异的民歌文化区。陆

地、大河等隔不断歌来歌往，出现了毗邻民歌文化区，区域之间形成大致相似的民歌文化带，

直至遇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区域而渐趋中断。民众短距离流动一般在同一文化带，他们把当地民

歌带出去，把外地民歌带进来。起初，两地民歌的传播交流也许并不理想；旷日持久，相邻或

间隔的民歌文化区的多种民歌长期融汇，往往重构而成一种新民歌。而民众长途流寓,一般会在
不同民歌文化带里进行。流寓的间断性与复杂性使得一种民歌从此地传到彼地，沿途形成许多

民歌文化过渡区。

可惜，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中国古代民歌只有少数来自劳苦大众，十有八九依靠优伶继承与发

展下来，为了谋生，优伶一般从乡村流寓到城镇。他们对传统民歌予以加工、改造与再创造，

然后在茶馆等场所表演，由此变成了俗曲。少数民歌从乡移于邑，经才人文士之手，同样成了

俗曲，古代文人怀才不遇者众多，纵然为官，官场生态又会使多数文人遇黜遭贬。于是，此类

文人们便纵情山水，退留市井，耽溺诗酒，流连歌伎。歌伎的俗曲被流寓的文人记载下来,竭力
效仿，其仿作便也被当成了民歌。历代学人不辨真伪，以讹传讹，俗曲就成民歌了。

（注）流寓:流落他乡居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民歌比文字的历史要长得多,但也因为文字的出现才使得各地的民歌产生了差异。
B. 民众短距离流动在同一文化带,长途流寓则在不同的文化带,前者民歌交流并不理想。
C. 我国古代民歌变成俗曲主要是通过优伶或才人文士对其进行加工、改编与创造而成。
D. 流寓民歌创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有不同的风格,但都是流寓者精神诉求的寄托。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古代歌伎的俗曲被流寓文人记载并竭力效仿,后被当成了民歌,文章以此来证明历代学人不辨
真伪,以讹传讹的论点。
B. 文章第二段先分析古代民众大规模流寓的原因,接着分析了不同的流寓导致了流寓民歌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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