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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财主招邀陶李罗，凌欺民女赛山歌。秀才满口之乎
也，三姐从容针对呵。情似海，意如河。你歌哪有我歌多。歌
声悦耳扬天下，仙女撑篙踏碧波。

一代民间金嗓子，传奇故事大家知。爱憎分明品德优，其
人其事显神奇。水映山，山映水，貌如天仙使人迷。放歌讴一
身正气，斗垮奸人黎民喜。

——《鹧鸪天·刘三姐二首》
刘三姐是广西一带壮族民间传说中的美丽女子，并非一个

具体的真实人物，早在宋人笔记中，这个形象就已出现，因擅长
编唱山歌而被奉为“歌神”或“歌仙”。

刘三姐确有其人。故居位于广西宜州市城东北郊八公里
处的刘三姐乡马安村，坐落在下枧河的东岸，占地十余亩。寨
中至今仍保留有刘三姐、阿牛哥、锦妹当年居住过的房屋，有壮
寨门、壮族图腾、农家劳作工具和茶楼等仿古建筑，曾为电视剧

《刘三姐》的拍摄基地，现为刘三姐故乡民族风情游的民俗活动
中心景点。

“刘三姐”作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文化符号，缘起岭南地
区，脱胎于壮族，实现多民族共享，既联系着古代“百越”又连接
着近代“两粤”，超越“两广”的地域标签，进而成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岭南文化塑造的刘三姐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是

壮汉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产物。
据广西罗城县志记载：刘三姐原来 618 年出生在天河县

（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下里的蓝靛村（今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四把镇下里社区蓝靛村），那里还有她故居的遗址，那村刘
姓的族谱中还有记载。下里离罗城的县城很近，刘三姐常到罗
城去唱山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罗城县城城西北的多
吉寺的后殿正中供奉着歌仙刘三姐的神像，称之为“三姐歌
殿”，游人常在那里对歌，故有东门（罗城县城驻地）四把好玩好
耍一说，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1958年《刘三姐彩调剧》创
作组经过深入民间采风，认定刘三姐是罗城人。

最早创作演唱彩调剧《刘三姐》的都是罗城人，那是在1936
年，罗城的抗日救国文工团首次创作演出了该剧，到1958年，
广西的文学艺术家（其中包括罗城的仫佬族文学家包玉堂）。

罗城县有“三姐望乡”和“秀才看榜”两块天然的大石，县城
往怀群镇方向走20多公里的乡间公路，就可以看到这两块大石
头。这两块位于怀群镇剑江村的大石头自古以来就竖着的，因
其形象性，被当地人起名为“三姐望乡”和“秀才看榜”。两块大石
所在的两座山相对而立，大概只有200米的距离，“三姐”与“秀
才”遥遥相望。“三姐望乡”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一个女孩戴着壮族
的头饰，背着一个背蒌，微微抬起头，透过层层叠叠的青山，遥望
着碧绿的稻田、潺潺的小溪、翠绿的修竹……，与之相对的一座
山上，一座山峰似乎被劈掉形成一块天然的崖壁，一块大石立在
一旁。从山脚下抬头望，仿佛一位秀才站在山头，翘首抬望，似乎
在仔细地查阅自己是否“榜上有名”，秀才帽子上丝带被山风吹得
飘然而起，由此可以断定刘三姐的故乡就在罗城。

据了解，刘三姐的故事发生在“那莫圩”，剧中对人物进行
了较大的修改。莫老爷是壮族开明的领袖，被人们尊称为“莫
都佬”；他的儿子莫海仁是一个纨绔子弟，作恶多端，为害一方，
多次加害刘三姐，最后莫都佬与其断绝父子关系；阿牛哥是一
个孤儿，被莫府的教书先生所收养，改名为“张伟望”，他发奋读
书，成为壮族第一位秀才；神秘人物冯子安是故事发展的一个
关键，他表面上的身份是一位“游访学士”，实际上他是一名皇
帝派来的钦差大臣，最后他把刘三姐的事迹禀报给皇帝，皇帝
下圣旨封刘三姐为“歌仙”，并为刘三姐建了一座牌坊。

传说她生于唐朝中宗年代，真名叫刘三妹，是广西贵港市港
北区壮族人，活跃在广西郁江流域，是个优秀的民歌手。 她有着
出口成歌的本领。三妹不但歌唱得好，人长得也非常漂亮，天生
丽质又聪明，什么活都不用学，一看就会。在三妹十七岁这年在
对歌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位青邕江青年，这位英俊的小伙子，也是
一个唱歌能手，在对歌当中，两人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于是就私
定了终身。可是好景不长，村里的一个恶霸，对三妹垂涎多时，见
三妹与小伙子情投意合，大发雷霆，决意把三妹抢到手。一天晚
上，月光皎洁，三妹正和小伙子坐在柳河边的岩石上看月亮，倾诉
衷肠。忽然火把晃动，人声鼎沸，原来是恶霸抢人来了，三妹和小
伙子望望无路可走的山，又望望柳河。两人决定要生在一起，死
在一道，不求今生，只求来世，于是手拉着手双双跳进柳河那滚滚
的波涛里。人们怀念这个民间的音乐家，民间歌手，因而每年三
月三这天会到柳河边上赛歌，悼念“刘三姐”。

一、刘三姐的身世说法

刘三姐并非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壮族群众根据自己对山
歌的体验和理想追求而塑造出的心目中一位创造了山歌和爱情
的歌仙。“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刘三姐不但与歌圩紧密相
连，更是歌圩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从本源上来说，“刘三姐山
歌”则是壮族及其先民创作的以“刘三姐”艺术形象为表征的传统
歌谣文化的积淀和升华，同时又在民族杂居的地区流传并衍生
演化，进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刘三姐歌谣文化。

壮族民间传说认为，刘三姐生于唐代，从小聪慧过人，能歌
善唱，12岁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以歌代言，名扬壮乡，后曾到
附近各地传歌。慕名前来与她对歌的人络绎不绝，短则一日，长
则三五天，个个罄腹结舌，无歌相对，无言以答，羞赧而退。她的
才华遭到流氓恶霸的嫉恨，后被害死于柳州，死后骑鲤鱼上天成
了仙。

古代骆越人在生活和劳作中，将胸中的激动和愤懑发而为
歌，歌唱浩浩东去的西江，歌唱初心不改的爱情，一代一代传唱
下来，终于在唐代神龙年间产生了一代歌王刘三妹，产生了她
与邕州秀才张伟望连续对歌、最后共同升天的故事。这些故事
和民歌，与岭南肇庆、柳州、桂林、宜山等地的刘三姐传说大同
小异。传说中的岭南歌神，有着《古今文绘俾集》《古今图书集
成》《粤风续九》等大量记载为证，是岭南人共同的文化遗产。

二、刘三姐起源

关于刘三姐的最早记载大概要数的起源时间，《广东新语》
《庆远府志》等古籍记录其最早于唐代出现。南宋王象之《舆地

纪胜》的《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这
条文献被清代《蕉轩随录》做了放大：“广东阳春县北八十里思
良都铜石岩东之半峰，相传为李唐时刘三仙女祖父坟，今尚存，
春夏不生草。刘三仙女者，刘三妹也。《寰宇记》、《舆地纪胜》均
载阳春有三妹山，以三妹坐岩上得名，今不知何在。”

关于刘三姐原型身世，说法颇多。传说擅唱山歌的刘三妹
为新兴人。清《肇庆府志》载：“刘三妹新兴人，生于唐中宗时，
年十二，善歌，游戏得得，往来两粤溪峒间，解诸蛮语，与白鹤乡
一少年登山而歌，人环而视之七日夜，歌声不绝，俱为化石。”

更多的调查发现，在广东阳江、茂名等地，还有“刘三妈传
说”，如乾隆以及道光年间《阳江县志》即记载说：“六月村落中，
各建小棚，延巫女歌舞其上，名曰跳禾楼，用以祈年。俗传跳禾
楼即效刘三妈故事。闻此神为牧牛女得道者，各处多有其庙。”
另外，在广东阳山、连县、罗定，广西富川等地，还有不少“刘三
姑传说”，也是传说刘三姑曾在某一岩石上唱歌，后来因某一原
因死于当地，当地人就在岩上给她立一纪念物。“刘三姐”传说
的发祥地主要有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广西贵县（今广西贵
港）、广东阳春和广东新兴等多个版本。

在广东梅州客家地区的说法，刘三妹是梅县松口人。刘三
妹的故事在屈大均、王士祯、李调元、黄遵宪等的著作中都有记
载，充分反映了客家妇女在劳动生活中练就的颖慧本领。如屈

大均《广东新语》说：“新兴女子有刘三妹
者，相传为始造（山歌）之人。唐中宗年
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
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
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
戏得道。常往来两粤溪峒间，
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
其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
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即
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
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壮诸
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
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
绝，俱化为石。土人为祀之于
阳春锦石岩……状如九曲，可
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
迹也。日夕辄闻笙鹤之声。岁
丰熟，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
歌。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
声，无论粤民与瑶壮山子类，歌
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
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
遂至数箧。”

各地刘三妹传说大同小
异，一般的说法是：当地有一名叫刘三妹的姑娘，特别
会唱歌，有一位白鹤乡的善歌少年慕名前来对歌，两
人对了七天七夜，不分胜负，后来两人都化为石头。
或者说：刘三妹特别会唱歌，而且长得好看，被某人看
上了，刘三妹为了逃婚，从某山岩上摔下来，后人就在
此山岩上给她立一小庙，或直接用她的名字为此山命
名等等。同时，刘三姐也是壮汉文化交流、碰撞、融合
的产物。秦汉以后，中原民族大量南迁，尤其是唐代，
汉族文化在岭南广泛传播，不仅使“官话”（汉语西南
方言）成为壮汉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而且壮族
传统的五言四句体的“欢”（即山歌）也吸收了汉族七
言四句体的诗歌、民歌形式，但仍保留壮族押“腰脚
韵”的传统。

综上所述，古籍记录与民间传说版本相互验证，
均说明“刘三姐”发祥地主要在岭南地区的广西和广
东。另有专家考证，“刘三妹”传说的诸多叙事版本全
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清代顺治年间广西贵县才子曾光
国的两篇文章《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西山仙女
寨》。可以说，“刘三妹”传说是借助地方文人，将仙女
寨一位88岁老人的口头传说故事成功转译成地方集
体叙事，最终纳入国家的文化体系中。

广东鹤山客家人把“刘三姐”奉为歌仙，升入神
格。据说，刘三姐在此地生活时曾教当地村民唱山
歌。为了纪念刘三姐，他们在鹤城昆仑山大昆山顶建了一座刘
三姐庙，立了一块歌仙石，每年正月十八从晚上八点开始，城西
村周围十六条村的客家人都会聚集在此，通宵达旦地唱山歌、
对山歌，并供上贡品，在刘三姐庙前祈福，以求来年平平安安，
五谷丰登，整个祈福仪式直至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

广东封开县原博物馆馆长陈楚源提出刘三姐是广东封开
人，据《封川县志》中的简单记载，在封开杏花镇大斑石脚下有
座祠堂是民间专门纪念刘三姐的，始建于唐宋年间，明嘉靖年
间重修，一直到 1968 年才拆除，而这样的建筑在全国仅此一
座，在广西是没有的。更奇妙的是，在广东电白、高州一带，还
有“刘三太传说”，当地方言中，太是太婆的意思。传说她不仅
在这一带传歌，还因歌声曼妙，得了路人许多赏钱，但她除了自
己衣食之用外，把多余的钱都送给路边的穷人了，后来遇仙，坐
化于电白赤岭，至今山上还有刘三太庙。据此，有些学者得出
结论说，刘三姐大概是唐代的一位职业歌手，以唱歌卖艺为业，
游走于两粤之间，像一些著名歌星，到处走穴。

三、刘三姐的年龄

从三妹、三姐到三姑、三妈，再到三太，如果我们以刘三姐
的年龄变化为纵坐标，以其传说的地理分布为横坐标，就可以
画出一张精致的“刘三姐传歌路线图”：刘家三女儿，广东阳春
人，容貌秀丽，尤擅民歌，少年即以歌名，人称刘三妹；稍长，北
上广西发展演艺事业，在广西达到其事业之巅峰状态，人称刘
三姐；中年以后折返广东，先在两粤交界的富川、连县一带传
歌，人称刘三姑；越近老年，越趋故乡，在阳江、茂名传歌时，人
称刘三妈；最后终老于广东电白，人称刘三太。

也有人从妈与太两字，猜测其曾经婚配，那个传说中和她
对歌的白鹤少年（或秀才），其实就是她的情人，很可能也是她
的丈夫，他们因对歌而互生爱慕而私奔，不知情者因两人突然
失踪，以为双双飞升成仙。这些说法都很有趣，也很符合口头
传统的变异性特征，许多人借考证之名，其实恰恰创造了一种
新的传说。有时候，学者也是民间传说流播的一个环节，正是
借助了学者的话语权威，一些新奇神妙的传说得到了更广泛的
传播。在口头传统中被赋予尊贵地位的女性，绝大多数是未婚
少女，其实，刘三姐年龄变化的纵坐标并不存在。

四、“刘三姐”的名称

从通检民国以前的各种文献，无论是文人笔记还是乡土
志，几乎只有“刘三妹”一种称呼。“刘三姐”一名成为当今通名，
主要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影及歌剧《刘三姐》的影响。
现代文艺的传播威力远胜于传统的口口相传，因而改变了历代
以来对于这位南国歌仙的通俗称谓。也就是说，刘三妹由口头
传统的“妹”成长为书面文学的“姐”，只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
的事。那么，姑、妈、太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广东电白地区，刘三太就是当地一个很会唱歌的小姑
娘，不是从外地来的传歌女子，她因为逃婚，从岩上摔下来以
后，成了一个厉鬼，当地民众为了平息她的戾气，就给她建了一
座小庙，但由于三妹是个小姑娘，不能受人跪拜，人们一跪下，
神像就会倒下来，所以人们得叫她三太才行。在电白霞洞找到
这样一个“仙姑庙”，该庙庙联写着“姑婆威灵保良民，仙人显赫
护全境”，神案上书“刘仙姑之神位”，庙旁插着许多信众奉献的

锦旗，其中一面写着：“恭贺三太婆婆、白鹤境主：佑我合家安
康，财源滚滚来！”另有一面则称之为“三太夫人”。据说电白的
仙姑庙不只一座，在马踏圩的赤岭一带，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为
刘三太神诞，前后几日，四方村民要在庙前搭台演戏，在庙前燃
放烟花，非常隆重。可见，刘仙姑、三太婆婆、三太夫人，其实都
是刘三妹。同一人物，当她出现在故事中时，总是以“妹”的形
象出现，但是，当她作为神灵被奉上神坛的时候，却不能以“妹”
的名义来接受祭拜，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婆婆、夫人、娘娘、仙姑、
三太这样的尊称加到她的名上。电白人“嬷”读“嘛”音，刘三妈
实为刘三嬷，也是一种尊称。

五、后人斗歌

刘三姐故事中的莫老爷，其人物原型就是忻城第十二任土
司，姓莫名猛字怀仁，这在史料中可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忻
城是莫老爷的家乡可谓言之凿凿。

不管是真是假，刘三姐和莫老爷这对冤家，已经在戏里斗
了几百年，如今莫怀仁的后人们竟大张旗鼓地打着莫老爷的旗
号，跑到刘三姐的家乡来招摇过市，大张旗鼓地求亲。壮族人
十分好客，壮家的三月三来到时，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会唱山
歌，就是最好的朋友。你看，刘三姐家乡的人们并没有对来自
莫老爷家乡的人们另眼相看，一样用甜美的山歌欢迎着远来的
客人。在宜州的山歌广场上，早已搭好了迎接的歌台。“唱山歌
咧，这边唱来那边和……”不管是刘家还是莫家的乡亲，早就抛
却了从前的嫌隙，站在一起亲亲热热地唱起山歌来，正所谓相
逢一唱泯“恩仇”。

当年莫老爷和刘三姐以歌相斗，如今两家后人依
然摆开了擂台斗山歌。莫家人会推出了自己的歌
王。歌会一开台，来自忻城的歌王就和宜州的女歌王
斗起歌来。烈日当头，“莫老爷”家的两位歌王向两位

“刘三姐”献起了殷勤：“阿哥有心插杨柳，为妹遮来一
片荫。”两位女歌王却并不领情：“杨柳绵绵随风摆，不
如青青翠竹林。”双方你来我往，对答如流，意象比兴
信手拈来，机巧百出妙趣横生。双方歌声不断，最初
还是旗鼓相当，结果莫家人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台
下观众听得开怀，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

说到莫老爷与刘三姐之间的恩怨，忻城人有自己
的说法。一位研究土司文化的工作人员说：刘三姐只
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确定的人
物与之对应，而莫老爷则是史料记载的真实人物，他
的的确确曾在忻城生活过。传说中的莫老爷被描写
成一个反面人物，但真正的莫姓土司在忻城做出了不
少功绩。

传说一：相传唐代，在罗城与宜州交界的天洞之
滨，有个美丽的小山村（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蓝靛
村）。村中有一位叫刘三姐的壮族姑娘，她自幼父母
双亡，靠哥哥刘二抚养，兄妹二人以打柴、捕鱼为生，
相依为命。三姐不但勤劳聪明，纺纱织布是众人夸赞
的巧手，而且长得宛如出水芙蓉一般，容貌绝伦。尤
其擅长唱山歌，她的山歌遐尔闻名，故远近歌手经常
聚集其村，争相与她对歌、学歌。

刘三姐常用山歌唱出穷人的心声和不平，故而触
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当地财主莫怀仁贪其美貌，欲
占为妾，遭到她的拒绝和奚落，便怀恨在心。莫企图
禁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理屈词穷，又请来三个
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等弄得丑态百出，大
败而归。莫怀仁恼羞成怒，不惜耗费家财去勾结官
府，咬牙切齿把刘三姐置于死地而后快。为免遭毒
手，三姐偕同哥哥在众乡亲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
顺流沿天河直下龙江后入柳江，辗转来到柳州，在小
龙潭村边的立鱼峰东麓小岩洞居住。

据说来到柳州以后，三姐那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
心有余悸，怕三姐又唱歌再招惹是非，便想方设法来
阻止。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从河边捡回一块
又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
角在石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若穿不过去，
就不准你出去唱歌！”接着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补充
道：“为兄说一不二，绝无戏言。”先还是甜甜微笑的三
姐，看着哥哥的满脸愠色，那里还敢像往常那样据理

争辩，拾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忖道：“我又不是神仙，手帕角怎
能穿得过去？”她下意识地试穿，并唱道：哥发癫，拿块石头给妹
穿；软布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管你是凡人也好，神
仙也好，为兄一言既出，绝不
更改！”哥哥像是吃了秤砣
——铁了心。心想：这一招
够绝了吧，还难不倒你？谁
料三姐凄切婉转的歌声直上
霄汉，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
耳里。七仙女非常感动，恐
三姐从此歌断失传，于是施
展法术，从发上取下一根头
发簪甩袖向凡间刘三姐手中
的石块射去，不偏不歪，把石
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
无意中见手帕穿过石头，心
中暗喜，张开甜润的嗓子：哎
……穿呀穿，柔能克刚好心
欢，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
长永不断！

从此，刘三姐的歌声又
萦回立鱼峰山顶、树梢，慕名
来学歌的对歌的人连续不
断。后来，三姐在柳州的踪
迹被莫怀仁侦知。他又用重
金买通官府，派出众多官兵
将立鱼峰团团围住，来势汹
汹，要捉杀三姐。小龙潭村
及附近的乡亲闻讯，手执锄
头棍棒纷纷赶来，为救三姐
而与官兵搏斗。三姐不忍心
使乡亲流血和受牵连，毅然
从山上跳入小龙潭中……

正当刘三姐纵身一跳的
时候，顿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随着一道红光，一条金色的大
鲤鱼从小龙潭中冲出，把三姐驮住，飞上云霄。刘三姐就这样
骑着鱼上天，到天宫成了歌仙。而她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
着。为纪念她在柳州传唱的功绩，人们在立鱼峰的三姐岩里，
塑了一尊她的石像，一直供奉。

传说二：据传刘三姐为唐代壮族农家女，年幼聪颖过人，被
视为“神女”。十二岁能通经传，指物索歌，开口立就。自编自
唱，歌如泉涌，优美动人，不失音律，故有“歌仙”之誉。十五岁
时聘于林氏，唐开元十年（722年），为抗拒林氏逼婚，与情人张
伟望出奔，不知所终。民间多以为双双成仙而去。广西宜山壮
族传说，根据贵港市石卡镇改编，刘三姐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
（703年），从小聪慧过人，能歌善唱。十二岁即出口成章，妙语
连珠，以歌代言，名扬壮乡。后曾到附近各地传歌。慕名前来
与她对歌的人络绎不绝，但短则一日，长则三五天，个个罄腹结
舌，无歌相对，无言以答，羞赧而退。然而她的才华却遭到流氓
恶霸的嫉恨，后被害死于柳州。传说她死后骑鲤鱼上天成了
仙。也有的说她在贵县的西山与白鹤少年对歌七日化石成

仙。还有的说财主莫怀仁欲娶她为妾，三姐坚决反抗，莫买通
官府迫害三姐，三姐乘船飘然而去。

传说三：广东梅州的歌仙刘三妹传说主要特征是口头传
授，语言生动，故事情节感人，迎合人们扬善惩恶的心理，深受
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她的主要传说故事是和一位大埔山歌
精斗歌、驳歌取得胜利。自古山歌松口出，那有山歌船载来千
古传唱至今，松口人爱唱山歌以及松口山歌在世界各地客家人
居住的地方是比较有名气的，松口又称山歌之乡。歌仙刘三妹
的故事，妇孺皆知，流传海内外，解放后根据该故事整理出有

《歌仙刘三妹的传说》等唱片及民间故事。
刘三妹的传说中，这方面的版本也是不少，如“罗隐——刘

三妹对唱山歌”和“陈慧根——刘三妹对唱山歌”。前一个故事
是说，客地有个青年叫罗隐，写的山歌数量很多，他听说刘三妹的
山歌唱得好，人又漂亮，还放出风声：唱山歌，有人能赢过我的，我
便嫁他。罗隐听后，便连夜雇了三只船，载着他的部分山歌脚本
去找刘三妹对唱。歌仙刘三妹开口一唱就把罗隐给镇住了。他
翻遍船上那一本本挖空心思写出的歌本，竟一句也对不上来。
气得他把三船山歌书一股脑儿扔进了河里，含羞而退。

另一个故事是说，蕉岭新铺墟有个山歌能手叫陈慧根，他
听说梅州地方有个刘三妹，对歌是出了名的，人也十分俊美，便
雇了一艘船前来比试。船到码头，只见一个村姑在河边浣衣，
便问：“歌仙刘三妹住在哪个村子？”女子瞟他一眼，说：“你找她
做什么？”比试山歌。”“你有多少歌？”“我有一船的歌。”女子听
罢，开口唱道：“河里洗衫刘三妹，借问叔叔哪里来？人个山歌
从口出，你个山歌船载来？”陈慧根被刘三妹问得哑口无言，气
极了，登岸弃船，罚自己步行回家。

六、文化传承

1、舞台表演。1953年底，当时的河池宜山县（今宜州区）业
余剧作者邓昌伶以宜山下枧河畔刘三姐传说为蓝本，开始着手
创作彩调剧《刘三姐》剧本。1959年8月，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推
出的彩调剧《刘三姐》获得了巨大成功，该剧就是根据“邓昌伶
彩调剧《刘三姐》剧本”改编的。彩调剧《刘三姐》的成功，让广
西各地掀起了改编排演《刘三姐》的热潮，并直接引发了1960
年广西轰轰烈烈的“全区《刘三姐》文艺大会演”活动。

2、电影。1962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牵头组织、长春电
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电影《刘三姐》先后在全国及东南亚一带上
映，引起巨大反响。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中
国·漓江山水剧场之核心工程，由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出任总导
演，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实景演出创始人、山水文化机构董事长梅
帅元任总策划、制作人，历时五年半努力制作完成。它集漓江山
水、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国精英艺术家创作之大成，是全国第
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电影中的刘三姐，才子佳人或
准革命叛逆者，然而，刘三姐传说核心的核心— 一个乡野女性，
出生在一个非儒家的环境中，漂亮，机智，能言善辩，憎恨不公正，
捍卫自己和社会的自由，刘三姐已经成为壮族人民的首席非物
质文化遗产，八桂地区的文化符号。这个壮族女孩的记载 至今
1000年的过程中，这位高尚的少数民族女杰，利用她的音乐天赋
——即兴创作山歌，打抱不平，勇斗智斗贪婪好色的财主，成为
中国流行文化中最经久不衰的民间英雄。仍然是壮族和中国文
化传说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演出集唯一性、艺术性、震撼性、民
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是一次演出的革命、一次视觉的革命。2021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老艺术家黄婉秋回信，说她主演的电影

《刘三姐》家喻户晓，让无数观众领略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
力。总书记的回信中提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足以说明其流传
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七、歌谣文化

2004年7月30日，当时的宜州市（今宜州区）流河乡更名为
“刘三姐乡”，并启动“下枧河流域刘三姐歌谣生态保护区”，之
后，“刘三姐歌谣”这一名称开始由地方政府较正式地提出。
2006年5月，以宜州市为申报主体的“刘三姐歌谣”，经国务院
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此，“刘三
姐歌谣”这一提法正式得到官方认可和确认。2021年11月，中
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

“持续壮大文学桂军、漓江画派、八桂书风和‘刘三姐歌谣’等特
色文化品牌影响力。”

1984年秋天，广东梅州市举办首届“中秋山歌节”，黄婉秋
与丈夫、男高音歌唱家何有才表演了《刘三姐》中的唱段。2018
年，在深圳龙华举办客家文化艺术节“阳台山全国山歌邀请

赛”，黄婉秋应邀莅会指导，
她与丈夫何有才以及女儿、
外甥女“三代刘三姐”登台
献艺，引来观众热烈掌声。

2022 年 6 月，在第十四
届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杭州工艺周）开
展的 2022 年薪传奖评审活
动中，广西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刘三姐歌谣”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谢庆良荣
获“2022年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薪传奖”。

八、歌仙节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
说人物。其传说最早见于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九十八《三妹山》。明清以
来，有关她的传说与歌谣文
献记载很多。壮族民间口
耳相传的故事与歌谣更为
丰富。

“三月三”，是壮族地区
最大的歌圩日，又称“歌仙
节”，相传是为纪念刘三姐
而 形 成 的 民 间 纪 念 性 节
日。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正式将这一天
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
─“三月三”歌节。每年的

这一天，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及其他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歌节。
歌节期间，除传统的歌圩活动外，还要举办抢花炮、抛绣球、碰
彩蛋及演壮戏、舞彩龙、擂台赛诗、放映电影、表演武术和杂技
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另外，各种商业贸易、投资洽谈
等活动亦逐渐增加，形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风尚。届
时，岭南壮乡四海宾朋云集，歌如海，人如潮。那不绝于耳的嘹
亮歌声，寄托着人们对歌仙刘三姐的思念和对丰收、对爱情、对
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刘三姐歌咏自由，反抗不公和压迫的主题，置于特定的民
俗学环境中，我们将获得更为全面切题的读解”。我们可能永远
无法断定这个壮族歌仙是否曾在以刘三姐为傲的名字的歌曲或
传说之外，作为血肉之躯呼吸过。即使我们做到了，千千万万的
刘三姐粉丝依旧会蜂拥到宜州、柳州或桂林，一探究竟。我们唯
一确信的是，这个美丽，自由不羁而聪明的乡野女孩，生活在主流
文明的边缘地带，代表自己的人民歌颂人类自由，与不公正和压
迫作斗争-这个题材才是普世性的，具有最深广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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