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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牧牛歌
■何克识

在听到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片尾的《对鸟》山歌，“吤呣飞过青又青⋯⋯”后，我怦然心
动，呀！这首代表温州民歌的《对鸟》原是乐清的对歌。瑞安不是也有类似山歌吗？周万顺的
老家就有这种山歌，不过它的歌词不一样，歌名叫《瑞安牧牛歌》。这不禁勾起我童年时的回
忆。我的童年就是在瑞安乡间度过的，牧过牛，唱过山歌。

马知力 画

■马邦城

1.何乜，音同“该娘”，即什么。

2.蹾（dang）地牢，意为很矮，接近地面。

3.喜鹊羽毛黑中间白，翼长飞翔力强，常在大树上做巢，叫起来声音“客、

客、客”，讨人喜欢，被称为吉祥鸟。瑞安俚语有“喜鹊叫，人客到”。

4.凼鸟（读dang diao）学名秧鸡，全身灰褐色，脚较长、翼较短，飞翔力弱，

夏天常在水稻田里做窠、产卵、孵小鸟，该鸟常在傍晚连声凼儿、凼儿地叫而

得名。瑞安俚语有“你凼鸟叫，真会叫啊”。

5.青鸲（音 qu）即翠鸟，羽毛色蓝绿发亮，嘴直长，喜食小鱼虾，常在河溪

岸旁筑窠。

6.燕燕儿即燕子，一种候鸟，爱在农家梁上衔泥筑窠。瑞安人视为吉祥

鸟，有俚语“嘴张开燕燕儿哺食恁”。

7.弗，音同“佛”，义同不。

1921 年春，刚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

毕业归国的金嵘轩，怀着一颗“行知救

国”的赤诚之心，与同乡周予同、李笠、

伍叔党等进步青年一起创立了“知行

社”，以普及教育，唤起民众为己任，在

瑞安、温州一带广泛开展活动。不久，

他出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

身）师范部主任，旋即又升任校长。在

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与温中结

下了不解之缘。

金嵘轩（1887—1967），字桐熙，南

滨街道林垟人，他的启蒙塾师金鸣昌

（后改名金晦）是一位博学多才、具有兴

教救国先进思想的乡哲，对年轻的金嵘

轩产生过很大影响。正是在老师的鼓

励支持下，金嵘轩才东渡日本求学，并

攻读师范，归国后走上了从教之路。

金嵘轩初任温中校长时，学校的景

况之差，确实有点令他始料不及。由于

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政府官员根本不

把教育当一回事。学校经费无着落，只

得向当地银行钱庄筹措，以解燃眉之

急。但商家不信任官府，迟迟不肯贷款

给学校，搞得温中连教职员工的薪金都

发不出。眼见学校正常教育难以为继，

金嵘轩心急如焚，最后只得以私人名义

去贷款，总算让学校渡过了难关。

谁知才刚刚缓过一口气，北伐战争

打响了，福建军阀周荫人的部队涌入温

州。那些士兵漫无纪律，公然强占校

舍，把师生都赶跑了，学校被迫停课。

金嵘轩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与军方抗

争，竭尽全力保护校产。为防万一，他

又暗中带领师生迅速转移校内图书善

本和贵重仪器。周军被北伐军击退后，

温州的新政府尚未成立，学校无人管

理，陷于瘫痪。后经师生合议，一致要

求他出来主持校务。金嵘轩以教育大

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毅然担负起学

校复课重任，使温中校园重新得以书声

琅琅。

1927 年春，北伐军攻占杭州，浙江

省政府成立，金嵘轩调任省教育厅督

学。这年冬天，他再度赴日本，任留学

生监督处学务科科长。回国之后，他调

任省教育厅社教科长。

这期间，温中再度深陷困境，连年举

债达万余元。校方虽屡屡申报上级政府

拨款，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金嵘轩亦

为此事在省教育厅奔走呼吁，并多次向省

府提案，最终只勉强争得个半数。在温中

债台高筑、教育经费处于极其困难的严重

关头，为了维护信誉，金嵘轩二话没说，毅

然变卖祖上留下的二百亩田产，得款八千

余枚银元，帮助温中偿还全部债务。

金嵘轩“毁产救校”的义举，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乡亲们称赞他“重才逾惜

宝，兴学雅挥金”。迄今，他的事迹仍被后

人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1946 年夏，温中因校长朱一青离

职，学校迟迟未能招生，省教育厅邀金

嵘轩出任。金先生未予答应，使得继任

人选一直虚悬。温中师生非常焦急，8

月 18 日，学生派代表赴瑞安拜访先生，

面致欢迎之意，并致电省教育厅，务必

要坚聘金嵘轩当校长。同时，还在《浙

瓯日报》发文宣称，金先生继任温中校

长是“温州教育希望之复活”，“再说一

万句，我们也必定要留住金嵘轩先生”。

文告见报后，产生了轰动效应。温

中校友会、温中专科以上学生联谊会，

以及当时著名学者夏鼐、王季思、沈炼

之等，纷纷派代表前往瑞安游说促驾；

永嘉县参议会和温州专员、各县县长也

致函劝驾。此事搞得沸沸扬扬, 成为当

时温州的一大新闻。《浙瓯日报》还专门

为此发表《敦促金嵘轩先生》的社论，声

称：“现在的温中，正好像一个迷途旅行

者，在彷徨失措的情景中，也只有借重

识途的老马了。”

见温中师生和社会各界对自己如

此推重, 金先生深感盛情难却。8月26

日，这位年届六旬、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在《浙瓯日报》发表《金嵘轩启事》，通过

媒体公开表示，愿意接受聘请再度出任

温中校长。温中师生闻讯后，无不欢欣

鼓舞。为支持金先生的工作，沈炼之、

陈铎民等著名学者，也不惜辞去大学教

职，应聘到温中任教，使得温中声誉日

隆，师资力量更加雄厚。

金嵘轩出任温中校长这段时期，国

内风云变幻，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

进攻，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爱

国运动如火如荼。金先生对国民党反

动统治深为不满，满腔热忱地支持学生

的革命活动，亲笔为温中进步刊物《温

中导报》题写了刊头。

1948年春，温中、瓯中、永中三校学

生联合刊发纪念“五卅”画刊，揭露国民

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暴行，轰动全市。

当局大为震惊，密令学校彻查。金嵘轩

一面虚与应付，一面告知进步学生赶紧

躲避。后来，省教育厅又责令他密报进

步学生名单，他不仅顶住不报，反而提

出辞职以示抗议。翌年初，一些进步学

生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又当仁不

让，带头发动各界人士出面营救，将学

生悉数保释出狱。

1949 年 5 月，国民党 200 师师长叶

芳偕王思本，夜访金嵘轩秘商起义之

事。金嵘轩高兴地说：“你们举大事、顺

民意，实是地方之福。”竭力促成温州的

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金嵘轩仍任温中校

长。1956年，他当选为温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此时，他的教育思想也有了很大

转变，曾公开对温中师生说：“数十年来，

我抱着一颗赤诚的心从事教育事业，可总

是盲人骑瞎马在暗中摸索，直到今天才找

到了方向和道路⋯⋯”他表示一定要在自

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终

身。

“文革”期间，金嵘轩受到冲击，于

1967 年 10 月 9 日病逝于温州，享年 80

岁。浙南各地人民群众深表哀悼。海

峡彼岸先生的门生故旧闻耗后，也在台

北市善导寺举行追悼会，隔海遥致哀

思。

如今，温州中学和金先生的故乡林

垟，还为这位业绩卓著的教育家树碑、

塑像、筑亭、建馆以志纪念。金先生当

年为普及教育、知行救国，不惜毁产助

学的奉献精神，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崇

与颂扬。

金嵘轩兴学雅挥金

《瑞安牧牛歌》的演唱场合与方式

唱牧牛歌，顾名思义是牧人在户外河畔、田

野、山坡、滩涂等地放牧时演唱的。它有独唱与对

唱之分，前者在人少时为解闷、散心而唱，多抒情；

后者是在人众时因逗乐，竞赛而唱，多叙事。

牧童常放牛于河畔，让牛自由地啃着岸边的

青草。两岸往往有许多牧童聚在一起，便爱相约

唱歌。有时因牧童的所在地方或性别的不同，如

男的与女的、甲村与乙村、东岸与西岸而“拉帮结

派”进行对唱，“对阵”斗起来声音激昂，此起彼伏

很是动听。

牧牛歌歌词多四句一组，由实词与虚词组

成。实词一般每句为七字，成“四句七言”，偶尔也

有十多个字；虚词常用嘿、嗳、哎、嚄等语气衬词。

为了易唱好听，歌词的第一、二、四句尾字，用当地

方言押韵。这样唱时朗朗上口，听者悦耳有味。

在唱首句时，先用“嘿”字起兴，表示提醒，句尾用

“嗳”字拖音；第二句仅在句尾以“嚄”字拖长音；第

三句句尾亦用“嗳”字拖音；后一句尾部也用“嚄”

字拖长音。上面用的几个虚词，均源于牧人的唤

牛声。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其句尾部的虚

词用“喂难哉”与“哦！李山茶”等，一般用于独

唱。牧牛歌音调不定调，张口便唱，音域较窄，节

奏规整。音乐性格真挚朴实、热情奔放，即兴性较

强。

《瑞安牧牛歌》的歌词结构与腔调

《瑞安牧牛歌》的内容与分类

牧牛歌的许多特点

牧牛歌有许多特点：

1.贴近生活，多用方言俚语，乡土气十足，具有

泥土的芳香。

2.简约短小，灵活明快。

3.内容具有知识性、哲理性。

4.歌词幽默、诙谐、自然，听起来有风趣。

5.音调高亢，激昂，感情奔放，真挚。

6.具有娱乐性，自娱作用明显，可消除疲劳，抒

发感情，排忧解愁。

《瑞安牧牛歌》唱出了瑞安的自然气候、物产

与地理环境，唱出了瑞安人热爱生物花鸟虫鱼的

情怀，唱出了瑞安人的人情冷暖世故和丰富多彩

的生活。

牧牛歌以特有的艺术魅力与艺术价值，深受

广大民众的喜爱。现在这一近乎被人遗忘的、散

落在农村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值得我们

给予关注与保护。

注释：

牧牛歌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广泛。它从天上

唱到地下，从生产唱到生活，从农事唱到家事，从

上古唱到现今，一般多属乡村风情。牧牛歌按不

同内容可分为：拉歌、对歌、狂歌、奉承歌等类型。

举例于下：

拉歌
嘿！牧牛歌不唱会生疏嗳——

水牛不牧脚梗酥嚄——

牧友赶牛日日会嗳——

相逢好唱牧牛歌嚄——

对歌
嘿！何乜 。

筑窠半天高嗳——

何乜筑窠蹾地牢嚄 ——

何乜筑窠黄坭洞嗳——

何乜筑窠间横梁嚄——

嘿！喜鹊筑窠半天高 嗳——

凼鸟 筑窠蹾地牢嚄——

青鸲 筑窠黄坭洞嗳——

燕燕儿筑窠间横梁 嚄——

狂歌
嘿！对面娒儿唱歌覅用骚（读“沙”音）嗳——

要唱牧牛歌我弗 吓嚄——

蓑衣箬苙弗怕酿禾雨嗳——

铁铸犁头弗怕地生砂嚄——

奉承歌
嘿！一把竹簛节节高嗳——

神童牧牛读文章嚄——

戴起箬笠把牛赶嗳——

脱落蓑衣着红袍嚄——

饮茶歌
李山茶！李山茶！

嘿！喂哪猜——

李山茶叶好泡茶，

哦——山茶！

头碗泡起来供上佛嗐！

喂哪，猜——

二碗泡起来牧牛郎——

哦！李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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