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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硗碛多声部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王福男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四川省成都市，610000；

摘要：硗碛多声部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能够反映出当地硗碛人民的民俗民风，也能够体现出传

统音乐的魅力，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文通过对硗碛多声部民歌的简介、传承问题以及发展与创新策

略的探讨，旨在揭示其独特魅力与价值，并提出可行的保护与发展路径，以促进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

中的传承与创新，延续其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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硗碛藏乡位于四川西部雅安市宝兴县境内，四面都

是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雪山，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

硗碛藏乡的人民长期生活在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下，才

创作出具有宏伟气势的硗碛多声部民歌。

硗碛藏乡属于藏族中嘉绒藏族，“嘉绒”全称“夏

尔嘉尔木察瓦绒”，意即“东方嘉木墨尔多山系的亚热

带农区，简称为嘉木绒或嘉绒”。
[1]
由于嘉绒藏族没有

语言没有文字，因此硗碛多声部民歌没有谱例，以及在

过去交通还不够发达便利、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够成熟

等各种原因导致，硗碛多声部民歌也很难传出外界。由

于地理环境封闭，硗碛乡的居民们生活几乎也是属于封

闭式，关于硗碛多声部民歌的传承方式是口口相传。

当今互联网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硗碛多声部民歌无

论是在传承方面，还是发展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也使也相关的研究者陷入了思考之中。

1 硗碛多声部民歌的简介

中国民歌种类多样，形式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魂宝，而多声部民歌以其自

身独特的和声效果在中国民歌宝库里显得独树一帜。硗

碛多声部民歌是当地硗碛乡的风俗文化的载体，以及高

亢宏伟的气势，显示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硗碛多声部民歌”在 2006 年荣登春晚的舞台，

在 2008 年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号：Ⅱ-30；

由此可见，硗碛多声部民歌早在十多年前就得了国家层

面的认可，大大提高了硗碛多声部民歌在中国民族民间

音乐中地位。

硗碛多声部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属于中国的民

族民间音乐，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口头相传，劳动人

们在劳动中（丰收、劳作）、节日中（祭祀、宗教）、

生活中（婚礼）等各种场所和仪式中所用，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和可变性。它用音乐方式将藏乡人民的音乐才华

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中国多声部民歌中

闪闪发光。

2 硗碛多声部民歌在传承中面临的问题

硗碛多声部民歌作为硗碛藏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在

现代社会的浪潮中，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如传承人的老龄化、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其传承面

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环境、传承主

体、传播方式、教育体系以及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深

刻影响着这一珍贵民间艺术的延续与发展。

2.1 社会环境变迁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硗碛地区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强烈冲击。现代流行音乐、影

视文化等迅速涌入，改变了当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文

化娱乐方式。在过去，民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精

神娱乐和文化表达形式，但如今，年轻人更多地被流行

文化所吸引，他们热衷于收听流行歌曲、观看电影电视，

参加现代的娱乐活动。这种文化消费习惯的转变使得硗

碛多声部民歌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在当地社区的文

化生活中逐渐边缘化。

同时，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对民歌传承产生了影

响。传统的硗碛藏族社会以农牧业为主，人们在劳动、

祭祀、节庆等活动中自然地传唱民歌。然而，如今随着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非

传统农牧业的工作，原本紧密的社区关系和集体活动减

少，民歌演唱的机会也随之减少。

2.2 传承主体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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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民间艺人是硗碛多声部民歌传承的核心力

量，但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且由于过去文化传承方式的

局限性，许多艺人没有系统地培养年轻一代的传承人。

在传统的传承模式中，民歌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

年轻一代在日常生活中跟随长辈学习演唱技巧和曲目。

然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多元化使得年轻人无暇或无

心专注于民歌的学习，导致传承出现断层。

此外，学习硗碛多声部民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去掌握复杂的演唱技巧、独特的发音方法以及理解

歌词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

面临着升学、就业等现实压力，往往更倾向于选择能够

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技能进行学习，使

得民歌传承后继乏人。而且，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传承人

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展示平台，

难以坚持下去，进一步加剧了传承主体的断层问题。

2.3 传播方式受限

传统上，硗碛多声部民歌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当地的

人际传播和有限的民俗活动表演。在人际传播中，信息

的传播范围有限，且容易受到地域和人际关系网络的限

制。虽然在当地的村寨中，民歌能够通过家庭、邻里之

间的传唱得以延续，但难以突破地域界限，走向更广阔

的受众群体。在现代媒体时代，尽管互联网和各种新兴

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硗碛多声部民歌

由于缺乏有效的数字化整理和推广策略，未能充分利用

这些传播渠道。现有的民歌资料大多零散且缺乏高质量

的录制和整理，在网络上的曝光度极低，难以吸引大众

的关注。与流行音乐相比，其在音乐平台、视频网站等

新媒体上的传播力度远远不足，缺乏专业的宣传推广团

队和营销手段，使得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信息爆炸的

时代依然处于 “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尴尬境地，无法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和认可。

2.4 教育体系缺失

在当地的教育体系中，硗碛多声部民歌尚未得到足

够的重视和系统的教学安排。学校教育往往侧重于主流

学科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本土民间文化艺术的教育价值。

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专门针对硗碛多声部民歌的教

学课程，学生缺乏在学校学习和接触民歌的机会。即使

有一些学校偶尔开展民歌相关的文化活动，也大多停留

在表面的表演形式上，没有深入地教授民歌的历史渊源、

文化内涵、演唱技巧等知识体系。而且，由于缺乏专业

的音乐教师能够教授硗碛多声部民歌，导致教学质量难

以保证。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年轻一代无法在学校教

育中建立起对本土民歌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难以培养

出传承和发展民歌的专业人才，使得民歌的传承在教育

源头就出现了缺失。

2.5 经济发展制约

硗碛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对多声部民

歌的传承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当

地难以创造出与民歌传承相结合的可持续的文化产业

模式。虽然民歌具有一定的文化旅游开发潜力，但由于

缺乏专业的策划和投资，无法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经济收

益，进而无法为民歌传承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在没有

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无论是传承人的积极性还是社

会各界对民歌传承的关注度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进一

步制约了硗碛多声部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3 硗碛多声部民歌的发展与创新

硗碛多声部民歌作为硗碛藏族文化的瑰宝，承载着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情感。在当今时代，为了让这一

独特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创新性发

展至关重要。以下将从音乐创作、表演形式、传播渠道、

教育传承以及文化产业融合五个层面进行探讨。

3.1 音乐创作创新

在保留硗碛多声部民歌核心音乐元素的基础上，进

行大胆的创作创新是关键。首先，可以尝试将现代音乐

元素融入其中，例如加入流行音乐的节奏型，如电子鼓

点、贝斯线条等，让传统民歌的韵律与现代节奏感相融

合，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当代审美的旋律。

歌词创作也可与时俱进，除了传承经典的主题如自

然、劳动、爱情等，还可以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如环

境保护、民族团结、家乡新貌等内容进行创作。通过用

现代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诠释古老的音乐形式，让硗碛多

声部民歌更贴近现代生活，引发听众的共鸣。同时，可

以鼓励当地的年轻音乐人、歌手参与创作，他们更了解

当代音乐潮流和年轻人的喜好，能够为民歌注入新的活

力和创意，创作出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充满时代气息的作

品，吸引更多年轻受众关注和喜爱。

3.2 表演形式创新

传统的硗碛多声部民歌表演形式多与当地的民俗

活动相结合，虽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在吸引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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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观众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在表演形式上进行创

新十分必要。可以打造具有现代舞台艺术感的表演形式，

结合灯光、舞美、多媒体等技术手段，营造出独特的视

听效果。

此外，还可以尝试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

如与舞蹈、戏剧、杂技等结合。将多声部民歌的演唱与

藏族传统舞蹈的优美动作、戏剧的情节叙事以及杂技的

惊险技巧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

这种创新的表演形式不仅能够丰富民歌的表现力，还能

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审美需求，提升硗碛多声部民歌在

文化艺术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其传承和发展开拓更广阔

的空间。

3.3 传播渠道创新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

是拓宽硗碛多声部民歌传播渠道的重要途径。首先，要

加强民歌的数字化建设，录制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作品，

并进行专业的后期制作和编辑。通过建立官方网站、社

交媒体账号等平台，定期发布民歌作品，包括经典曲目

演绎、新作品创作过程、歌手介绍、文化解读等内容，

吸引网民的关注和互动。

利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制作精美的短视频片

段，展示民歌的精彩瞬间和独特魅力，借助平台的算法

推荐机制，将硗碛多声部民歌推送给更多潜在受众。同

时，开展线上直播活动，如民歌演唱会直播、线上教学

课程直播等，让观众能够实时欣赏和学习民歌，打破地

域和时间的限制，扩大其影响力。此外，还可以与网络

音乐平台合作，将硗碛多声部民歌纳入其音乐库，通过

音乐推荐、歌单分类等方式，提高民歌的曝光度和播放

量，使更多人能够轻松接触到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

3.4 教育传承创新

在教育传承方面，除了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应将

硗碛多声部民歌纳入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新性的教育

实践。在当地学校，可以开发专门的校本课程，结合音

乐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教授民歌的历史、文化、

演唱技巧等知识。与高校音乐专业合作，开展学术研究

和人才培养项目。

高校可以设立相关的研究课题，深入挖掘硗碛多声

部民歌的音乐价值和文化内涵，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

同时，举办民歌培训班、工作坊等活动，邀请民间艺人

与高校师生进行交流和教学，促进民歌传承人才的培养

和成长。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活动和音乐比赛，展示硗碛多声部民歌的独特魅力，拓

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其传承和发展民歌的使命感和自信

心。

3.5 文化产业融合创新

硗碛多声部民歌与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是实现其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可以开发以

民歌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如“硗碛民歌文化

之旅”，游客可以深入硗碛藏族村寨，亲身体验民歌的

演唱和传承过程，参与民俗活动，品尝当地美食，感受

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在旅游景区设置专门的民歌表演

场地，定期举办高质量的民歌演出，让游客在欣赏自然

风光的同时，领略到硗碛多声部民歌的艺术魅力。

另一方面，开发与民歌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如民

歌唱片、音乐书籍、手工艺品、纪念品等。通过设计精

美的包装和独特的创意，将民歌元素融入到产品中，提

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利用互联网

电商平台，拓宽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能

够购买和收藏与硗碛多声部民歌相关的产品，从而进一

步宣传和推广这一民族文化品牌，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

发展的良性互动，为硗碛多声部民歌的创新性发展提供

坚实的经济支撑。

通过在音乐创作、表演形式、传播渠道、教育传承

以及文化产业融合等五个层面的创新性发展，硗碛多声

部民歌有望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活力和魅力，实现民族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这颗璀璨的民族文化明珠在世界

文化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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