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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者：周礼  信息来源：中国湘西音乐网
 

    湘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勤劳淳朴的湘西各族人民在这

块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纵情欢歌，翩然起舞，在劳动中创造了多姿多彩

的民族民间文化。如土家族的摆手歌、梯玛调、哭嫁歌、劳动歌、坡头腔、打溜子、

咚咚喹，苗族巫腔、高腔、叭咕腔等。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

不少音乐文化资源较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各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民族音乐文化的惟

一性和稀有性是湘西独有的，深受国内外专家的赞誉，是一个色彩缤纷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宝库。
 

 

　　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显

得日益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湘西民族文化生态背景

和特点，来探讨和应对如何保护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濒临灭绝的珍贵遗产。
 

 

　　一、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特色
 

 

    湘西处于湘、鄂、渝、黔边地带，有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文化“互

动”现象，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湘西的音乐品种丰富，是一笔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

遗产。 湘西音乐最具诱惑力和神秘性，其音乐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蒙昧时期，它

是中国音乐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湘西自古以来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人民，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

信仰、风俗习惯、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结构和心理特质，他们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风格

的、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湘西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不仅指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还指各民族音乐

文化内涵的种类、层次的丰富多样性，例如湘西土家族文化，无论是衣食住行的物质

文化，还是人生礼仪和民间艺术的精神文化，或是山规民约的制度文化，无不丰富多

彩。其中摆手祭祖、毛古斯、哭嫁、舍巴节、打馏子、跳丧，打围鼓等，这些土家族

文化之瑰宝，以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独标一格。但是由于湘西较为封闭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湘西音乐文化必然保留着较多的神话与宗教色彩，凸现着鲜明的原始

性特点，巫风傩舞，人神杂糅。
 

 

　　音乐文化是讲特色的，湘西音乐文化有着它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个性特

点。如前所述，湘西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湘西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资源的一个突出的特色。除此而外，湘西文化资源还有一些鲜明特色。
 

 

 　（一）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底蕴深厚
 

 

　　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部分，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湘

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浓郁。它是民族民间

生活的产物，最具原创性。
 

 

　　我们已略知湘西土家族音乐文化的独特多样性，颇具魅力。而湘西苗族，其社会

生活、人生礼仪、民族节日之丰富多彩，其音乐文化的丰富多样，也令人目眩。湘西

苗寨中的妇女节日盛装及银饰，苗寨依山傍水，椎牛祭祖的神秘，姑娘小伙赶秋、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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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边场、四月八节日人山人海的气势，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极品。如今，在湘西

吉首，由于历史的积淀，已形成了这样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格局，即东歌西鼓，北狮南

戏。东歌，是指丹青乡三月三苗族清明歌会；西鼓，是指德夯苗寨的苗鼓风情；北

狮，是指马劲镇和矮寨镇的春节百狮；南戏，是指鸦溪、乾州一带每年正月间的各种

颇具活化石的原始戏剧表演，如傩堂戏、阳戏、木莲戏及辰河高腔等。
 

 

　　（二）民族音乐文化与历史文化杂糅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其地理位置处于我国从西到东递降的第二梯台东缘与第三梯

台西缘之间。这一地域被当今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沉

积地带，已成为世人分外关注的对象，由于湘西所处的这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环

境，以及各种历史的原因，这里确实被人类历史冷藏和积累着丰厚的原始文化信息，

并且这些原始文化的遗存，更多地保留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土家、苗、汉等民族的歌舞

艺术当中。千百年来，也正是通过这些歌舞艺术不断地传递着这些土家、苗民的原始

文化基因，潜化和孕育着这些民族的心理机制，陶养着这些民族的气质和性格，使这

些民族在其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鲜明而光亮的足迹，这些原始歌舞艺术既是历

史文化的见证与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和载体，二者是杂糅在一起的，从而构成

湘西音乐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色。
 

 

　　就土家族特色极为典型的摆手舞而言，究其舞蹈形式与内涵，不论是男女相携连

臂而舞的壮观场景所反映出来的原始部落舞、氏族舞的遗习，还是古拙质朴的动作所

显示的原始拟兽舞的遗韵，以及战阵舞中所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其原始文化

意象应是祭祀怡神的巫舞，其最终所反映的是人类祖先普遍关心的生存与繁衍两大课

题。而其内容与形式上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农事生产活动及军阵战斗的舞蹈，则显现出

土家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项。如舞蹈中众多的

农事生产动作：插秧、薅草、掰包谷等，反映的就是唐宋以后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

术及先进生产工具——铁器的传入，使土家民族的农耕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而舞蹈

中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则反映出摆手舞与古代巴人军阵舞的关系密切，其隐

藏在歌舞背后的是一段惊天动地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历史典故。可见摆手舞中所

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土家民族歌舞艺术，它还承载着土

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彰显民族性格，从而构成土家民族音乐文化又一鲜明的特

色。        
 

 

    （三）浓郁的巫风色彩和人神崇拜
 

 

    湘、鄂、渝、黔边接壤的武陵山区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楚文化

及巴蜀文化的多元文化沉积带，自古以来就是巫风盛行之域。众所周知，巫风盛于殷

商，正是因为殷人盛行巫术，所以牧野之战中巴师神奇怪异的巫歌巫舞方能产生特殊

效果。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苗巫文化、楚巫文化与土家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致使浓

郁的巫风伴随着这些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历代相承，至今仍余韵悠然。
 

 

    湘西地区崇山峻岭、深沟险壑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为巫风盛行提供了特有的土

壤。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当地土家、苗、汉等民族先民们的心中萌生了自然

崇拜和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应运而生。先民们感到身外的种种神秘力量与人类生存密

切相关，不容忽视，于是便试图接近并利用这些力量。出于对自身利害的取舍，先民

将这些神秘力量区别为行使巫祀的正神和行使巫术的邪神，对于这两种神灵，人们的

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探究其内在的原始文化意象，不管是行使巫祀还是行使巫术，

他们都是指向生存和繁衍这两大根本目的，只不过区别在于：行使巫祀是借助神灵来

改善生存条件，而行使巫术则是依靠自身来改变生存条件罢了。但不管哪种巫文化，

都是一种人与神的沟通行为，而作为人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则正是由土家、苗族的歌

谣来充当，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对神灵吟唱的歌谣与人的自身一样自然成了巫文化的

基本载体。
 

    
 

    不仅这些民族歌谣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巫文化土壤，而且其传承和发展也有着特定

的巫文化气候。古往今来，相临而居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是必然的，这些文化的交

融也更多的体现在这些民族的歌舞艺术当中。史籍记载：苗族的巫文化是产生最早

的，古三苗就有“相尚听于鬼神”之说。土家文化之中的巫风成分与苗巫文化有着一

定的渊源关系，而对土家文化产生最直接最重大影响的是楚巫文化，从歌唱中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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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人 ” [1]便可见一般。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浓郁的巫风色彩，楚国大诗人

屈原的作品就集中代表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巫术文化体系。唐代刘禹锡被贬郎州时感受

颇深，他的《竹枝词》“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2]便是直接从土家

族巫祀时常唱的竹枝歌演变而来。土家、苗族的巫文化几乎涵盖了这些民族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而作为这种巫文化重要载体的民间歌谣，它不仅是土家、苗族的习俗仪

式歌，而且还作为一种“通神语言”形成巫祀仪式歌，如土家族的梯玛神歌、薅草锣

鼓歌以及“以歌兴哀”为突出特点的土家丧葬仪式中的“丧堂歌”等，都集中体现了

巫文化的投射与沉淀。虽然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生活的演变，人们审美意识的逐渐

加强和对自身力量认识的不断深化，各种仪式歌中的巫风色彩逐渐淡化，娱神成分不

断削弱而娱人成分不断增强，吟唱的内容也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其中所积

淀的巫风遗韵和巫术意识仍然鲜明的昭示着湘西各民族歌谣生成和发展的特定生态环

境与特殊的文化内涵。这也为当今人们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及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特

定的坐标，同时也是对湘西民族音乐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内容。
 

　
 

  　二、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对其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一）现状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中，湘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引来了众多的艺术家、人类学家、史学家的关注。然而，尽管其历史悠久，并在浩如

烟海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总的来说，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景令人担

忧。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文化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的形势下，民族民间音

乐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日益浸染和蓬勃发展的湘西旅游业，特别是

青少年一代对现代流行音乐备加推崇，对本民族音乐文化却越来越冷漠甚至无知，使

得湘西音乐文化遗产日益处于尴尬的境地。时至今日，极富特色的湘西音乐文化遗产

的品种已渐趋稀少。如祭祀仪式中的土家摆手歌舞，有戏剧活化石之称的茅古斯、傩

堂戏，氏族舞蹈中的苗族鼓舞和接龙舞以及体现民俗风情、承载着丰厚的民间文学艺

术的哭嫁歌等等。这些散布在湘西境内的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财富，

经历了千百年的积累和传承遗存至今，已成为湘西各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的缩

影。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冲击、传承人员的锐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

后，财政贫困等原因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种种现实正加速这些音乐文化遗产的

濒危和消亡。
 

    
 

   （二）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以口传身教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湘西音乐文化遗产，具有相对性、活态性和大众性

的特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因为适应了本民族生存环境的体系而具有独特的价

值，它又是以活态的形态出现，与人本身密不可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并且，

它更注重技能与知识的传承，是本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活方式、智慧和情感的活

的载体，是活态的文化财富，是属于本民族全体人民、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具有极

强的大众性。
 

 

　　目前，从挖掘、保护、传承和泓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对音乐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是这项艰巨工作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内涵之

一。我党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

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纳和影响力。”并特别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

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高

度。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湘西音乐文化具有着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物质

价值和研究、观赏及教育的价值，这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并决定了保护第一的原

则；二是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事实证明，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资

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独具特色，以其

独有的艺术美、形态美和内容美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并由此带来的观赏价值和旅游经

济价值是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些音乐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厚的文

化事象，更重要的是它对当今湘西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

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它具有如前所述的经济功能。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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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族人民经济社会生活的调适功能，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又具有娱情功能。

千百年来，这些音乐文化艺术陶养着湘西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湘西各族人民的民

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娱乐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

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

于保护民族艺术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对于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弘扬整个中

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保证社会安定，维护祖国统一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当前和今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大环境下，切实有效地保护湘西音乐文化遗产，对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维

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强势性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措施
 

 

　　对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

因地制宜的、合理利用一切有效技术手段的方法，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

结合为基本指导原则。
 

 

   （一）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静态保护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用以抢救和保

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事象进行采

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如采录文字后编辑书籍、撰写文章存留；录音摄像后

以各种影音资料存留等。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

现代科技优势很好的加以结合。但这种静态的保护也极易形成“采集——整理——收

藏”这样一条最终将其束之高阁的保护路线，它虽然使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

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必然日趋削

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也违背了保

护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光亮的艺术形

态和个性魅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

始终活化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当中，与社会一起向前发展。
 

 

　　（二）对湘西音乐文化遗产活化的保护
 

 

 　　湘西地方音乐文化遗产的现状令人堪忧，特别是原生态的艺术空间正日益被现代

文明所挤压，但湘西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仍然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生存和

传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条件。湘西各族人民的质朴热情和对本民族音乐的痴爱以及

血脉中潜藏的民族文化基因，使得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人即使在原生态的民族音乐文化

艺术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执着地追求和演绎着他们的民族艺术，诠

释着他们的艺术人生。但是，仅凭他们的个体力量，相对于音乐文化遗产的日益消

亡，显得有些单薄和悲壮，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宏观指导下的社会行为和教育行为。
 

　　
 

    1．加强引导和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俗文化。湘西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

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如土家族的舍巴节、苗家四月八、赶秋节等都是极富民俗风

情的盛大节日，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

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活化音乐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同时

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在这当中，首先，政

府应成为保护的主导力量。充分利用其政府职能加大引导和宣传的力度，加强对自然

景观、文化景观的投入，活化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

习、研究和传承。其次，湘西各族人民要加强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湘西土家、苗、汉等各族人

民在接纳现代文明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

环境里的价值定位，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一项迫在眉

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2．活化音乐文化遗产，促进精神文明。音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规范人们的行

为、语言，调适人们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各族民众积累和传承文化并创造

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活化湘西音乐文化遗产对于弘扬民族精神，丰富文化生

活、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集体意识、发扬协作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激发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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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积极作用。通过对音乐遗产的观、感、学、用，使得音

乐文化“俗而不土”，内涵深沉，民间音乐又以其活文化态势，在更为广大的层面上

表现了民俗生活的群体性。如晚清土家文人彭施铎有诗云：“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

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3]记载了成千上万人相牵连

臂，歌舞相和的壮观场景。还有土家族“打溜子”这一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情趣的打

击乐艺术，更需要乐手们默契配合、对应成趣。对于湘西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重

在弘扬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活态文化的

保护极易使民众参与并融入到音乐文化活动当中，这不但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并

能将民族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到人们的行为当中，以指引人们生活，天长日久，便能铸

造一种思想，形成一种精神，从而在深层次意义上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
 

　　
 

    3．教育也是活化湘西音乐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

径，湘西土家苗族人民以口传身教的传统方式使音乐文化得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传

承下来，但现代文明也必然带入现代教育理念和方式；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

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湘西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居住地域，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土家、苗、汉等多民族学生，这些学生对于本民族的音

乐文化或多或少都了解一些。对待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心底都有一种亲切感和认同

感，这就有如人类的血缘关系一样。在我们的教育内容、形式上融入本民族音乐文

化，特别是属于遗产之列的民族音乐文化，使孩子们不仅是受教育对象，更使得他们

成为音乐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者、演员，使音乐文化遗产在他们身上活化起来，这比

任何音像资料对他们的影响都要深刻都要久远。总之，使得这些民族地区的孩子们成

为音乐文化遗产活化的载体和主体，这对于湘西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

弘扬与发展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价值与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四、结语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不同文化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交流。对于民

族音乐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乃是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保持人

类多样性的前提，并且这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的地位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湘西这块

古老神秘的土地孕育了土家、苗、汉等各民族人民，这些民族的祖先留给后人丰厚的

音乐文化遗产，不仅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提供

了珍贵的活化的史料，更重要的是这些音乐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

持，对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大力提倡并需要切实实

施的保护湘西音乐文化遗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之所在！而充分认识这些音乐

文化遗产的特色，肯定这些音乐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并依据这些音乐文化遗产的现

状，将静态保护和活化保护结合起来并将这一保护工作纳入新时期素质教育的轨道，

才能对湘西音乐文化遗产实施科学的、系统的和有效的保护。这既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的工作，更是每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工作者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和不断付诸实践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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