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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生贵]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特性与当代背景下的多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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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间性是传统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无论在任何时候，民族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艺术都不可能缺少“民间的”这个层

面。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作为具有浓重文化意味的民族艺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如同其文化结构会有若干不同层面一样，也会有

不同的层面。这不同层面，往往是随着大的人文背景与文化机制的变化而生成和变化的，一方面关系着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益于实现

丰富的美学价值取向的选择。面对当代新的文化背景，应该积极倡导民族艺术的多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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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人文视野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堪称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突出体现或曰表征，当然，其本身也正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作为具有浓重文化意味的民族艺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如同其文化结构会有若干不同层面一样，它也会有不同的层面。这不同层面往

往是随着大的人文背景与文化机制的变化而生成和变化的，一方面关系着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益于实现丰富的美学价值取向的选择。 

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艺术，从产生到发展都普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质。而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各民族艺术的特色性

状，其中有的是属于根性关系。可是，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民间艺术面临着强有力冲击，出现

被冷落的处境，甚至有的面临消逝的危局。这会直接影响到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

同时面对这样两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是从民族艺术的生成规律而认识其民间性特质，以把握其内在血脉，再者即面对当下而探寻其新的生

存与发展之路，以激发其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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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性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历史地看，各少数民族的艺术几乎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民间。民间是民族艺术的土壤，也是其

根系所在，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艺术都不可能缺少“民间的”这个层面——可以说，没有这个层面的存在，便意味着本民

族艺术事实上的衰亡。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往往从本民族民众间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产生，以表现民众通俗的趣味和自娱的需求，它是民众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朴素且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与传承关系。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通常是与本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

状态相适相谐的。恩格斯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

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1］401与“民间故事书”一样，其他种种民间艺术形式也都是为民众所乐

于接受或参与，并可从中获得愉悦或精神调适。 

考察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尽管可以发现彼此间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同时可见出其在产生和发展轨迹上的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体

现在民间层次上就有这样几个相同点：一是生成于本民族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二是每个民族的艺术都经历过民

间层次较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三是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基本特色与风格主要形成于民间层面，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与风格影响深广，包

括影响到专业层面。 

蒙古族是音乐的民族，而其丰富的音乐构成首先当推来自民间的民歌。茫茫草原可谓民歌的海洋，曾有过狩猎歌、牧歌、赞歌、宴歌、情

歌、思乡曲、婚礼歌、长篇叙事歌等多种体裁的民歌。这各种体裁的民歌都与生息于内蒙古大草原的人们的劳动、生活、习俗等密切相关，并形

成鲜明特色。如蒙古族牧歌便产生于蒙古族人长期的游牧生产劳动，是牧人们放牧时唱的歌，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写照。 

与蒙古族民歌相同，回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花儿”，也是首先突出民间性的。“花儿”是地处西北的回族人民在特定地域环境和

生活、生存状态中传情达意的产物。其歌词往往是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质朴粗犷，而且歌唱者往往十分投入与执著：“花

儿本是心里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人们在山间、田野等空旷的环境无拘无束地唱和应答，交流感染，



既快且乐，不失为一种美的境界。 

再从舞蹈艺术来看。舞蹈也是各个少数民族普遍产生最早、流传久远且影响很广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无论是创生，还是接受与传播，它的民

间层次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从处于北疆的蒙古族舞蹈、维吾尔族舞蹈、哈萨克族舞蹈、藏族舞蹈等，到置身南国的苗、壮、侗、水、瑶、

黎、傣、彝等各少数民族舞蹈，都无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 

民间层面的各少数民族的艺术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歌舞之外，还有文学、绘画、雕刻、工艺、建筑、服饰、戏剧，等等，都无不在各民

族的民间获得丰厚的滋养，并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至形成底蕴深厚而又独具特色的美学品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不仅是各民族艺术的

沃壤，而且同时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智慧和超拔的创造力。就少数民族的长篇叙事诗而论则堪称奇观。在中国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中，少数民族长

篇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与汉族的长篇叙事诗相此，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汉族民间文学史中，长篇叙事诗并不多，其代表性的作品只有《陌上

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几篇，而且规模也算不上宏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则展现出了各民族五彩缤纷的世界，如维吾

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木》、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阿诗玛》等。据有关资料介绍，仅云南傣族地区就有长篇

叙事诗五百五十多部，目前仍在民间流传的有三百多部。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其规模也往往十分宏大，有的堪称是本民

族的“百科全书”，其影响力既广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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