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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特乐图：长调的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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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接受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国家财政部经费资助项目“中国戏曲、民间舞蹈、民间

音乐现状调查”子课题“内蒙蒙古族锡林郭勒长调现状调查”的任务，分两个调查小组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正蓝旗、正镶白旗、镶

黄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进行了长调民歌的现状调查。  

      调查中发现，整体上看，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严峻，大量曲目已经失传，传承人队伍严重缩减，长调民歌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和

民俗、生活语境正在消失，其生存状况实在堪忧。不过，调查组在东乌旗、西乌旗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乌珠穆沁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长调民歌资源，而且近年来将地方文化的

发展弘扬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生活现代化事业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尤其在当地长调的保护、传承、发展、弘扬等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运

作机制和保护发展模式。我将其曰为“乌珠穆沁模式”。笔者认为，“乌珠穆沁模式”所采取的方法措施和所积累的经验，在今天长调民歌以及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弘扬方面具有重要的参与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下面根据调查情况，“乌珠穆沁模式”进行简单的描述和解释，总结其经验。  

      近年来，东乌旗和西乌旗的经济建设得到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平均水平，走在内蒙古各旗前列。经济势力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

东乌旗政府十分注重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采取种种政策和具体措施来发展本旗文化事业。而这种文化事业的发展的核心内容，便是弘扬和发展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在东乌

旗进行的两次调查中，我们共观摩了该旗主办的四次较为大型的文化活动：搏克比赛、“嘉誉杯”歌曲舞蹈大奖赛、民间工艺品展示会、蒙古服饰大赛。从文化部门了解到，

东乌旗每年举办数十次此类活动，例如乌珠穆沁长辫比赛、那达慕、赛驼、骑马节、合唱比赛、舞蹈比赛等。其中，长调比赛和演唱是组织最多的一项活动之一。旗财政每年

拔专款，举办长调艺术节、组织长调比赛、召开长调研讨会，出版长调研究专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乌旗2006年成功组织了由5000个人参加的长调合唱，其中包括牧

民、工人、干部、老师、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此举向外界宣明了该旗长调民歌的深厚的资源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2004年，由西乌旗人民政府出资15万，组织举办

“昭那斯图杯”长调大赛，来自于七个省区的80余名长调歌手参加比赛。  

      调查中了解到，各种活动还举办在了各苏木乡镇。由富裕牧户出资举办的长调比赛，也十分常见。尤其是近年来，此类活动与祭敖包、春祭、逢年过节、老人本命年等民

俗活动结合起来，成为牧区生活中一个新的风景线。此类活动有则采取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形式，官方出评委，民众出马和羊设奖品，有则却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目前，这种

活动在东乌旗和西乌旗牧区十分普遍。规模较大的有，1999年西乌旗阿拉坦高勒苏木牧民额尔德木图出资1万元，举办“八匹马大奖赛”（共设八个小组，小组一等奖均为

马），附近各旗数十名歌手赶来参加比赛。  

      东乌旗还将长调纳入中学课堂。旗综合高中设有专门教室，聘请乌兰牧骑歌手娜仁托雅和马头琴演员苏依拉格日勒分别开设长调课和马头琴课，为民族音乐的传承，搭建

起了崭新的平台。  

      东乌旗在当地民歌的搜集整理、民歌手的统计以及相关研究工作方面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乌珠穆沁旗规划出版的《乌珠穆沁民歌》（桑杰，1987）、《乌珠穆

沁叙事民歌》（那·布和哈达等，2005a）、《乌珠穆沁艺术家》（那·布和哈达等，2005b）、《蒙古长调民歌之乡——乌珠穆沁》（那·布和哈达，2006）等著述中，有些

收录了大量的乌珠穆沁长调民歌，有些则记载了历代乌珠穆沁长调歌手的生平业绩，对于乌珠穆沁长调的学习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有不少乌珠穆沁长调歌手出版演唱专辑。例如，查干呼的《金翅翠鸟》、斯钦格日勒的《温柔的风》、《白鹿草原》、胡日查的《漂亮的黑骏马》、毛古鲁格的《查干套海故

乡》、呼都特的《美丽富饶的乌珠穆沁草原》、敖敦格日勒的《情人语》等个人演唱专辑，以及《乌珠穆沁长调》等多人合集。这些声像资料，对于乌珠穆沁地方长调的保存

与传播，乌珠穆沁歌手的宣传与推广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乌珠穆沁长调的保护、发展、弘扬方面，民间协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东乌旗“乌珠穆沁长调协会”成立于2004年。协会章程中将工作范围确定

为五个方面：开展乌珠穆沁地方长调的研究；开展乌珠穆沁长调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民间长调，出版录音录像，编纂书籍资料；为乌珠穆沁优秀民歌手立传并出自；组织乌

珠穆沁长调比赛，推出年轻歌手。（阿·呼和，2006：16）成立3年来，乌珠穆沁长调协会组织了数次比赛和其它形式的活动，主持参与完成了多项不少研究项目。前面所述

“五千人长调”以及许多比赛，都是在乌珠穆沁长调协会的策划、协调、组织下进行的。上述近几年来关于乌珠穆沁长调的几部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是该协会的倡导、推

动下完成的。去年和今年，该协会在西乌旗和呼和浩特分别成立分会，其工作范围和力度进一步扩大。  

      总而言之，历经60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乌珠穆沁长调仍然较好地保持着其固有的状况，其曲目保存相对完整、传承人数众多、民众基础广泛、风格及技法传承尚好，

是整个内蒙古长调民歌生态状况最好的地区。这一方面与乌珠穆沁地区丰富的长调民歌资源有关，另一方面这是地方政府、广大牧民以及社会各界自觉保护、协调工作的结

果。乌珠穆沁长调的保护、传承、发展、弘扬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并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模式。下面简单总结一下这种

“乌珠穆沁模式”所启迪给我们的有益经验。  

      经验之一：“乌珠穆沁模式”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便是保护传承工作所强调的整体性和原生性原则。在“乌珠穆沁模式”里，长调歌曲、歌手和受众及其赖以生存的原生

自然环境、畜牧劳动生活背景和得以展演的民俗语境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单元，从而得到了传承物、传承主体、传承环境的完整保护。这种思路与今天非物质文化保护所

提倡的保护工作的整体性原则、保护对象的原生性原则是完全相符的。  

      经验之二：“乌珠穆沁模式”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长调的保护要落实到基层。长调的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原生性的保护，而原生性只有在它生存的基层社区。乌珠穆沁

是一个古代部落，目前行政上则分为东、西两个旗，这是目前乌珠穆沁长调生存的基本空间单位。乌珠穆沁长调只有在乌珠穆沁保护。基层的意义不只在于它作为文化品类的

标签，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是文化品类传承继续的土壤和温床，文化品类只有在特定的基层社区、特定的受众群体中才能够彰显出其本身的意义和功能。基层的优势在于它能够

切身体验和了解生长在其上的文化，并能够按照生长需要而提供滋养。乌珠穆沁长调目前的繁荣，是因为它是以乌珠穆沁为其生存依托，它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是当地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保护与传承效果是任何一种移花接木式的保护所无法达到的。  

      经验之三：“乌珠穆沁模式”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便是政府职能在保护工作中要扮演适当的角色。政府现行的文化行政模式，实际上是无法包揽基层文化和艺术遗产的

抢救、认定、调查研究和开发、保护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的。因此，如何定位自己在保护工作中的角色，如何通过行政职能来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方面。东

乌旗政府的主要经验有二：一是通过政策宣传和实际行动来向公众表明政府在传统文化保护、弘扬工作上的坚定立场，积极调动文化意识，增强传承人的信心，营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话语环境。例如，在中学开设长调课，其意义不只在于培养传承人，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此举向青少年以及社会传达一种信息：国家意识对传统文化、地方资源的价值

的重视和支持。在旗这一基层层面上，国家意识很容易扩散为社会意识。这对于该地区长调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二是政府通过协调社会力量，引

导群众，组织活动，关注支持传承人等方法手段，积极激活民间传承渠道，为长调的传播、传承营造更大的空间。这种在牧区层面上予以保护，城镇层面上积极推广的工作思

路，受到了良好的效果。  

      经验之四：“乌珠穆沁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文化保护工作中民间协会、学会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前面所述，在乌珠穆沁长调的保护、发展工



作上乌珠穆沁长调协会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调查中看到，在长调具体工作中，政府和牧民之间不是垂直互动的，而是通过乌珠穆沁长调协会这一中间粘合剂而联系在一

起。各种长调方面的工作计划，往往是由协会策划，向政府提出方案，帮助文化部门协调社会力量来参与支持，组织歌手来开展活动。另一方面，牧民歌手也更多地通过协会

来参与活动。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与民间联系中行政手段容易造成的机械互动的尴尬。  

      经验之五：目前，东乌旗全社会正在形成一个保护和发展乌珠穆沁长调为目的的群众性事业。这与当地政府部门的积极协调是分不开的。在各种长调比赛、演唱活动上，

牧民的积极性十分踊跃，当地企业大力支持，民间协会学会协调，地方学者的积极参与，教育部门的有效配合使得东乌旗的长调工作成为一个全社会性的文化事业。这一经验

告诉我们，长调的保护除了政府的积极性，传承者的勤奋努力外，更重要的是要调动该地区全社会的力量，以达到协调发展的效果。如果将它比作一部电影的产生过程，那么

牧民是主角，政府是出品人，文化部门是导演，企业和社会是出资支持者，协会学会则是策划和剧务。正是这种多方参与协调运作的机制，保证了乌珠穆沁长调工作的良性发

展。  

      经验之六：调查中看到，“乌珠穆沁模式”并不是任何一种保护经验的挪用，也不是任何一种保护方法和理论的实践。他们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主要是在地方文化资源的深

入了解的基础上，在长期工作的经验当中逐渐形成积累的。在东乌旗，我们并不看到太多的口号、太多的理论，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成果。在这里，保护和发展也是混淆在

一起的，但是实践上他们更多地强调保护，从而以发展弘扬来促进地方文化为保护，在实践层面上已经成为主要方向。这种方向与地方文化习惯、政治意识和大的文化环境较

好地融合在一起，在理论和操作上避免了应用全新模式所会带来的不适应情况。  

      经验之七：调查中我们深刻地感觉到民族地区民族干部、地方学者在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东乌旗党委、政府、政协以及文体广电、文联、民

政等政府职能部门中有一大批文化素养高、责任性强的蒙古族干部。他们既是文化策略的制定者，也是文化工作的实施者，是地方长调工作的主要力量。我们从东乌旗乌力

吉、德木其格、苏宝玉、那·布和哈达、萨仁苏和等专家型领导身上看到，由于从小生长牧区的背景，他们熟知当地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对其有着致深的热爱。这种了解使工作

更加科学合理，这种热爱则在具体的工作中往往表现为他人所不可能及的责任和热情。而这些力量的积极推动，正是东乌旗长调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开始之初，如何摸索出一条适合当地长调民歌实际情况的保护和发展之路，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当地可行性的发展思路或模式，是十分

迫切和重要的课题。“乌珠穆沁模式”的提出，便是通过东乌旗、西乌旗在长调保护与发展工作方面已经取得的初现端倪的模式和苗头进行探讨，通过这种模式形成的背景、

成长的根源、推广的意义，以及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总结，进而为今后长调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种经验。  

      作者简介：博特乐图（杨玉成），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音 乐学院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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