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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尔虎长调民歌传承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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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巴尔虎长调歌曲之所以在蒙古族长调民歌中保持着独具风格与魅力，基于其优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传承发展形式。  

      关键词：巴尔虎长调 传承 发展  

      民间音乐的传承有着师徒授艺传承、家庭亲缘传承、社会民俗活动传承。这次我和乌兰随着宝老师参加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巴尔虎文化艺术节后对于巴尔虎长调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有些新的感受。  

一、 传统——新巴尔虎左旗是长调歌唱者的摇篮。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人有三个旗有名的歌唱家全都是新巴尔虎新左旗人。如著名的巴尔虎长调传承人塔布亥（1915-1958）、云吉德（1925-）、巴达玛（1928-

）、巴尔虎流派杰出代表人宝音德力格尔老师、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那楚克道尔吉、布仁巴雅尔等名人出生于新左旗。  

二、 传承——名流的荣誉与效应  

      著名歌手、歌唱家代表着区域色彩最高成就，在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塔布亥老师的代表曲目《褐色的鹰》、《佳乎哎》、《训服的铁青马》三首歌传受给宝音德

力格尔，宝老师把它搬上专业舞台走上世界。演唱的就象 乌兰杰 老师所说的那样，灿烂如朝霞映照大兴安岭雪峰-清澈；如秋天的呼伦贝尔的湖水给人以美的享受，征服世界

听众。从此成为了巴尔虎三个“宝日”要想当歌唱家就必学唱的三首歌。宝老师70年代走进学校课堂，编辑出版“呼伦贝尔民歌集”当作教材，就像杨玉成的“传统民歌艺术

的守护者、传承者”说的那样他们以此为基点把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精华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属于自己的天地。只有建立在“本土”基础上的音乐教育，才能有冲刺世界的能

力。这次的艺术节上宝老师在家乡道乐都（七仙湖）景区松树林中最高的三棵树上系彩绸带，名为三个“宝日”，还立了歌手敖名，在故土自然怀抱中立下了活态的丰碑。  

三、发展——政府的参与和力量  

      旗政府高度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确立了建设  

     “文化各旗”，发展搭建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崭新平台。  

      每年一次巴尔虎文化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全自治区“宝音  

      德力格尔杯”蒙古族长调大赛、组建百人长调合唱团、50名少儿合唱团、举办长调艺术展会、召开专家名人研讨会。对长调艺术的历史，传承人保护和发展举措等进行全

面整理立档等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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