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

   研究论文

   藏书楼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跨学科话题

 口述史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濒危语言：受威胁的思想

 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多样性，文化的同义词

 历史记忆

 乡关何处

研究论文 

首页 → 民俗学文库 → 研究论文 

[赵心宪]土家族民歌资源的生态保护问题

  作者：赵心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30 | 点击数：5469

 

 

内容提要：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的发掘，现有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两种学术倾向，后者更能体现时代要求的文化意义。民歌与民

俗歌谣、民俗诗歌概念的内涵辨析可见，民俗歌谣才具有文化原生态的本质特征，脱离民俗音乐之源的民歌收集、整理与研究，不利于土家

族民歌资源生态保护文化战略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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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发掘的两种学术倾向与概要评价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渝东南土家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①，有关的民歌资源发掘，可以基本概括为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生态

保护两种学术倾向。 

前一种倾向以《清早起来就上坡（渝东南民歌选）》为代表，编者意在帮助打造渝东南旅游品牌、推广渝东南旅游资源、适应大众文化消

费。书中的“跋”，充满感情地谈到编选这本民歌选的学术思路：注重采用和体现“渝东南”乌江流域这个自然地域概念，“对一些作品的字句

和段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取舍、考订和润饰……尤其注意雅俗共赏分寸的把握，放弃了一些非常生动，但‘儿童不宜’的情歌、风流歌的

收录。同时，还选择一些固定的民歌框式，进行填词、扩写、改写，注入现实内容和情感，赋予时代气息和色彩。对个别现实需要急迫，搜集、

改造、加工难度较大的民歌种类如祝酒歌，邀约热心的同志进行了新编新创。”“跋”文特别说明，本书民歌的分类、各个类别的配文说明与图

片点缀，旨在增添条理和生气，“增添一些阅读方便和阅读快感。”而收入多首“完完全全”原创歌曲入民歌集，与乌江流域文化滋养产生的感

情分不开。应该说，“跋”文的编选说明与本书给人的阅读印象是完全合拍的：精心设计色彩鲜丽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插画，摄影考究的自然、

人文景观，简洁、有味的分类说明文字，别具一格的内文版式等等，生动再现出编者雅俗共赏的良苦用心。对于群众创造与文人提炼这两大民歌

基因来说，编者大大发挥了后者主观能动性的文化传承功能。应该说，这不但遵循了历史上民歌流传的文人提炼制式，同时为宣传渝东南民俗风

情、开发渝东南旅游资源作出了贡献。② 

后一种以《黄杨扁担——重庆秀山花灯歌曲集》为代表，立足于民歌资源的生态保护意识，民歌选编尊重民间音乐的原形，让读者、研究者

能从原始音乐中去了解它的本质。本书开篇的《编者心语》说，首先，秀山花灯音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当地交通不便，就地传承发展，养

在深闺人未识，“保持着民间艺术本质的原生态和原汁原味”。正因为这个渝东南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存在，国家文化部才授予秀山县“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的称号，市政府才会确定秀山花灯为重庆市十大民间艺术之一、重庆市文化品牌、长江三峡文化长廊中的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其次，

响应国家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号召，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对待传统，尊重历史。对待民间音乐文化，“特别强调要把握住一个歌种、乐种、剧

种的原生形态及其原汁原味的、浓郁的民族情韵，决不能以今天的审美标准及个人好恶来对待传统民间音乐的取舍”。第三，因为上述思考，花

灯音乐形态的梳理，应尊重原形，“取其民间艺人的习惯称谓，按同宗民间音乐的母曲、子曲、变体的发展规律，归纳成秀山花灯音乐的三级分

类法：一级为灯调、祝贺调、花灯歌、花灯小戏唱腔、花灯锣钹五大类；二级为每个大类中的母曲的子曲；三级是子曲的变体。”因此本书九种

不同形态的《黄杨扁担》，充分显示出民间音乐的多变功能和丰富多彩。最后强调，“编者的指导思想是力图做好民间音乐的保护工作，读者对

象主要是民间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的小众。《黄杨扁担》显然不是适应大众文化消费的通俗产品。虽然配上音乐磁带也可以大大打开市场销

路，但商业效益原本就是我们面对秀山土家族民歌资源，兼顾的而非主要的学术目标。 

如果说，《清早起来就上坡（渝东南民歌选）》可以归入民歌资源文化开发的文本类型的话，或者《黄杨扁担——重庆秀山花灯歌曲集》应

该称之为民歌文化生态保护的文本类型。两种文本的价值都值得珍视，不可轻率否定。问题是，面对着重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渝东南旅

游资源开发迅猛崛起的商业文化大潮，怎样能够坦然协调民歌的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的矛盾冲突，与时俱进地完成好渝东南土家族民歌



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文化保护工程？本文限于篇幅，相关命题不可能一一详细展开，仅仅在辨析民歌音乐属性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提出渝东南

土家族民歌资源的文化生态保护问题。 

 

二、渝东南土家族民歌音乐属性的概念辨析及其生态保护观念 

 

我国“六五”至“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成果《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是在全国普查、田野作业扎实的采风基础上完成

的。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工程的“竣工”，国家再次提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保护工程，引起各地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

我们看来，这不是一般地重复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作的呼吁，而是立足于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当年推出《集

成》的认知观念、工作经验及其学术成果，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推进《集成》限于当时经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完成好的文化生态保护工程。重

庆市著名民间文艺学者彭维金先生在《中国歌谣集成·重庆市卷》③的“序言”中，曾经前瞻性地阐释过编选总方案的科学性、全面性与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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