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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保护 
——申波《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述评 

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孔广馨 

 
【内容提要】：《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一书，以云南古戏

台为主线，从文化记忆中，梳理出了云南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现实状态，更从文化、艺术、历

史、文学等多种角度品读了云南境内诸多古戏台的唯美意境。本文跟从作者的思绪，从云南

文化史沿革对古戏台的影响、传统歌乐文化与古戏台的生命意义、云南古戏台的传承与保护

几方面，体悟了此书的内涵和对作者的立意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歌乐传承 草根 评述 

 

从艺术的角度带领我们走进云南古戏台的视野，那是《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一书。谁也不知道，一直被北方民众看作是

百蛮之地的云南，却是一个汉蛮文化云集的地域。云南目前赋存比较完整的古戏

台有数十座，几乎每个成规模的村落都有戏台遗存或曾经建有具有实际功能的古

戏台。《申著》通过对云南古戏台这个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场地的考查，以纵向

的历史沿革和横向的音乐文化两种思路，呈现了云南草根文化的现状和民族歌乐

舞韵的历史，表达了他审视民族艺术的独特视角。本书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对

依托于云南古戏台的歌舞文化的传统价值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将这一现象置于历

史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对当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的发展和现代民俗价值的整

体意义进行了思考。  

一、 云南文化史沿革对古戏台的影响 

《申著》从云南的历史、地理、政治谈起，继而进入文化的主题。就云南历

史上发生的三大文化高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文中指出，云南文化的形成是

由多次历史机遇造成：第一次高峰为古滇国青铜文化时期。古滇国的音乐、舞蹈

和丰富的乐器内容多样形式独特，体现出云南“本土性”音乐生活的源远流长；

第二次高峰为大理国时期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与当时周边文化的交流频繁，其

音乐文化也融入了内地及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元素，说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生成，

是由多种文化养育的结果。第三次高峰是在元明清时期。该时期，汉移民大批涌

入云南，随之带来了大量的汉文化，孔孟之道的儒家学术在也云南扎根。移民文

化与云南本土文化相互影响，交融共存。《申著》中例出，仅一个偏远的永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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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戏台就多达５０余座，至今还留有“上戏台、中戏台、下戏台”的地名。到明

末清初，古戏台建筑已逐渐形成了云南本土化样式，成为云南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重要的依托。而从考查可以看出，云南古戏台在社戏的鼎盛时期，几乎遍布了云

南境内的每一个大型村落，而在县乡政府所在地附近及较大集市附近，规模化的、

装修精美的古戏台的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内地。 

二、 传统歌乐文化与古戏台的生命意义 

戏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物象，在乡村民众的精神生活中长期存在，必定有

其存在的深层原因，而这恰恰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生存状态。作为草根民

众，过去的人们通过戏台以实现“以乐通神、敬神娱人”的目的，而今天的人们，

却通过戏台以实现“以乐会友、以乐交心”的目的， 终构成普通草民阶层“人

的价值的实现”并借此文化空间以达到移情、构成“安顿生命和灵魂的”途径（《申

著》第 95 页）。 

云南传统的歌乐文化，也依托戏台这个特殊的载体，不断向世人展示着其鲜

活的生命力。“对调子、唱滇戏、舞烟盒、弹四弦”是云南戏台的主要活动。首

先，“对调子”是西南少数民族双方一唱一答的对唱形式，这种形式往往应用于

特殊节日中的人际交流，特别是男女对唱的对调子，是在交流过程中增进男女感

情的有效方式。其次，“唱滇戏”主要指的是云南花灯戏、茶灯戏等，当然也有

少数民族的特殊戏种。花灯是这些曾经活跃在云南古戏台上的诸多戏种中生命力

强，以至于到今天仍活跃在一线舞台上的戏种。花灯戏以云南方言为主要表现

手段，它的服装艳丽，以小调为主要表现手段，配合适应民俗的变现方法，是地

方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再次，“舞烟盒”又叫跳弦，也叫垄偬，主要流传

在滇南的个旧、石屏、建水、蒙自、开远、通海、元江等地，是彝族歌乐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直到今天仍广泛活跃在民间的群众艺术形式，其对戏台文

化活动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生命力。 后，“四弦”是经典的滇地乐器，又叫月琴，

也是目前主流媒体上经常出现独奏和重奏的乐器。当时的云南古戏台上，可以想

象以四弦独奏和重奏为主的，结合了大三弦、小三弦、胡琴、心弦、竖笛、栽秧

号、巴黑等诸多滇地民乐器的综合演出，极大地丰富了云南古戏台。 

而关于古戏台的生存状态，《申著》中用将其分为“原生性”、“创生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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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几类：“原生性”的古戏台多在相关史料中有记载，但目前基本改作它用

或年久失修甚至已经“作古”了；“创生性”的则因为民众的使用需求，在历年

不断的修缮中保存了下来；而“再生性”的却是近年乡民根据精神需求和旅游需

要再建或重建的戏台。 

从《申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古戏台的生命力，主要来源于 1、官府之

地、政治中心的文化需要；2、商贸经济和生活交流的需要；3、敬神娱人、礼乐

教化的需要；4、节庆歌舞、抒发情感的需要；5、文化历史的活态传承的需要。

这种需要使得大量古戏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得以留存，并持续不断的延续和

发展。 

三、 云南古戏台的传承与保护 

《申著》中说：“作为一种人文情感记忆的符号载体，古戏台不单在过去的

岁月里给高原的人们提供了幸福的体验，直到今天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乡村民

众增强文化凝聚力、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场所。” 人类对于艺术的追求是永远不

会停歇的，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存在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古戏台不仅仅是

单纯建筑文化的存在形式，其承载的是歌乐文化、曲艺文化、楹联文化、氏族文

化、儒家礼乐文化等诸多的艺术文化形式，这也使得古戏台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中，

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如今，留存于世的古戏台已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多方面起着活态

传承云南各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对于乡村民众的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

意义。当今时代是多文化并存、兼容并蓄的时代，如何使古戏台在当下发挥文化

功能，使乡村民众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一个和谐共处的“精神故乡”，这是值得所

有关心传统文化、关注民众精神生活的人们思考的。《申著》中提出“将现实乡

村文化重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此阐释传统的民间歌乐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朝向”的观点，不但拓展了这一选题

理论阐释的空间，更为现实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化

自觉，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可供操作的理论支持。 

四、 结束语 

《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一书，以云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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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为主线，从文化记忆中，优雅的梳理出了云南歌乐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现实状

态，从历史写到今天，从沉积写到勃发。著者运用了人类学、音乐学、文化学的

方法进行了自身价值取向的学术建构，作为读者深受启发，并有感于著者的学术

精神及课题成果，撰文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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