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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阅读后的些许观点和感悟，以民

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为依据，以喻意性和描述性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来对此书进行民族音乐

理论视野下的描述。文章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至四部分主要描写的是此书的几个特点和创

新之处，第五部分是此书的不足，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本书的结论部分。笔者以一个局内人的

身份，结合现阶段三江并流区域民族音乐研究的现状，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为依据，通过对

书本的分析归纳与整理，与其他民族音乐学专著进行比较等方法，较全面客观的对此书进行

评论。 

 

【关键词】：三江并流；民族音乐 ；理论视野；感悟与评价 

 

        三江并流是我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西北部，由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澜

沧江、怒江自北向南并流而不交汇所形成的自然奇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这里现如今已经成为：地理学、生物学、地质地

貌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前沿阵地，民族音乐学学科也不例

外。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

治州（金沙江流域的剑川、鹤庆、洱源）、丽江市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云

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少数民族在这里以小聚居大杂居的生活方式共同生

活。它们能歌善舞，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因库。       

      《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由中国唱片深圳公司 2012 年 6月第一次

出版，作者张兴荣。此书共分八章，以民族为划分依据，分别介绍各民族的民歌、

歌舞音乐、器乐音乐、宗教音乐等存在于三江并流区域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

本人以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本书的认真仔细的拜读后认为此书

有以下特点。 

一、 研究项目的新颖，紧扣时代潮流 

三江并流区域面积广涵盖的民族众多，这里的民族音乐更是异彩纷呈，所以

我把这个区域性民族音乐研究的特点归纳为（多民族，多语言，多音乐文化）的

特点。从现今对三江并流区域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看，三江并流区域民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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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音乐研究成果匮乏，有的也是对该区域兄弟民族中单一民族的音乐研究成果或

者是对单一民族下的某种音乐形式的研究。例如：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

《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则是以民族音乐概述的形式来对三江并流区域所

有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作区域性的研究。突破现有的研究成果，以暂新的研

究视角来进行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研究成果的重复，由此可见此书研

究的新颖性与创新性。 

    三江并流区域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云南主要的旅游风景区吸引着无数

的旅游爱好者和冒险者的目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生物资源、人文环境也同样

吸引着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研究的脚步。特别是自 2003 年 7 月三江并流区域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对此区域自然科学

和文化科学研究的追逐者，也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

观》一书在 2007 年的时候有幸得到日本丰田财团的研究项目资助，以《中国云

南“三江并流”流域的多样性民族音乐文化实地考察及保护与传承活动》科研成

果成书立著。可见张兴荣先生的研究，符合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三江并流区域研究

的大潮，走在了对三江并流区域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前沿。 

二、一本“厚重”的书 

我之所以说此书“厚重”是因为： 

1.此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厚重，这里的厚重是单从感官层面来说的，是不

加任何引号的厚重。得到此书的一刹那，我有一种惊讶感，因为这本著作完全出

乎了我意料之外，它和一般的民族音乐学专著不一样，书本由一个精美的盒子包

装起来，打开盒子才看到此书的庐山真面目，全书由 50 万字构成，除去前面 48

页彩图说明和 4页的序言部分，书本的正文部分由 574 页构成。随书出版的还有

8盘 DVD 碟片和 3盘 CD 碟片共 11 个碟，这么多的东西汇聚在《三江并流区域音

乐文化大观》之中，难道说此书还不够厚重吗？ 

2.书本内涵的“厚重”。通过对《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认真仔

细的拜读过后，我发现用“厚重”一词来对此书的内容进行概括一点也不为过。

如果要把此书进行民族音乐学专著分类的话，我想我会把它划分为“民族音乐概

述”。此划分的依据是“对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音乐或某种音乐类型的复杂构

成进行历史的和现状的鸟瞰式总体概括，客观地反映其基本形貌和特征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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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音乐概述。”【1】所以我把此书划分为“民族音乐概述”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张兴荣教授的此书是以“三江并流区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涵盖了

该区域所有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文化研究。所以此书的涵盖范围广，包含的民族众

多，还有音乐形式纷繁复杂。就拿三江之一的金沙江流域的藏族民间音乐来说吧，

就包括：民歌、歌舞音乐、器乐、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等五类。可见这本著作在

对各民族音乐的介绍与概括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划分，本书所涉及到的民族就有

10 余个之多。它还不仅仅只是单一的对该区域民族的音乐进行概括与说明，同

时还对该区域各民族与音乐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化活动进行了简要说明。《三江并

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还是一部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文化学等众多

学科都有涉猎的著作，这样的一部好书有怎么能说她不“厚重”呢？ 

三、声“情”并茂 

   这里我要做一个重要的说明就是“情”字，这个情字在这里另有所指，具体

代指的是“图画和文字”。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包括有丰富多彩

的彩图和大量的谱例，书中所有的记谱都采用了两种记谱法进行记谱（五线谱、

简谱），这样做倒是有别于其他民族音乐学著作，采用单一的记谱法进行记谱，

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是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需求，让读者

有一个选择性，同时还能方便研究。本书是一部由 50 万字组成的民族音乐学著

作，大量文字性的描述未免会使使读者陷入枯燥乏味的境地，而图画和谱例的介

入能够和文字相互呼应，对某些比较抽象的音乐概念和音乐活动事项能做出比较

直观解释。我个人觉得此书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做到了声“情“并茂。 

我认为，此书附带的音响资料为此书添色不少，书中附带的 8 盘DVD和 3 盘

CD是在其它民族音乐学著作中少见的，这 11 盘的音响资料能充分的说明本书的

编写资料的充分，能成为著作有力的论据和论据支撑材料，这也是民族音乐学有

别于其他学科的区别之一。读者不仅可以从字里行间中品味三江并流区域民族音

乐的异彩，还可以通过图片了解，甚至还可以通过对音频和视屏的感知，达到对

三江并流区域兄弟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这既大大的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享受，同

时又给研究学者们提供了真实的研究资料以供后续的研究发现之用。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必要性，我们民族音乐学的工作者们都知道，有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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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民族的民间音乐艺术单独的依靠文字是不足以说明这种音乐文化现象的，例如

民间歌舞、民族宗教音乐、民间戏曲等艺术，它不是简单的音乐艺术，而是一门

综合性的艺术。我就以此书中的音乐文化现象为例来例举说明。例如：澜沧江流

域傈僳族歌舞“阿尺木瓜”这种存在于傈僳族生活中特殊的文化活动，这种音乐

文化活动是这样的“‘阿尺’意为‘羊子’，‘木瓜’意为‘唱跳’，‘阿尺木瓜’

即为‘羊子的歌舞’，是当地传统的群众自娱性民间歌舞，是先人模仿羊子的叫

声和动作创造的，其特点是不用乐器，自始自终踏歌起舞。”【2】这就是一种综合

性艺术，它集音乐与舞蹈为一体，是民族音乐研究中比较常见的艺术形式。面对

着这样的艺术形式如果只用文字来进行说明未免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像《三江并

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这样配以图画和音响资料来进一步说明，不就能更加生动

具体的把这种艺术形式传达给大家，不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声“情”并茂这四

个字吗？ 

四、 敢为人先，深入田野，迎难而上 

《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的出版发行，作者张兴荣教授可谓是敢

为人先、迎难而上、披肝沥胆、坚持专一的成果。此研究项目自 2007 年 11 月起

开始深入三江并流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工作到 2011 年 6 月结题，期间经历了 4 个

寒暑辛勤的采访工作和资料汇编，到成书 50 万字，可谓是艰苦异常啊！ 

之所以说作者能敢为人先是因为：三江并流区域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这里

是是横断山区，高山、沟壑、峡谷遍布，是名副其实的偏远山区。这样的自然环

境是很多民族音乐工作者所畏惧的，不轻易就敢涉足的地方。但是这里却有着中

国保存较好的原生态音乐，是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因库。面对三江并流区

域音乐文化的魅力，此书的作者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毅然走进了这片区域，在数

千个昼夜辛勤的田野考察工作中，最终取得成果，所以我张教授他敢为人先，吃

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文化。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的一个专用术语，民族音乐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吸收

了这个语汇，并且成为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部成功民族音乐学

专著，都要经历艰辛的田野工作，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才能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而有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才能在学术研究中做到有理有据，有所创新，这就是民族

音乐学者们所说的“接地气”。当然要想“接地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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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们能够放下身段，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朋友们同吃、

同住、同乐，只有这样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民族民间音乐，但是又有多少民族音

乐工作者能做呢？显然《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就那少数能做到“接

地气”的民族音乐学著作之一。 

此书的写作过程采用了传统民族音乐学写作的一般步骤：田野考察；资料整

理；书本写作等过程，其中田野考察工作是此书写作的基础。《三江并流区域音

乐文化大观》一书的田野考察工作，采用了区域性；特色性；代表性；选点考察

的方式来进行具体选点田野考察工作。主要以三江并流区域的某条江域的；某个

民族的；某个县镇某个村庄的；某种音乐形式为依据，进行具体的实地考察。在

田野工作的考察中，对考察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录像材料的采集；

录音资料的采集；图片资料的采集；乐器、法器、道具的形制图片等的采集工作，

一系列数字化的资料收集。正因为有了这些田野考察资料的支撑，才有了后续资

料汇编时顺利有序的进行，也才有了《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 

但凡对三江并流区域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江并流区域的自然环境是多么

的恶劣，其中的许多地方都是不通交通的高寒山区，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民族音乐

田野考察工作将会面临多大的困难也是不言而喻。在民族音乐学科中，田野考察

是一切研究成果得来的必要途径和方法，在这里我非常赞同伍国栋先生的话“只

有建筑在坚实、科学的实地调查和丰富现场音乐资料积累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课

题，在学术上才可能有所发展、有所发现和有所突破。”【3】此书的作者就是这样

的人，他面对困难迎难而上，通过自己的实地走访和调查，发现藏在三江并流大

山深处异彩的音乐文化，最终才完成了《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值

得我们年轻一代的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们所学习。 

四、 此书的不足 

    任何一部著作都会有它不足的地方，一本好的民族音乐学著作一定要经过无

数次的修改和再版后，才会慢慢的趋于“完美”，张兴荣的《三江并流区域音乐

文化大观》也不例外。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人性

使然。我在阅读过《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此书后认为此书有以下几点不

足： 

1.此书在章节划分上不大合理。我们知道名族音乐学著作在分类和章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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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自己的系统，具体的划分方法有如下几种：a.按具体民族或族系划分、b.

按音乐体裁划分（民歌、器乐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曲艺音乐、宗教音

乐等）、c.按地域划分、d.按色彩区划分等。《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

中，看似是以民族进行的划分，可是到了小标题的地方又采用了区域进行限制，

这样就会有两种划分法同时存在于一个章节之中，这样有欠稳妥还会互相矛盾，

容易使读者产生错乱感。还有部分的章节又使用多个民族并列来作为章节划分，

这样在本章节的论述中就会显得更加繁琐，各民族之间又没有存在必然联系，有

的民族还是跨域多条江域、多个县份的，这会让读者更混乱，不宜于阅读。 

2.材料过于原始，有待延伸与扩展。此著作缺少论述性语言，过多的是使用

的描述性语言，只是单一的对某一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了罗列与介绍，记谱材料

也只是停留在原始记谱的范围内，缺少分析说明的东西。其实面临着三江并流区

域如众多的民族和音乐形式背景下，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说明也是不大现实的。

再说此书取名叫“大观”也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故此书着重于描述。

还有此书是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三江并流区域的音乐文化研究，有可能作者故

意保持材料的原生性也不得而知。 

3.著作没有对该区域少数民族音乐作前瞻性的思考。我们知道民族民间音乐

是一条河流，它是有生命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

化大观》一书中因为使用的都是原汁原味，原始的音乐材料来进行著书的，所以

有必要对三江并流区域各兄弟民族的音乐文化未来的演变做出前瞻性的预测研

究，以上就是我认为的不足之处。 

总结 

    张兴荣《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一书是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的又一理论研究成果之一，它以三江并流区域各兄弟民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

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介绍，让世人知道在美丽的三江并流区域不仅仅

有如画的自然风光还有异彩纷呈的民族音乐文化，这里是滇西北民族音乐的基因

库。《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的出版发行还为，国内国外对三江并流区域

音乐文化有兴趣的民族音乐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也为后续的研究打下

了基础。本文是对《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读后的感悟，结合自己理论积

累而做的评论，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如有评论不对的地方请同仁们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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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1.9 重印 P195 

【2】 张兴荣《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深证 中国唱片深圳公司出版发行 2012.6  

P310 

【3】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1.9 重印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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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兴荣《三江并流区域音乐文化大观》深证 中国唱片深圳公司出版发行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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