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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灵动的民歌传承与传播,从原有的口口相传和少许文本记录的状态,发展到数智化时代的今天,民歌传承的方

法、途径在不断改变。 音频、视频的保存便捷了民歌的传播与传承,文本是民歌记录的重要补充手段。 民歌的时代价值却一

直未变,并有新的拓展,体现为教育与文化传承、历史和时代创造、地域文化创造使命。
关键词:民间文学;口头传统;凉山彝族;数智时代;民歌传承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94-07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Folk
 

Songs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ake

 

Folk
 

Songs
 

of
 

Yi
 

People
 

in
 

Liangshan,
 

Sichuan
 

as
 

an
 

Example

CAI
 

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ferature,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Abstract: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free
 

and
 

flexible
 

folk
 

songs
 

have
 

evolved
 

from
 

the
 

original
 

state
 

of
 

word
 

of
 

mouth
 

and
 

a
 

few
 

text
 

records
 

to
 

today′s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a.
 

The
 

spreading
 

methods
 

and
 

ways
 

of
 

folk
 

songs
 

are
 

con-
stantly

 

changing.
 

The
 

preservation
 

in
 

the
 

form
 

of
 

audios
 

and
 

videos
 

facilitates
 

the
 

spread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songs,
 

and
 

text
 

is
 

a
 

major
 

supplementary
 

means
 

for
 

folk
 

song
 

recording.
 

However,
 

the
 

contemporary
 

value
 

folk
 

songs
 

has
 

stayed
 

intact
 

with
 

influences
 

on
 

new
 

fields
 

of
 

such
 

causes
 

a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istory
 

and
 

era
 

cre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on.
Keywords:folk

 

literature;
 

oral
 

tradition;
 

Liangshan
 

Yi
 

people;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folk
 

songs

　 　 民歌的传承一直以来口口相传,在没有文字和

网络的时代,民歌沟通着人们的心灵,唱出了人们

的心声。 民歌唱出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是历

史发展的样子,是你侬我侬的情意。 不同的地域不

同的文化,可能传唱着同样的内容或句式。 民歌既

是艺术又是历史,数智时代民歌该如何发展,民歌

的地位该如何界定,又该如何传承与传播,在当代

将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值得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文学的魅力何在? 民歌又有怎样的价值?
传统民歌在现代社会如何传承与发展,如何继续发

挥其作用? 需要不断思考。 “少数民族民歌的发

展,促进了诗歌和音乐的发展” [1]6。 中国民歌以少

数民族民歌最为丰富多彩,民歌的发展关乎历史文

化也与诗歌、音乐的发展息息相关。 “歌手关于操

作其 叙 事 传 统 中 的 陈 词 套 语, 从 而 完 成 其 表

演” [2]23-24。 民歌亦是如此,在一些民歌中也发展出

自己的程式,特定的曲调、节奏和用词用语。 民歌

在表达结构上,不论是文本还是口头,都有结构性

和层次感。 民歌也是口头诗学的表达,人生智慧的

凝练。 在民歌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需求和喜好,民歌也会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如
近代以来的民歌,关乎社会发展、历史、政治等等。
“一部口头诗歌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

来创作的” [3]17。 在民歌的创作中,很多民歌产生之

时都是即兴发挥的,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传统

的民歌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已然成为一个问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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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对于传统民歌的接纳度降低。 当然,年轻一代

也在积极融入自己的思考,吸收现代流行音乐的曲

调,歌词中融入网络语言。
信息化时代不仅让交流更便捷,同时也体会不

一样的文化感受。 “为了突出与以人类智慧为核心

的时代对比,从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通过人工智

能与互联网结合产生巨大影响来考虑,笔者认为叫

‘数智时代’更好” [4] 。 或许可以更加简短和精确地

理解为数字化智能时代,所以简称为“数智时代”。
数智时代的文学、文化该如何发展,如何利用便捷

的数字网络手段适应当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也需要

不断思考。 朝着数智时代深入发展不是为了逃离

传统,而是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 民歌在这个时

代如何前行,未来将如何发展,又有怎样的时代

使命?
现代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传统

民歌的传承。 但是,民歌在当代还应继续发挥其价

值,民歌作为口头性的文学形式,不仅蕴含文学魅

力,还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 “口头性是

我们与生俱来的,口承方式也统摄着日常生活中的

思想交流” [5] 。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素材和表

达,彝族民歌在当下也会根据时代语境进行创作和

传唱。 民歌的传唱就如史诗一般,一代代地传承影

响下去,“史诗演述人的代代传承,形成了一个家支

的叙事文学传统” [6] 。 受到整体的民族文化背景影

响,文化血脉传承显现出民族性,但从小的视角来

看,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环境直接影响其文化认同和

思想认识。 如若家中有人擅长民歌则会影响到家

人,不论影响大小,都会形成一定的文化印象或记

忆。 对于民歌的研究又该如何进行呢? “民歌是原

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

艺的,一是历史的” [7] 。 在民歌传唱的过程中,考验

的是一位歌手的阅历、思想以及语言能力,这是文

艺的体现。 抛开个体来说,民歌承载的是民族文化

记忆,是历史的体现,不论是过去的民歌还是现在

乃至将来的民歌,都是以一定社会现实作为背景

的。 在全球文化浪潮中更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

民族性,新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播要强调三种存在:
“原汁原味的历史文本存在,依托新技术进行复制

和可再现文本存在以及不同年代的表演者与创作

者的创新文本存在” [8] 。 全球化背景下,每个民族

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全球化浪潮,民歌也受到了影

响,不论是题材还是语言或节奏,还有传播途径和

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会影响到民歌和民族文化的发

展。 “当代彝族母语文学不能只是在原有的口头传

统时代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背景、文化层次上去进行

自在写作”。 而是要面对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

血”的现实[9] 。 传承口头传统和自然生态文化,同
时也要吸收现代文化的养分,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母语文学的书写不只是文字的书写,还有

口头的“书写”,不论是何种形式何种途径,都需要

基于“文化混血”面对“文学混血”才能让民族文学

的发展更好。
综上所述,口头传统在当代乃至今后仍是人类

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先民社会通过语言教授经验,传承历史,让人

类更好地繁衍生息。 可以说,在文字未产生之前或

无文字的社会,口传文化极为重要,通过语言传承

文化,传播思想。 民歌更多的是通过耳濡目染传承

传唱,数字化时代口头传统的传播途径日新月异,
面对这样的情况,口头传统如何传承下去,民歌如

何传承下去,将发挥什么样的价值,需要我们去探

究。 凉山彝族民歌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兴衰发展,民
歌承载的是民族记忆,记忆中的生产生活场景在民

歌中体现出来。 在数智化时代,凉山彝族民歌或民

歌如何面对其他文化的冲击,如现代歌曲的影响、
西方话剧的影响。 如何传承传播,如何发挥时代价

值,体现时代使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身

的独特性。 答案是肯定的,口头传统具有极强的生

命力,民歌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也将传承先民智慧

传唱时代进程,将民族发展唱在民歌里,将人们生

产生活的场景记录在民歌之中。 同时,传唱的方式

和传播的途径也在不断变化,多媒体平台让民歌的

传播途径不断增多,形式也在改变,民歌在新的时

代正以自己的姿态走向未来。

二、凉山彝族民歌的时代使命

民歌作为口头传统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及文化

传播交流越来越便捷,音频、视频的传播和保存,文
本的记录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如吉则利布、克惹

丹夫、阿牛木支整理译注的《彝族传世民歌》,分为

古歌、婚礼歌、情歌、节庆歌、叙事歌、儿歌、苦歌、丧
歌及其他,共九类。 对凉山彝族民歌的文学研究,
以及社会语境下的保护传承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

学术挖掘空间。 当下对于四川彝族民歌的研究情

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凉山彝族的传世民歌

数量很多,内容丰富,语言生动,辞藻华丽,结构严

谨,篇幅宏大,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极强的艺术

感染力” [10]1。 凉山彝族民歌种类丰富,不但重视对

历史渊源、自然环境、劳作生活等的描述,也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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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时的以声动人,以情感人,还注重无拘无束有感

而发与不同技巧的添加[11] 。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民歌也有内部的分区,依据凉山彝族的地方语言特

点,将其民歌分为阿都所地语、圣乍语和义诺语三

大色彩区域[12] 。 凉山彝族民歌具有无合唱、无器乐

伴奏,音调以高音为主,乐段结构简单,前短后长切

分节奏等特殊的形态特征。 这在凉山彝族的民歌

中,乃至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的民歌中都有体现,
因为民歌很多时候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情景再

现[13] 。 凉山彝族民歌实现了音乐和文学的有机结

合,在题材内容、节奏旋律、乐曲结构及伴奏乐曲等

多个方面展现了独有的艺术魅力[14] 。 现代社会的

发展,对民歌的影响,民歌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存

活”亟待思考。 凉山彝族民歌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可

期,大致可以分为“点” “线” “面” 三个层面的战略

规划进行,推出“明星式”彝族歌手获取“流量”,重
视新时代的彝族基层教学、搜集、整理、翻译和学术

研究,以及利用现代传播形态体现彝族民歌的美学

价值和社会价值[15] 。 以下将结合《彝族传世民歌》
相关民歌进行分析,主要是民歌的内容和思想的分

析,不对民歌的具体艺术形式进行深究。 通过分析

对凉山彝族民歌的时代使命从教育与文化传承使

命、历史和时代创造使命、地域文化创造使命三个

方面进行探究。
1. 教育与文化传承使命。 传统文化是先民智慧

的结晶,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积淀传承至

今,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后辈儿孙的

教育。 不论是一场仪式或是一次民族节日,都无不

包含着方方面面的民族文化,在这些仪式和节日活

动中,新生一代接触、了解、熟知民族文化,最终融

入民族文化血脉之中。 在每个族群内部,都有自己

一套系统的教育体系,通过口传心授将先辈传承下

来的族群文化事项教给自己的后代,希望他们能够

在族群事务中肩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语言文化

环境对儿童的民族文化可能具有重要影响[16] 。 过

去,很多民族是在冬天或者新年时段将自己所了解

的文化讲给年轻一代听,将自己掌握和熟知的民族

文化教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传承下去,不致文化

在这一代人中断裂。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在利

用一些工具进行录音录像以便自己闲暇之时学习,
而不是当时没学会或者不懂的就要等到下一年或

下一次才能进行。 民歌也是一样,民歌不仅传唱着

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故事,也是对后辈的教育,
通过民歌的形式将仪式、婚丧、劳作唱出来,通俗易

懂也便于记忆。 同时,也将属于上一代人的辛酸、

喜悦唱出来。 民歌是对当时社会生活最本真的描

述,凉山彝族民歌具有实用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

能[17] 。 实用体现在对一些民族文化事项的记录,教
化则是通过一些故事启示后辈,娱乐功能则在民歌

中体现得更加突出,情歌、酒歌以及一些相互调侃

的对歌,都是为了娱乐。 在一些民歌中也会对民族

习惯法进行编唱,凉山彝族习惯法起着“社会调整

器”的作用,是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力量[18] 。 在一

些民歌中通过故事或者直接叙述,有什么该做的,
有什么不能做的,做错事要如何惩罚等,这也是类

似民族习惯法在民歌中的传唱,也是民歌教育作用

价值的体现。 人们通过民歌这样通俗易懂的民族

文化事项进行记录事实、教化后辈、娱乐放松。
2. 历史和时代创造使命。 传承历史文化,传唱

民族文化精粹。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总结出文

化,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表达,也会有不一样

的历史和时代使命。 “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事件、每
一项活动都能够被想象出来,相反,也能够依据对

一种现实的想象而赋予其一种意图。 这样一种表

征就是一种表象或意图(image / intention),但是其结

果在表征中是预定的。 其他的表象和意图都从它

而来,并集中在它上面” [19]18。 民歌文化传承的是民

俗文化,传唱的是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个人心情

感受的记述,通过传统民歌告诉我们过去是怎样

的,同时也是通过民歌将当下的点滴记录在其中,
告诉后人现在是什么样的。 文化就是承袭前人,立
足当下,展望未来。 “口头告诉我们‘如何’,而传统

告诉我们‘什么’,而且,还会告诉我们‘何种类的’
和‘何种力量的’” [3]321。 口头文化没有那么多规则

和限制,更多地顺心顺性。 文字的话语更加浮于表

面,而口头话语则没有那么好理解和把握,也给人

们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空间。 “话语是一个矛盾到另

一个矛盾的过程:如果说它产生了我们看到的那些

矛盾,这是因为它屈从于那个被它隐藏起来的矛

盾” [20]195。 就如民歌中记录人们的辛酸和苦楚,如
“吉迟约尕(一)”:

“吉迟约尕呀约尕,三岁死了母……丧母心寒

冷,亡父心颤抖。 无衣来御寒,无粮来充饥,麻布当

衣穿……” [10]275

这是流传于越西县的一首描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凉山彝族地区买卖奴隶和械斗事情的

民歌,因为如此也使很多孩子成为孤儿。 失去父母

的孩子,从小处在悲伤痛苦之中,为了生计便要做

一些脏活、累活,过着居无定所、无依无靠的生活。
用简短的话语,将孤儿的背景交代清楚,将辛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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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生活描绘出来,让唱者伤心、听者落泪、读者啜

泣,这也正是民歌的魅力所在。 不同时代会有不同

诉求,民歌也有时代历史和创造使命,不仅仅是娱

乐,还有对人们生活的记录,对社会发展的记录,不
仅要传承历史更要传唱当下。 又如儿歌“爱祖国”:
“小蜜蜂爱花朵,小鱼儿爱江河,小鸟儿爱蓝天,小
朋友爱祖国” [10]206。 儿歌的结构体系简单,用词用

语简单,这样便于吟唱和记忆,情感的表达也直截

了当,也符合儿童的心理和认知。
3. 地域文明创造使命,特定文化来自特定的地

理环境,同时也肩负着地域文明的创造使命。 史诗

演述的是人的代代传承, 形成价值叙事文学传

统[6] 。 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会有相

应的文化事项或文化需求产生。 民歌亦是如此,民
歌萌生于人们在田间地头,或其他劳作时,人们为

了娱乐、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 但是,民歌的产

生和发展,不断地扩展和丰富,甚至成了一部活的

历史书,记载历史传唱民族文化。 婚礼歌“唱出嫁

服”结合当地生活环境的动物、植物进行拟人化叙

述,最终叙述到人的生活,唱到“人类居住地,姑娘

出嫁时,嫁服扮姑娘,婚礼服由此来,我们照此来

唱。”将人的出嫁服的源头溯源为自然界中的动植

物,这也是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回归自然的表达。
“说说出嫁服,云杉世界里,杉叶落下地,黄腰

狸捡来做聘金。 长杉树的地方,树叶降下来,虎豹

用它作聘金。 竹林大山上,竹叶落下来,锦鸡捡来

做聘金。 蕨芨山坡上,坡上落蕨叶,雉鸡认它作聘

金。 丛林杂草中,雉鸡落下蛋,鸡蛋作聘金。 长草

的沟坝,草叶一片片,牛羊认它作聘金。 安宁河坝

地,天上降下雾,鹅鸭捧水作聘金。 有鸡的地方,庄

稼落下粒,粮粒是鸡的聘金。 人类居住地,姑娘出

嫁时, 嫁 服 扮 姑 娘, 婚 礼 服 由 此 来, 我 们 照 此

来唱。” [10]33

这是流传于凉山州各地婚嫁歌的一种,叙述着

出嫁服,从自然界中由来进行对比,生动形象且接

地气。 “故事自然是产生于生活。 但要说到神奇故

事,那么它对日常生活的反映是十分薄弱的。 所有

来自现实的东西,都带有派生的性质。 为了解答故

事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应该吸取往昔时代广泛的

文化材料进行比较” [21]155。 在小说叙事中是这样,
在戏剧的编排中是这样,在民歌的编唱中亦是如

此,很多民歌通过故事的编唱表达情感,人们也会

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编唱,其内容可谓天马行空却

又合情合理。
凉山彝族的情歌“害得我丢了摘豆的竹篮蓝”

是一首流传于盐源县的情歌,将女子和男子的相遇

描绘得诗情画意且简单,将男女之情融于生产生活

中,通过桃子的酸甜比之爱情,形象且具体。
“清早摘豆过山湾,湾边桃子黄闪闪,放羊的表

哥打下它,扑通扑通落下一大堆。 阿妹悄悄捡颗放

嘴里,啊咳! 酸不溜溜甜,酸不溜溜甜呦甜不溜溜

酸,害得我丢了摘豆的竹篮子。 羊儿叫咩咩,阿哥

走前边,我在心里盘算,酸不溜溜甜呦甜不溜溜酸,
阿妹的心儿乱了呦都搅了个乱。” [10]73

这首歌的用词用语简单,都是一些生活中常用

的词语“黄闪闪” “酸不溜溜甜” “甜不溜溜酸”等一

些简单的方言词语。 民歌中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
有节奏和旋律的转变,特别是在民歌的对唱之中,
或者是单独唱的时候,有时会因为演唱者的不同也

有不一样的调子和节奏。 “节奏和旋律的转变,有
时候是为了强调戏剧性” [3]51。 通过用词用语和节

奏的变化,让民歌的传唱更加富于感情化。 “书面

诗人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度悠闲地去写作。 而

口头诗人需要一直不停地唱下去,他的创作就其本

质来说必须是很快的,具体到每一个歌手的创作速

度可以有些差异,但是这是有限定的,因为观众等

着要听故事” [3]29。 民歌的对唱亦是如此,对歌需要

极其敏锐的反应和思考,想出好的词语回应对方的

上一句歌,可以说民歌歌手的反映和速度不亚于一

名最佳辩手。 民歌中恰当的用词用语和扣人心弦

的情节变化,让民歌更富可听可赏性,民歌的美和

艺术也不亚于传统的诗词歌赋。
发展到今天,民歌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年轻一代对于民歌的认同度在下降,数智时代

的年轻人接受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冲击,他们接触

到很多新鲜的事物,对于民歌这样的传统文化认同

度似乎不再那么高。 民歌的传承和发展亦是一个

需要思考的问题。 “史诗歌在城市中消失,并非因

为有的社区环境不适合于这种演唱环境,而是因为

学校最先在那里建立,书写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中深深扎了根” [3]27。 洛德的思考指出了问题所在,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为书写也是对口头文化的一

种必要补充,并不是因为学校的建立,书写的扎根

才让史诗歌在城市中消失。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局限于某个原因,应该是综合的反映,更重要的

是数智时代的信息冲击和外来文化的接触,影响着

这一代人的思考和认识,也间接地影响着后辈子孙

的文化认识。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更加需要

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将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促进地域文明的创造发展,唯此才能有多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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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文化。 伴随着年轻一代走

出大山,他们有了不一样的人生阅历,是民族文化

的代言人,民歌是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内心的文

化呐喊。 通过民歌,向世界介绍凉山独特的民族

地域风情,将民族文化以诗歌的形式传播出去,让
世界都能听到这个来自中国内陆民族的声音。 同

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思考和方式将民歌传承、传
播下去,从凉山走出来的音乐人正在做着这样的

努力。

三、民歌的口头传承、传播与文本

1. 民歌的口头传承。 民歌传唱靠的是口口相传

和耳濡目染,民歌通过口头传承,传统民歌主要是

在民间社会传承,在人们心中或在歌手心中,也就

是他们口中的“山歌”。 民歌亦是人们进行情感交

流和信息沟通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在信息沟通不是

那么发达的社会,民歌对唱是人们聚会交流的娱乐

方式,是青年男女交流感情的方式,很多人都是通

过山歌对唱彼此了解,尔后喜结良缘。 当然,民歌

也分为很多种,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

民族有不同的民歌形式。 贵州苗族地区有古歌、飞
歌、情歌、酒歌,凉山彝族婚礼歌、情歌、节庆歌、叙
事歌、酒歌等等,贵州水族等也是有类似的歌曲分

类,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民歌文化非常繁盛,每到

节庆日更是盛况连连。 云贵川彝族地区的火把节,
贵州黔中、黔南、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三月三、四月

八,一些地方都会有民歌对唱的盛况。 在很多地

方,都会有一块被大家认可的聚集地,到节庆时大

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前往,在树林之中,在空地之上,
进行情歌对唱或其他歌类的交流。 田野调查发现,
在节庆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节

日都会聚集到一起,不局限于某个少数民族的节

日。 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卸下往日的重担,有的为

了图个热闹,有的则是为了对歌前行,不同的想法

和思考,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前往那个约定

俗成的地方赴盛会。 民歌传唱也保持着先民传唱

下来的腔调、发音、旋律和格式体例,但是也有新的

元素加入和思考。 鲍曼在对英文的套语进行叙述

时补道, “ 就其作用而言, 这些套语是特殊文类

(genres)的标志,只要这些文类在某一社区中属于

惯常被表演的范畴,上述套语就可能成为标志表演

的手段” [22]24。 所以,在民歌中一些重复的句式和用

词,形成一定的格式框架便于记忆,如填词一般有

体例也利于发挥。 可见,虽然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

式的改变,让我们对民歌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在

田间地头进行民歌对唱的少了,在劳作之后的民歌

交流逐渐消失了,但是人们心中那份关于民歌的记

忆仍在。 人们在劳作之时为了生计奔波,但到了节

日之时,他们还是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将文化

记忆延续。
上述聚集的形式是当下民歌传唱的一种形式,

这是脱胎于传统社会在田间地头劳作时民歌对唱

的形式,也是延续在夜幕来临之时娱乐的一种形

式。 当下,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对唱则是数智时代的

一种体现,不论是在 QQ 群、微信群还是通过抖音、
快手等途径将自己的“民歌表演”传播和交流。 兴

趣使然,让他们聚集到一起,最开始就是同村或者

认识的几个人建一个 QQ 群或者微信群,在群里对

歌。 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着,其他人则是播放他

们发在群里的语音来听在唱什么。 两个人对唱的

时候,其他人也不会打扰,有时候也会有人在群里

烘托气氛,为的是他们更好地进行。 在群里起哄的

人大多都是两边都认识或者就认识一方,也是为了

看“笑话”,当然这里所说的笑话并不是字面上的笑

话,而是为了让气氛活跃起来,山歌对唱继续下去。
平常没有人在群里唱山歌的时候,群就成为大家交

流的工具,在里面聊一下自己最近在干什么,问问

朋友或亲戚的近况。 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群

存在,群名称很多都是以“山歌群”命名或者冠以地

名后缀山歌群。 通过在现场的表演,或网络的表

演,都在发挥着交际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表演是语言使用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言说( speak-
ing)的方式” [22]12-13。 传唱祖先留下的民歌,传承先

祖历史文化,唱出的是地域特色魅力。 结合自己生

活编唱的歌曲,则是将自己生活所见所闻所想汇入

歌中唱出来,情歌对唱亦是如此,唱出自己的心情,
唱出自己的感情。

2. 民歌的传播与文本。 网络传播促进了民歌文

化或说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人们将自己或他

人民歌对唱、民歌表演的视频,通过社交平台发到

网上,这也是当下民歌传播的一个方式。 不同地

域、文化背景的人都会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

歌,这种形式也在改变着以往族群文化或者不同群

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形式,这种形式更加纯粹简单,
但也有难以甄别的问题存在。 文化传播的途径和

方式改变,也在影响着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田野

调查的形式也在多种多样地进行,或许这也是数智

时代给我们的影响。 传播路径在改变,也影响着传

承方式的改变。 “记忆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它把

那些人们视为固定的东西和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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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并加以重复” [3]49。 和别人的每次对唱,或者

自己所编唱的民歌或祖辈传下的民歌记忆,都会对

自己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某一时刻的表演中一定会

展现出来。 当下很多传统文化,都在改变着传授的

方式方法,有很多过去不能在家里或者在某个时间

段或某些场合进行的,现在都在改变,有的是因为

商业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人们在家聚集的时间问

题,有的则是因为观念的改变,人们也在改变着自

身的思想意识和对文化的认识。
民歌的传承传唱从过去的小范围、几个人、几

首歌,逐渐演变为多渠道、跨文化、跨地域、多题材。
传播途径的变化,对文化理解的变化影响着这一代

人乃至今后几代人对文化的传承。 就民歌的发展

来说,数字化时代是有利的和便捷的,打破过往单

一的形式和题材,还有不同的文化影响。 人们传承

祖先智慧生存在当下,将生产生活的场景记录在歌

中,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婚姻歌、情歌、节庆歌、叙事

歌、酒歌,多元文化影响亦会有多元文化吸收,最终

体现在自己的文化中,传唱在民歌中。 这也正是口

头传播的魅力所在,传承先辈的民歌文化,在不变

之中增添新的元素。 “口述文化允许变异,允许事

件的复杂和多样性,允许整体上的扩充” [3]320。 这或

是口头文化最迷人之处,民歌作为通俗文化为大众

接受和欢迎,来于民间也体现民间最终回归民间,
记述的是社会的变动,表达的是人们的情感。 但

是,变动的东西难以抓住主线,对于文化的传播和

传承也会造成影响。 通过音频、视频进行保存传播

对于民歌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与此同时文本的记

录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不论口承的表达方式和

认知方式有怎样的局限性———有节奏的、叙述性

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这些要素对我们抽象的书

写意识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5] 。 反过来思考

文本对于口传文化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文本的记

录和记载便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二者之间并不矛

盾,互相辅助才是正确的。
进行音频、视频传播和文本记录的同时,也要

保存民歌现场对唱的在场体验,网络在场感受相比

现场的文化冲击是不足的。 网上传唱的形式虽然

很方便也利于交流,但是失去了现场对唱的体验感

受。 “书面文学追求创新性与个性表达,但这些机

会对于口头诗人而言是极其稀少的。 口头吟唱者

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将个体天赋发挥到极致,或许

也可以说,在因循个体天赋的基础上将传统形式发

挥到极致” [23]23。 口头吟唱者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通过网络传播的形式。 民歌在这个时代仍将

发挥着自身的文化价值,既是艺术也是历史。 “无

论口头的抑或书面诗歌,都拥有其权威性,都是一

种艺术的表达” [3]9。 将个人的感情唱在民歌里面,
将时代的变化记录在民歌之中,虽然没有进行文字

的传唱,但是有音频、视频的留存,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汁原味的民歌现场。 多媒体也影响着后人对当

代民歌和传统民歌的认识,在这个时间点上将改变

一些文化形式和文化认识。 外出务工、在家创业、
坚守农耕,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环境,对于民歌这

样通俗的文化是共享的,但在歌声里唱出的是不一

样的环境和思考,在编唱的民歌中都有不一样的词

和事物出现,这是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的社会经历影

响所致。
不受约束、没有限制、自由发挥的民歌是民间

文化的精髓。 “从构筑诗行的角度来看,记录并未

给歌手带来大的便利之处,但从歌的创编来说,口
述记录可能对产生最好的、最长的歌有重要的意

义。 因为它给歌手的表演时间是无限制的” [3]185。
文本记录是对民歌必要的补充,但自由无限制才是

民歌文化的精髓和魅力所在。 所以,人们才大胆地

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汇于民歌之中,将民族发展历史

传唱在民歌中,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记忆中;将生

产生活的场景记录在民歌中,为后世儿孙呈现历

史;将对生活的不满、社会的不公明喻暗讽在民歌

中,唱出自己的不满情绪;将婚俗礼仪唱在民歌中,
教育着子孙后人。 记忆本质上是一个外部过程,表
达在社会中,而不是个人中[24] 。 民歌亦是如此,不
论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还是历史记忆的记录,民歌虽

是个体的行为,但最终形成的是集体经验,是一种

社会性活动。 民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民歌内容包

罗万象,纯文学也是从民间、民歌中发源。 步入数

字化时代,面对多媒体冲击和全球文化浪潮,民歌

则是推陈出新,不仅是内容方面的变化,更是传播

途径和文化交流形式的改变。 数智时代民歌的生

存与发展,也将沿袭先辈传统、格调、旋律传唱今朝

后世,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将自己展现出去,也与其

他文化进行交流,文本记录也是民歌传唱发展的必

要补充。

四、结语

民歌的发展促进了诗歌和音乐的发展,也影响

了戏剧的发展,民歌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数智时代的民歌传承与传播,将沿着先辈

传统继续前行,同时也会结合时代背景和现代技术

手段进行传唱与传承。 民歌是民族文化中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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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环,民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文化所得。 民歌

记录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对社会发展的记

述,以及人们的心情感受和人生思考等。 民歌是艺

术的表达,包含多种民俗文化,影响着其他文化,民歌

也是历史,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和感情表达,
对社会发展的记录,对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的描述,
对民俗文化的记录。

将民族文化和民族记忆编在歌中进行传唱,在
传唱的过程中民歌是娱乐的工具和方式,也承载着

民族文化,同时将劳动人民的所思所想和酸甜苦辣

唱在其中。 民歌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一直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民歌传播

的途径越来越广。 年轻一代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

冲击,他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和理解不同于上一辈

人,这一代人虽然也有人喜欢并传唱着传统民歌,

但是认同感则不及老一辈人。 民歌在岁月的长河

中会褪去自身的光彩或者消失吗,这难以断言。 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歌的传播与传承问题亟待解

决,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传播,同时也在保存和传

承着民歌文化。 民歌也在顺应社会的发展,不断吸

收新的元素丰富自身,也在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和价值。 相信这个时代,会有应运而生的新型民

歌。 数智时代的民歌传播速度快,交流便捷,民歌

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新的变化,多渠道、跨文化、跨地

域和多题材正在成为民歌发展的特点。 顺应数智

时代的发展,同时也要保持自身田野文化的本源。
民歌仍将承担着历史文化使命,民歌在这个时代仍

将记录着历史文化和人们的生产生活,肩负教育与

文化传承使命、历史和时代创造使命、地域文明创

造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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