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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文化馆推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策略探讨
叶立龙　王泽乾　马文博

（中山市文化馆，广东 中山 528403）

摘要：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具有

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

之重。文化馆作为面向群众的文化艺术机构，要肩负起保护、传

承民间音乐的责任，组织馆员走访民间音乐传承人，搜集民间音

乐作品，建立数字化民间音乐资源库；打造新媒体矩阵，拓宽民

间音乐宣传渠道，推广民间音乐文化；积极推进馆校合作，让民

间音乐走入中小学、高校课堂，培养年轻的民间音乐传承人；组

织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演出活动，普及特色民间音乐文化；成立

民间音乐委员会，促进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融合，让民间音乐文

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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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文化馆作为面向群众的文化艺术机构，是我国最基层的文化

事业职能部门，在联络民间音乐艺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艺术

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流行音乐、网络音乐进一

步繁荣，对民间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很多民间音乐濒临失传，

这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文化馆

要立足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开展民族音乐文化保护

和传承工作，积极成立民间音乐保护组织，组织馆员走访民间音

乐传承人，录制民间音乐演出视频、搜集民间音乐曲谱和书籍等，

建立数字化资源库，利用抖音、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

和推广民间音乐文化，推动民间音乐进校园，进一步促进民间音

乐文化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馆推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

文化馆的工作具有文化性、公益性的特点，其在普及群众音

乐文化方面优势十分明显。文化馆要重视民间音乐文化发展，一

方面要积极走入群众中间，广泛搜集民间音乐文化作品，例如音乐、

舞蹈和戏曲等，让群众音乐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化，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民间音乐文化与群众生活休戚相关，

展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和大自然的赞美，有利于传递社会正能量，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群众文化发展。

（二）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文化馆普及和推广群众音乐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让

民间音乐走入群众生活，让他们了解民间音乐文化，尤其是家乡

音乐文化，从而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让他们主动学习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同时，民间音乐是群

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文化馆

可以把民间音乐和广场舞、流行歌曲等衔接起来，创新民间音乐

文化创作方式，促进群众之间的交流，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三）有利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文化馆常年面向群众开展各项艺术培训活动，例如声乐、器乐、

歌舞、戏曲和曲艺等培训，可以把民间音乐融入艺术培训活动中，

加深群众对民间音乐文化的理解，满足他们个性化艺术学习需求，

从而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发挥出文化馆服务属性。此外，文化

馆推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有利于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把具有地方

特色的戏曲、民歌、舞蹈和器乐等融入群众文艺汇演、比赛活动中，

有利于推广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丰富群众文艺活动内容，提高当

地群众文化活动质量。

（四）有利于促进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

互联网时代下，流行音乐、欧美音乐和网络音乐传播速度更快，

这为民间音乐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文化馆要抓住互联网时代

契机，拓宽民间音乐传播渠道，把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有机融合，

在传承中创新，把民间音乐和不同风格音乐相融合，为民间音乐

文化传承与发展开辟新道路，有利于促进优秀民间音乐文化和流

行音乐的碰撞，让民间音乐焕发生机，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民间

音乐文化，让民间音乐走出“无人传承”的困境。

二、文化馆推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馆校合作机制不健全

目前文化馆与中小学、高校之间的合作比较少，只是被动接

待前来参观的师生，却没有参与到学校音乐教学中，难以把民间

音乐文化融入音乐课程教学中，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和传承民间音

乐的积极性。同时，文化馆虽然成立了民间音乐艺术团，但是却

忽略了组织民间音乐传承人进校园，影响了民间音乐和学校音乐

课程的衔接，无形中限制了民间音乐文化传播渠道，也难以选拔

新的民间音乐传承人。

（二）新媒体宣传内容与渠道比较单一

随着抖音、快手和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很多文化馆都开设

了新媒体账号，但是新媒体客户端关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宣传内容

却比较单一，主要以民间舞蹈、民歌、器乐等演出视频、科普文

章为主，忽略了与群众进行线上互动，难以发挥新媒体平台宣传

优势。此外，文化馆没有把各大新媒体账号衔接起来，各大账号

视频、文字等内容无法共享，再加上对新媒体平台宣传不到位，

关注文化馆的用户非常少，影响了民间音乐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三）民间音乐表演活动单一

文化馆虽然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活动，但是主要以广

场舞、合唱比赛等为主，民间音乐表演活动则是以歌舞、器乐为主，

缺少民歌、戏曲和曲艺等相关表演，难以全方位呈现民间音乐文

化，影响了民间音乐文化在群众的普及。例如部分文化馆虽然开

展了民间音乐表演活动，但是局限于歌舞表演，没有把地方戏曲、

曲艺等民间音乐搬上舞台，影响了群众对家乡音乐的了解，影响

了家乡民间音乐文化的普及和传承。

（四）民间音乐挖掘和保护工作不到位

文化馆民间音乐保护和传承工作方式比较单一，虽然组织了

馆员深入农村调研、走访民间音乐传承人，但是只是简单拍摄民

间音乐人口述视频、表演视频，忽略了挖掘更深层次的民间音乐

发展历史、历代传承人、经典作品等相关知识，对民间音乐文化

的挖掘不够全面，影响了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工作质量。此外，部

分文化馆忽略了把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融合起来，难以激发民间

音乐活力，难以激发青少年、年轻人对民间音乐的喜爱，这也是

困扰民间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新时期文化馆推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策略

（一）全面挖掘和保护民间音乐，建立数字化资源库

文化馆要与时俱进，重视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和发展，转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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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音乐采风、保护和传承工作模式，组织优秀馆员深入当地农村，

走访民间音乐传承人，了解民间舞蹈、民歌、戏曲、曲艺和器乐

等民间音乐发展历史，各个派别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全面搜集

民间音乐相关资料，更好地对家乡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保护。例如

中山市文化馆组织官员走访当地民间音乐人，搜集中山咸水歌、

鹤歌鹤舞和白口莲山歌等特色民间音乐相关资料，并拍摄相关表

演视频，建立民间音乐数字资源库，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

并搜集相关音乐作品曲谱，并把曲谱转化为电子版，避免纸质资

料丢失，更好地保护民间音乐。同时，文化馆还要走访当地民间

音乐表演团队，搜集他们的演出视频、作品资料，并录制民间团

队演出视频，进行剪辑视频，并为视频搭配相关解说和文字资料，

并把这些资料上传到文化馆网站，既可以更好地保存民间音乐文

化资料，又可以便于国内外文艺爱好者了解当地民间音乐文化，

促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

（二）打造新媒体矩阵，拓宽民间音乐文化宣传渠道

文化馆要抓住“互联网 +”时代契机，积极开通抖音、快手、

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构建“新媒体 + 民间音乐文化”宣传矩阵，

在各大新媒体平台设立民间音乐文化专栏，及时更新民间音乐相

关短视频、优秀文章和互动话题，提高新媒体账号活跃度，吸引

更多人关注文化馆新媒体账号。首先，文化馆要和当地融媒体中

心合作，利用当地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推

广各大新媒体账号，把民间歌舞、戏曲、曲艺等演出视频分享到

融媒体平台，更好地推广民间音乐文化，吸引更多用户关注文化

馆新媒体账号，进一步拓宽民间音乐文化传播渠道。中山市文物

馆开通了微博、抖音和快手账号，定期更新咸水歌、鹤歌鹤舞和

白口莲山歌演出、经典作品创作背景、非遗传承人故事等短视频，

通过互联网把中山市民间音乐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让更多人了解

源远流长的民间音乐文化。其次，文化馆可以线上推送民间音乐

演出信息、民间音乐公益培训等信息，并积极和用户进行线上互动，

提高新媒体账号活跃度，让用户主动转发、点赞民间音乐相关短

视频，进一步丰富民间音乐文化传播主体、拓宽传播渠道。中山

市文化馆通过微博、快手账号征集民间音乐爱好者，为他们提供

免费培训，让他们系统性学习咸水歌、鹤歌鹤舞和白口莲山歌，

培养更多民间音乐传承人，促进民间音乐文化发展。

（三）构建馆校合作模式，推进民间音乐进校园

文化馆要积极与中小学、高校合作，把民间音乐和学校音乐

教学衔接起来，让民间音乐进校园，让更多学生了解民间音乐，

加深他们对民间音乐文化，让他们主动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培

养更多优秀民间音乐传承人，让民间音乐走出“无人传承”的困

境。第一，文化馆可以和当地中小学合作，联合学校开设民间音

乐第二课堂、成立民间音乐社团，由馆员和民间音乐传承人负责

第二课堂教学工作，让中小学生学会唱家乡的歌、奏家乡的乐、

跳家乡的舞，推进民间音乐在中小学校内的“活态”传承，从娃

娃抓起推动民间音乐融入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培养潜在的青少

年传承人，从而保障民间音乐的“活态”传承之路越走越顺。第二，

文化馆还要积极和高校合作，定期深入学校开展民间音乐讲座、

成立民间音乐社团，组织民间音乐文化演出活动，让更多学生了

解民间音乐，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例如文化馆可以联合高校组

织民间音乐会，由民间音乐传承人和音乐教师带领学生排练节目，

让学生唱响民歌、排练民间舞蹈，让民间音乐登上校园舞台，吸

引更多学生学习民间音乐、传承民间音乐。

（四）成立民间音乐保护组织，创新音乐发展方式

文化馆要坚持守正创新理念，成立民间音乐保护组织，促进

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创新民间音乐文化发展方式，让民

间音乐焕发出新活力，让更多人了解、传承民间音乐文化。中山

市文化馆成立了咸水歌委员会，邀请咸水歌传承人担任负责人和

培训老师，一方面积极搜集当地代代传承的咸水歌作品，精心制

作歌曲曲谱，并邀请音乐教师参与咸水歌委员会，促进咸水歌传

承人和音乐教师之间的交流，让他们把咸水歌和流行音乐融合起

来，让民间音乐融入流行音乐作品中，提高咸水歌传唱度，让更

多人了解、传唱咸水歌。同时，文化馆还要积极成立民间音乐委

员会，邀请当地民间音乐传承人编写培训资料、组织线上线下演

出活动，并组织民间音乐演出团外出比赛、参加演出，进一步扩

大民间音乐影响力。中山文化馆咸水歌委员会精心录制了咸水歌

数字专辑，并把数字版专辑分享到微信公众号、抖音和快手等平台，

便于用户在手机上聆听咸水歌，从而促进民间音乐健康发展。

（五）组织民间音乐演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文化馆要把民间音乐文化融入文艺演出中，组织民间舞蹈、民

歌、器乐演奏、戏曲和曲艺等演出活动，并把演出信息发布在微博、

抖音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便于群众及时观看民间音乐相关演出，

进一步促进民间音乐文化普及和发展。首先，文化馆可以联合中小

学、高校、民间音乐演出团队开展演出活动，推广民间歌曲、戏曲、

乐器和曲艺等，让青少年、大学生都参与到民间音乐演出中，并组

织他们下乡演出，从而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民间音乐文化

健康发展。其次，文化馆可以组织民间音乐团队外出演出，让他们

积极参与各地非遗文化演出活动，更好地宣传家乡民间音乐文化，

让家乡文化走向全国、世界。中山市文化馆带领咸水歌委员会外出

演出，唱响长短句咸水歌、高棠歌、大缯歌、姑妹歌和叹家姐等，

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咸水歌，促进中山市民

间音乐文化传播。文化馆要积极走出去，把当地民间音乐文化搬上

更大的舞台，促进其和其他民间音乐文化、流行音乐文化的碰撞与

融合，激活民间音乐文化活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之，文化馆要重视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组建

专业化民间音乐文化保护队伍，组织馆员深入农村采风，搜集民

间音乐作品，走访民间音乐传承人，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保

存好珍贵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料，借助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宣传民

间音乐文化、拓宽民间音乐传播渠道。同时，文化馆要建立馆校

合作机制，积极与中小学、高校合作，促进民间音乐文化进校园，

激发学生对民间音乐的热爱，成立民间音乐保护组织，促进民间

音乐和流行音乐融合，创新民间音乐发展方式，让民间音乐文化

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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