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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聚力、奋发前行，

迈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修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民族

文化自强。要积极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

一、清晰认识三者的纵横关系　有效突破研究方向

与路径

“互联网、羌族音乐、音乐产业化”本是三个独立的

个体，而在当今音乐文化的推广传播中，三者须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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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机的统一整体。首先羌族音乐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主

体；音乐产业化狭义的讲就是音乐传播与推广过程中的

产业链条，广义的看音乐产业链条会渗透在其他相关行

业之中，促使其文化聚焦和传承，并产生更多的经济效

益；互联网而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当今音乐传播的新

媒介。主体在有效的链条中通过某一种媒介进行传播和推

广，达到主体被认知并与其他关联行业邻域产生相应的效

益，收获更多的价值，使整体实现闭环式发展。有了这种

较为清晰的三者逻辑关系以后，我们再来剖析每一个个体

的深层次内容，并找到更多更有效的衔接卡口，使其达成

最大化的融合，才能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二、羌族音乐在传统音乐产业链条中的摔打与磨砺

我们都知道民族音乐一定存在于民族的文化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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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与风俗一同发展。至古羌族就

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从殷商时期羌

族的许多文化历史、风俗习惯融入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之

中，惯以口传心授、生活形态、建筑特点、图腾崇拜、

婚丧嫁娶、民俗节庆等各种方式，活态化的存在于羌民

族的生产生活之中。这种活态化的留存方式即是一种原

始传承，也容易在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中发生改变，

甚至部分消失，羌族的音乐更是如此。羌族音乐民族特

色浓郁，以民族商调式、徵调式为旋律特点，在《中国

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概论》等文献资料记载中，描

述了羌族音乐旋律多以凄婉高亢为主。但现在我们的许

多学者认为这种定义只是概述且比较片面。羌族音乐存

在于羌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山劳作要唱高亢的山

歌；端起砸酒要唱热情的酒歌；围起火塘跳起萨朗，要

唱欢快的萨朗歌；婚丧嫁娶要唱喜庆的迎亲歌，唱凄婉

的送葬歌；民俗节庆要唱虔诚的祭祀歌。可见，羌族音

乐承载着羌民族的多种社会功能，其音乐的情感表达早

已超出了简单的“高亢凄婉”的单一认知，它是丰富的、

更是民族的、也是有生活温度的音乐。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以前，

羌族音乐最初试水于产业化的过程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完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首先，在全国音乐文化市

场有大众熟知的羌族歌手，他们演绎羌族音乐，推动羌

族文化。如 2006 年在第十一届 CCVT 青年歌手大赛中，

来自阿坝的羌族比曼组合获得原生态组铜奖。2005 年的

第一代网红人，天仙妹妹（尔玛依娜）推出了《尔玛吉

玛》《温暖如绵》《咂酒歌》等单曲。云朵作为实力派羌

族歌手一直活跃在央视频道等全国各大舞台。其次，在

羌区有一直从事羌族音乐挖掘传承发展的单位、团体和

个人。如在阿坝地区有各县的文化馆和艺术团，一代又

一代的基层文艺文化工作者都在羌族的沃土中发光发热。

还有以阿坝师范学院为代表的羌区各大中小学校，也一

直做着羌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教育研究创新。还有羌区流

行的《花儿纳吉》《云朵上的纳啧啧》《太阳里走来的羊

角花》《清凉凉的砸酒》等音乐作品也都家喻户晓。我们

还出版发行过《羌族萨朗》《羌族音乐文化》《中国羌族

民歌研究》等关于羌族音乐文化的各类书籍资料。还有

太多的成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扎根羌族文化沃土　传承创新有温度的羌族音

乐作品

在互联网迅速冲击的音乐市场新格局中，既要适应

快餐化的文化市场，更要做有质量的文艺作品，在羌族

音乐的创作研究中，我们就必须扎根羌族文化沃土，深

探羌族音乐特色，多元多视角融入，以守正创新的思想

做好羌族音乐的挖掘与创新，使其在新兴产业链条中实

现社会曝光度，具备市场竞争力。

音乐市场的源头首先是音乐本体。那么羌族音乐应

该怎样发展，才能在快餐化的文化流量中具有吸引力。

从形势上来说，首先是原生态羌族音乐，这是民族音乐

文化的根，是羌族原汁原味的音乐本体。它在生活中承

载着羌族的文化历史，在舞台上也能传递远古的声音并

惊艳所有观众，就像 2006 年青歌赛洗耳全国的羌族毕曼

组合，演唱的羌族原生态多声部《酒歌 . 出征》，至今绕

梁不绝。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音乐文化，迫切的需要传承

与推广。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这种文

化的保存是面临危机的。近几年许多田野研究的学者也

收集了大量原生态羌族音乐，但后续的整理工作，特别

是提炼推广工作还远远不足。这是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我们还需要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的的原创羌族

音乐，在羌族地区的音乐市场中源源不断的推出呈现。

那么在做好本色羌族音乐的同时，羌族音乐也可以是多

元化的，可以与流行音乐或其他音乐形势相结合，这是

音乐发展和时代变化的必然产物。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

活，并高于生活。要做高质量有温度的羌族音乐，就必

须以音乐语言的视角在羌族地区捕捉百姓生活元素，提

炼百姓冷暖感受。音乐主题有了根基，作品内容有了温

度，作品呈现就一定会有听众的共鸣。原创羌族音乐还

需要源源不断的数量。在此提到的数量更多的是指我们

能够持之以恒，以热爱追求的心态的来做羌族音乐的挖

掘传承与创新。无论过程多艰难，我们都会乐在其中。

四、扎根羌区沃土　筑牢新时代羌族音乐产业化的

新发展

羌族音乐产业化是以羌族音乐为主体，创作打造优

秀的羌族音乐作品，在音乐的市场模式中，做好羌族音

乐文化的挖掘与推广，同时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产业化中的羌族音乐是以羌族地区的其他产业为基础，

融入羌族音乐文化，推动其产业的文化建设，打造产业

的品牌效益，筑牢社会影响力，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二者的目标不同，前者为推广音乐，

后者为宣传企业产业文化，但主体艺术形势相同，都有

着对羌族音乐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

首先需要清楚音乐产业化的架构，才能良好的构建

羌族音乐产业化的模式，更好的实现其产业效益和社会

效益。在还没有大众使用网络的时代，传统的音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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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包括音乐创作制作产业、版权管理产业、发行销售

产业、经纪演出产业四个模块。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

网成为了当前音乐产业发展的主要媒介，音乐产业正处

于一个由网络赋权的变革时代，音乐创作者、音乐公司、

广大用户以及投资资本都在转向网络生产、网络消费、

网络授权和网络经营，音乐的网络化传播已是最便捷最

有效模式。新形势下，羌族音乐产业就要抓住“互联网

+”和大数据的发展契机，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音乐产

业深度融合，实现音乐产业技术进步和业态升级。

笔者认为要做好新网络时代的音乐产业链条要注意

三个方面。首先是音乐本体创作环节。主要指羌族音乐

的创作制作环节，创作根基要扎实，制作效果要精良，

包括作品的立意和选材、词曲的创作与特色、制作的思

路与手法、演唱的情感与专业等各环节内容，这些都是

音乐本体的根基，需要环环相扣做精做细。第二是新网

络视频的应用，提升作品的高质量曝光度。传统的音乐

作品产出后是同步拍摄音乐视频 MV。而目前在有音乐

MV 的同时，更多的是网络短视频的推送。短视频既要有

自媒体大众的参与度与娱乐性，也需要有专业的短视频

制作团队或有创意的制作达人。我们需要专业达人潜心

在羌族地区拍摄收集一手的素材元素，做到视频与音乐

的表达同步、立意吻合有创意，使作品的质量画面品质

高，具有能吸引观赏的综合要素。第三，各种线下演出

平台的搭建和参与，也是羌族音乐产业链条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国家大力投入了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羌区地

方政府也积极宣传当地民族文化，羌民族的精神文明建

设氛围浓郁。我们积极举办了“净土阿坝”群众文艺新

创作品大赛、熊猫 O2 生态音乐季、甜樱桃采摘节、大禹

文化旅游节、瓦尔俄足节、羌厉年等各种节庆活动。我

们的羌族音乐作品充分在这些平台中展示，即实现各种

活动的有利开展，也实现了羌族音乐产业链条的闭环性

推广。

五、以羌族地区多元发展为基石　持续推进“互联

网+”的新时代羌族音乐产业发展链条新模式

在新时代“互联网 +”与音乐的融合已经是全方位

多产业的整体模式，在产业链条中我们要将音乐为主体

地位的固有模式，拓展到音乐是其他产业的必要元素的

新思维中，让音乐存在的空间更大，产生的作用更广，

实现的效率更多。我们已参与到政府大力的政策支持中、

行业企业敏锐的推动意识中、个体达人爆棚的网络流量

中，让音乐在各种层面中实现与其他链条共融互利的新

型模式。

国家积极引领民族文化建设，地方政府有效支持文

化投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直以特色旅游为亮点，

以当地产业为链条，以民族文化为内涵，围绕民生幸福

经济建设开展各项工作。2022 年 7 月在阿坝州政府的统

一部署下，全州十三个县均在全网推出了“文旅局长说

文旅”的当地旅游宣传短片。各县文旅局长担任短片的

宣传大使，短片以精心的构思、精美的拍摄、精良的制

作，当然融入了当地的民族歌舞元素，全面展现了各县

的地域特色、人文历史、特色旅游、民素风情等各方面

的内容。高质量的宣传短片在全网一经推出，便收到了

百万的转发和点赞，起到了极好的社会效益。

产业化中的羌族音乐是羌族产业发展的必要助推剂。

各行各业在实体产业发展的同时，必定需要品牌的建立，

文化的融入，这即是实体产业对外宣传的窗口，也是企

业员工精神团结的纽带，更是企事业单位实力的展现。

羌区的旅游产业、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已有许多在涉及

主题品牌音乐的打造与宣传，这是羌区行业建设的新意

识新观念，既要干实事，又需要强凝聚多宣传的实例表

现。如阿坝茂县公路管理分局的杨冀茂局长，在全力抓

好辖区干线公路日常管养及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的同时，

一直重视单位公路文化建设，在 2021 年亲自谱写了展现

阿坝公路系统精神面貌的歌词——《歌唱公路人》，笔者

有幸与杨局长合作完成了作品的谱曲创作，并邀请了英

皇签约的羌族歌手柏正超演唱，该作品已在阿坝公路系

统传唱，是一首有温度聚人心的好作品。茂县旅游一直

是羌族地区旅游的重要打卡地，为突显茂县的羌族旅游

文化，当地音乐人木西、老 K 词曲完成《羌城有梦等你

来》，并由当地歌手兰义倾情演唱，作品一经推出便是当

地旅游的热门音乐。还有汶川县龙溪乡的本土羌族企业

带头人唐灵，以本土羌族文化为根基，在龙溪乡修建了

融餐饮住宿旅游为一体的达拉布庄园，并邀请了邵兵、

余启翔两位音乐人创作了企业主题曲《达拉布》。汶川的

西羌水磨古城正在努力复苏当地旅游经济，笔者应邀也

正在精心打造当地音乐名片《烟雨水磨我等你》。寥寥列

举的这几个当地事业单位、文化旅游、私营企业所打造

的音乐作品，就是产业化中的羌族音乐作品的具体案例，

虽然这些作品不是也不会成为大众传唱的作品，但它们

都在各自的行业领域中荡起了朵朵浪花，是企业行业中最

具凝聚力的文化作品，充分达到了产业文化精神的凝聚。

优秀网络达人助力羌族音乐的推广。网络平台是大

众的平台，人人可参与，主要是有亮点有方向，能够被

认可被关注。我们都熟悉的著名演员、主持人、综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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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杨迪，就是汶川本土的羌族小伙，他从小热爱羌族文

化，在 2005 年左右以“羌族双煞”的搞笑视频走红网

络，成为当时第一批网络达人。通过多年的努力，他成

为了娱乐圈的一线艺人。杨迪成名后一直不忘家乡的发

展和建设，在 2019 年 1 月杨迪协调搓成了汶川县羊角花

艺术团，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天天向上》的栏目，将

汶川的羌族歌舞、汶川美食、羌族传统体育竞技游戏

（拔河、抱蛋、推杆）等活动，带入了当时电视收视率

很高的娱乐节目。2019 年 12 月杨迪又以推荐人的身份协

调汶川羊角花艺术团的羌族非遗文化《肩铃舞》参加了

央视直通春晚选拔赛，亮相中央电视台 CCTV3 频道。羌

族小伙柏正超也是汶川长大的孩子，2010 年参加英皇下

一站天王天后歌唱新秀选拔赛入围前 10 强，随后签约香

港英皇娱乐公司。近年淡出娱乐圈，一直在成都爱乐合

唱团担任首席男高，并作网络推广的具体工作。

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的例证我们不难看

出。羌族音乐要在海量的流量咨询中被认可被关注，首

先要做聚焦羌族文化认同的地域性流量，再做能够对外

辐射的文化推广。这从文化认同的共鸣，还是从网络大

数据后台分析的推送都是能够理解的方式。我们还必须

将音乐为主体的认知理念，拓展到音乐与其他多元产业

相融合共同推广传播。

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建设更加聚焦思想的引领、更加

重视大众健康娱乐的导向、也是更加蕴含商机的发展、

质量精湛情感真挚的文化发展。新时代的互联网平台功

能也更加丰富、运用更加规范、内容更加健康、效率更

加实效。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我们还要紧跟时代步伐，

以羌族地域文化为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平台下的羌族

音乐产业新链条。实现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实现多元化

的产业链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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