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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骨胡的概述 1

马骨胡是广西壮族的一种民族拉弦乐器，其制作

材料特色，采用马的腿骨作为胡筒，也因此得名“马骨

胡”。马骨胡音色清脆、透亮、悠扬、音质高亢、富有穿

透力和感染力，马骨胡的用途十分广泛，在民间文化中，

马骨胡多以独奏、重奏、齐奏、伴奏等形式出现，有时

候也会在乐团中进行马骨胡协奏、交响，在广西德保县

著名的南路壮剧中，将马骨胡作为伴奏的主奏乐器。马

骨胡是壮族特有的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是壮族灿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壮族民间原生态音乐的天

籁之音。有研究指出，马骨胡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主

要流行在广西德保县、隆林县、田林县等桂西地区 [1]。

在广西壮族戏剧文化的发展中，在从邕剧到壮剧的

整个发展演变过程中，马骨胡一直都是其中主要的伴奏

乐器，直到 1815 年，在隆林县出现了半职业的壮剧团

后，马骨胡才成为了壮剧乐队的领奏乐器，是壮族的八

音合奏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之一。马骨胡的音色透亮

高昂，穿透力强，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可以说马骨胡

艺术就是壮族音乐文化精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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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德保县《壮族马骨胡艺术》被列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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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支持下，德保县成立了少儿马骨胡的培训基地、

马骨胡艺术中心与马骨胡协会，并开展了非遗进校园、

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马骨胡艺

术文化，推动了马骨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该县内各小学

都将马骨胡课程安排在学生自主报选的兴趣文体课中。马

骨胡爱好者们也通过演出、授课等方式推广马骨胡艺术。

二、马骨胡文化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

马骨胡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壮族传统乐器

文化的代表。在对马骨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依靠

政府相关部门主导，2009 年，“壮族马骨胡艺术”在德保

县政府和文体局的努力下成功申报了第二批广西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一举措为马骨胡的发展给予了坚实的基

础。但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乐器，马骨胡的发展面临着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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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其一，马骨胡流行在德保县、隆林县、乐业县、

靖西市等桂西百色地区，延伸到贵州黔西南和云南文山

壮族自治州等地，与其他广泛流行的乐器相比，马骨胡

存在很大区域文化的制约，这一现象对马骨胡文化的大

范围普及造成了最直接影响，导致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

骨质乐器鲜为人知。其二，马骨胡文化主要以壮剧为依

托，是壮剧中的主要伴奏乐器，然而如今新一代青年追

求流行文化，对传统戏剧文化视为老旧，不愿花时间投

入到传统戏剧的学习中，导致壮剧的发展越发缓慢，这

对马骨胡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三，马骨胡

制作对工艺的要求极高，每一个马骨胡的生产都需要手

工精心进行选材、雕刻、打磨、组合、装饰等加工，所

以一把精美的马骨胡制作从开始到完成有时要花两三年

的时间，由于对手工艺的要求高，能制作马骨胡的匠人

也十分稀少；除此之外，马骨胡的选材特殊，主要用蟒

蛇蛇皮和德保矮马腿骨等一些珍贵制作材料，根据中国

乐器信息中心的统计，一年中大约有十多万条蛇类被捕

杀用来制作乐器，用于制作马骨胡胡筒的马腿骨更是十

分珍贵，因此要想实现马骨胡批量生产是不太现实的。

其四，马骨胡的曲谱问题在如今也是马骨胡文化发展面

临的一大难题，马骨胡文化许多民族艺术一样，口传心

授是传承的主要方式，存储资料匮乏，以至于在 2015 年

之前德保县没有一本正式的马骨胡教材，直到 2015 年 5

月，第一本马骨胡技术教材《马骨胡基础教程》才正式

出版 [3]。

马骨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民间

艺术中也很常见。如今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如何

将这些科学技术在民族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中运用，是很

多民族艺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数字新媒体时代给马骨胡文化传承与保护带来

的机遇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科学

技术，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在互联网技术领域取得

重大进步，并形成了以互联网、超级计算机、大规模服

务器、卫星信号传输等现代技术融为一体的“数字新媒

体”时代。数字新媒体的出现，给人类的活动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保护路径

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就马骨胡文化而言，数字新媒体时

代的到来为马骨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可持续发展

的平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扩大马骨胡艺术的传播范围。

也可与最吸引公众目光的形式，增加公众对马骨胡艺术

的印象和了解。

四、马骨胡艺术传承与保护路径探索

马骨胡艺术作为壮族的传统文化，对马骨胡文化的

保护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时代背景下，我们

在接触新文明的同时，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对马骨胡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在现有保护模式的前

提下，结合现代数字新媒体等新技术去探索新的保护路

径，是马骨胡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必然选择。

1. 加强传统发展模式

在马骨胡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中，加强传统发展模式

对马骨胡文化，可以巩固现有的文化氛围。现如今传统

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受时代进步的影响巨大。马骨胡的发

展也因此受到限制，马骨胡艺术作为少数民族的传统艺

术本身的文化传播力度不强，所以在它本身具有的艺术

形式内嵌入新型的艺术娱乐活动，这些娱乐活动既要保

持传统艺术的精髓又要引用具有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作

为民间的传统艺术它的局限性是传播与发展，在现代数

字化越来越兴盛的时代，我们采用娱乐方式可以是借助

兴盛的数字平台加强民间马骨胡艺术的娱乐方式，从而

打开传统艺术的知名度。而现有的马骨胡的娱乐活动方

式大多都是通过参加出演表演活动、各种乐器类的比赛

活动，并没有一种属于马骨胡艺术的专门演奏场合，了

解到这一民间艺术的人少之又少，再者传统马骨胡的民

间艺人多数为上了年纪的老者，年轻一代的青年对其了

解更是微乎其微，这就导致了传承的青黄不接。在现有

的活动模式下首先要扩大传播途径，传播与发展地域文

化与民族特色。再者是通过现代化的方式传播马骨胡文

化，打开知名度的同时也采用现代人们所接受的方式进

行宣传增添文化氛围，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了解马骨胡文

化。

通过与现代教育手段的相结合，从课堂入手，借助

教育的普遍性融入到教学文化中让接受教育者了解马骨

胡文化，不仅打破地域的局限性也让马骨胡文化得到更

好的传播。从小学课堂开始，与音乐课等有关艺术的教

育活动相融合，从小就培养他们对马骨胡文化的艺术氛

围感，培养对马骨胡文化的兴趣，目的是从小让学生了

解到马骨胡文化，从小就对马骨胡的文化艺术耳濡目染。

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从教育开始，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都有与之相关的课程学习，使马骨胡的文化逐

渐的融入到学习的氛围当中，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它的

艺术魅力。马骨胡作为传统的民族艺术，有浓厚的艺术

底蕴。与现代教学相结合会是一个具有特色的音乐符号。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马骨胡作为特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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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符号只要融入新的表演形式，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

在未来的发展上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4]。

2. 结合数字新媒体时代马骨胡文化的发展模式

马骨胡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传播。在新的形势

和技术支持下，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在现在形势下主

要以网络传播为主。通过对马骨胡文化于网站平台传播、

短视频及推文传播、探索和发现前沿的传播方式、线上

线下结合的传播方式。突破旧方式传播的壁垒，争取把

马骨胡文化更好的展示给大众，在丰富大众视野的同时，

同时起到文化遗产广泛传播的作用。马骨胡文化的网站

传播。具体方法是建立自身网站，上传马骨胡文化产品，

介绍文化内涵，以及发展马骨胡文化的衍生产品，建立

一套马骨胡自身的文化体系。在网络上，加深或拓展文

化，把网站作为后备知识库，为其他传播方式提供素材

和引导。马骨胡文化短视频及推文传播。短视频及推文

是借助于用户较多的平台，申请官方账号，建立自身体

系，根据马骨胡文化特点，选择传播的方式方法，把马

骨胡文化放在现今的传播潮流中，扩大马骨胡文化传播。

马骨胡文化新传播方式的探索，主要着手于新风向、新

方式，具体内容是与现代数字媒体结合，或与其他文化

融合，发展内涵。线上线下结合的传播方式，线上模式

传播简洁迅速，但对人影响与接触深度有局限性，线下

模式传播有地域性限制，可进行马骨胡实体接触。两者

结合，可以很好并合优点，优势发展。

马骨胡文化的保存方式适用于原封不动的保存方式

或不断延伸丰富。首先是原封不动的保存方式。马骨胡

文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原

封不动的保存方式能够很好的保存文化的核心内涵，避

免其他因素影响，使马骨胡受到不可逆转的影响，迷失

自身文化亮点与特殊性。其次是不断延伸丰富的文化保

存方式，即保持核心不变，在文化上附加其他内容，以

刚容易接轨时代，符合大众审美，优点是传播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迷失的风险。若以

后者为主，切要认准那些是不能改变的，保持文化的纯

洁性和特殊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过对马骨胡的概述与发展现状分析，

发现马骨胡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

一方面民族传统戏剧文化受到当今社会文化的冲击，致

使人们大多不愿意去学习和延续民族传统乐器。其次是

马骨胡受到地域性的制约，且制作过程繁琐，关于马骨

胡的存储资料更是匮乏，了解马骨胡文化的人也是越来

越少。因此要在发展中积极探索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

题。例如：通过与数字新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措施，可以

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乐器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更深层次的开

发，从而使其能够更加的适应当代社会，并在民族传统

乐器当中占得一席之地，使其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产业

之一。同时还要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为马骨胡文化今

后的继承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学方面加大资金的

投入力度，加强对民族文化教育以及宣传，激发学生的

兴趣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进行学习，以促进民族乐器在

当代社会的继承与延续。总的来说，只有不断地与时俱

进，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实现马骨胡文化或民族传统

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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