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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区域音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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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因为音乐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民族音乐作为华语音乐的代表!

成为广大华人心中最动听的音乐类型"而在民族音乐中!区域音乐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无

数的民族音乐工作者不断的致力于区域音乐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本文针对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区域

音乐开展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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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拥有不同的民族文化#

也造就了不同形式的音乐类型#比如东北的二人转$川藏地区

的音乐$蒙古族的牧歌等地方民族音乐#每个民族均拥有代表

自身民族文化的音乐%近年来#随着各大音乐类节目的热播#

民族区域音乐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比如在 0中国好声音1

中#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歌手吉克隽逸就以一首当地民歌获得了

刘欢老师的赏识#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区域音乐的魅力%

一#区域音乐概念

所谓区域音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代表了某个特殊

的群体所拥有的独特音乐文化类型#这些人们或许是因为地理

原因聚集在一起#亦或是人口的流动性等影响因素而聚集在一

起%因为这些群体中的音乐文化相同#从而造就了他们共同的

音乐文化'

%

(

%而狭义上的区域音乐则是在制定的地理位置#对

其流通的文化现象进行内在的研究#从而深入的探究其区域的

音乐文化特征%

二#区域音乐的层级划分

$一%文化系统

在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整体到部分的发

展#即从乐种#乐类再到乐系#时至今日#已经孕育出了乐圈#

上述类目共同构成了民族音乐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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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众多的音乐人中#

其中也不乏许多优秀的民族音乐工作者#比如来自蒙古族的音

乐人腾格尔$德德玛$布仁巴雅尔等#来自藏族的才旦卓玛$

来自朝鲜族的阿里郎等众多的优秀民族音乐传承人#他们一直

不断的致力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为了寻找创作音乐的灵感#

经常会深入该民族#与当地的居民一起生活#音乐人称之为

)采风*%因为对不同民族的乐种#乐类$乐系$乐圈这一系统

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比和分析不同民族文化与音乐文化之间的

差异性#从中挖掘出不同的民族音乐系统%在研究的过程中#

对于民族音乐文化影响最深的就是乐类$乐系两个维度%

$二%音乐文化的建立

在对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为了逐步降低研究的难

度#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即主文化#亚

文化与跨文化三种类别#这三种类别的音乐呈现出了逐渐递减

的级别关系#其取得的成效获得了广大音乐工作者的一致认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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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主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究#所谓主文化#即大环境

对于音乐的影响%在研究民族音乐时#探究其主文化#指的是

考察当地政府的行为#采取了何种保护措施或宣传手段%在不

同层级的音乐文化中#这种主文化则是当地的传统音乐#比如

各民族的原生态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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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亚文化则与主流文化相反#是在大

众口中相传的音乐#即流行音乐%而跨文化则是外来音乐#即

从本民族之外流传来的外族音乐%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不外

乎就是对上述三种音乐类型进行深入的研究%现如今#越来越

多的音乐工作中提倡将不同层级的民族音乐进行融合#比如在

藏族民族文化节中#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外来音乐也积极参与

到活动中来%

$三%核心概念

广大的区域音乐工作者在对区域音乐研究的过程中#十分

注重区域音乐背后蕴藏的音声景观%所谓音声景观#即区域音

乐的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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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音乐音声景观的研究工作中#当地政

府同样视音声景观为当地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声景观也是区域内空间的具体形态体现%在对不同民族

区域音乐开展研究工作时#通过对音声景观的观察和探索#能

够充分体现出不同区域音乐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作为一种试听

音乐类型#研究者需要深入到当地民族进行音乐 )采风*#通过

对表演者现场表演的形式进行观看和研究#探究其奥秘%

比如阿尔泰山脉广为流传的一种歌唱类型 )呼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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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

当地原住民发明出来的一种神奇的歌唱表演形式#表演者单纯

利用自己的发声器官#无需添加任何形式的伴奏#在同一时间

内唱出两个声部#在各民族的区域音乐中#它被视为一种独一

无二的音乐类型%无论是其发生方法还是发生的特色#都实属

罕见#与蒙古族的长调不同#表演者在演唱的过程中有时声带

振动$有时无需声带振动#利用演唱者腔体内存储的气量进行

演唱#利用特殊的声音技巧#由一名表演者同时发出两个声部

的声音#充分利用闭气的技巧#让气息猛烈的冲击声带#从而

发出类似气泡的声音#形成一种低音声部%而后#表演者在此

基础上#充分利用口腔共鸣#唱出透彻明亮的高音#从而产生

美妙动听$穿透力强的声音效果#给予现场观众一场视听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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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区域音乐分析---以蓝衣

壮歌为例

$一%区域音乐特征

蓝衣壮歌活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按照其区域音乐的

种类可以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小调及山歌#其中#山歌又可进一

步划分为情歌$儿歌$劳动歌以及风俗礼仪歌等不同类型的歌

曲#其中广为流传的则为情歌#著名音乐电影 0刘三姐1#描述

的就是壮族人的日常生活#广为流传的歌曲 0山歌好比春江水1

就出自该电影%青年男女以歌传情#借助音乐来表现自己的真

实情感#借此来抒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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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结构

广西壮族的蓝衣壮歌的歌词呈现了 )三尾调*的曲调风格%

歌词通俗易懂#让人们清楚的了解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歌

词的句型采用了较为普遍的七言四句型#每首歌曲均有四句歌

词组成#而每句歌词都是由七个字组成#与 )七言绝句诗*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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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歌曲的第一句$第三局对偶#第二句与

第四局尾音押韵%而在情歌对唱中#男性在演唱时需要做到五

句一首#每一句的开头都要重复一下女性的末句话#这就是壮

族当地人口中的 )三尾调*#这种调式在电影 0刘三姐1中曾出

现过多次%以壮族蓝衣壮歌为代表的 )三尾调*与我国区域音

乐的审美观念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蓝衣壮歌分为三言头$五言头与七言头三种不同的歌曲类

型#其中#以三言头与七言头为常见的壮歌类型%与其他民族

的区域歌曲不同#壮族人在唱到情绪高潮时#会适当的融入四

言头#以期待对方的回应#这种歌唱形式是壮族人民抒发内心

真实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比如壮族情歌 0相思1# )肚饥想着

糯米饭#脚底穿皮想着鞋%鸳鸯枕头自己睡#翻身想着妹来

挨%*在 )鸳鸯枕头自己睡*后面就加了四言*%

$三%歌唱形式

我国古代提倡女性要懂得遵守道德伦常#所以会对女性的

行为进行礼节的约束#尤其是告知女性要懂得自重#在这种社

会环境下#我国广大的女性大都为内敛$怯于表达自己的性格%

而广西壮族地区的区域音乐文化也受此影响#在情歌的表现形

式上采取 )男唱女对*的表演形式#如果男子对某个女子产生

爱慕之意#会通过歌唱的形式予以表达#并希望获得女子的回

应#而此时女子若回应了男子#则说明二人之间的感情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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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壮族的蓝衣壮歌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

思想观念#由女子用歌声向男子传递爱慕之意#如果男子同样

用歌声回应了男子#则说明二人情投意合$郎情妾意%之后#

男女情歌的形式则以成套的情歌为主#比如约会歌$初恋歌等%

$四%旋律音调

在民族的区域音乐中#不同旋律的区域音乐能够充分的反

映出该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就蓝衣壮歌而言#普遍采用了四

度$五度的大跳形式#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及情感表

达填写歌词#一些表演者也会有感而发#随意创作歌曲#但无

论如何变化#壮歌的形式几乎都是这种类型 )换汤不换药*%

$五%色彩区域特点

如果对壮歌的不同色彩区域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分为中路$

南路与北路三种色彩区域%而广西壮歌主要分布与中路与北路%

蓝衣壮歌最早出现在明朝时期#迄今为止#已经产生约为

5+#

余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该时期#大批中原人迁徙至该

地区#在与当地人开展文化交流后#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

起生活#繁衍生息%因为这个新的群体中混杂了汉族人与壮族

人#所以当地的人们从明朝时期的黑衣壮族逐渐演变成为蓝衣

壮族%而在汉族与壮族两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冲击下#一种新兴

的音乐文化就此诞生#被世人称之为 )蓝衣壮歌*#而蓝衣壮歌

也成为了两个民族人民交流的重要工具%

广西是古骆越之地#因为历史原因#壮族人在演唱蓝衣壮

歌时#通常会掺杂这一些骆越地区的方言%而其他地区的壮歌

在演唱时则用的是壮族话#这与其他地区的壮歌演唱形式略有

不同#这也使得广西地区的蓝衣壮歌被赋予了一种 )骆越*白

话的特点%

结论(综上所述#音乐是连接世界各国的沟通桥梁#也是

世界人们共同的语言%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音

乐大国#而每个民族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音乐文化#

*$

个

民族人民的智慧劳动#孕育出了
*$

种民族文化#而在民族文化

的背后#区域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深入探究每个民族

音乐背后蕴藏文化特征#应以区域音乐作为立足点%本文首先

详细的阐述了区域音乐#明确了区域音乐的产生背景#其次#

从文化系统$音乐文化的建立$核心概念三方面论述了区域音

乐的层级划分#之后以蓝衣壮歌为例#深入探究了民族音乐学

视野中的区域音乐#并从蓝衣壮歌的区域音乐特征$音乐结构$

歌唱形式$旋律音调与色彩区域特点无方面详细探究了蓝衣壮

歌的相关特征#通过对区域音乐进行详细的剖析#为我国广大

的音乐研究工作者指引了新的方向#并为其发展提供重要的原

动力#使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繁衍生息#孕

育出无数优秀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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