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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的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
传播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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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羌彝民族音乐艺术是根植于藏羌彝文化走廊上的一块璀璨的民族民间音乐宝藏，它是目前中国民族种类

最繁多、支系最复杂、民族文化原生态保留最好的地区。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传播交流主要可

以概括为史前时期、隋至唐代、宋至清代，民族乐舞与宗教民俗活动相融。本文旨在从传播学的角度下系统分析，藏羌彝

走廊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形态、传播过程与影响力，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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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betan, Qiang and Yi ethnic music art is a bright ethnic folk music treasure rooted in the Tibetan, Qiang and 
Yi cultural corridor. It is the area with the most diverse ethnic groups, the most complex branches and the best original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of ethnic culture in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ethnic music and art 
in Tibetan, Qiang and Yi corridor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wo to Tang Dynasty, Song to Qing Dynas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usic and dance with religious and folk activ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historical form, 
dissemination process and infl uence of the Tibetan, Qiang and Yi corridor ethnic mus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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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羌彝走廊主要的区域为怒江、苍兰江、大渡河、闽江

等各支流所经的包含四川、西藏、青海等各省份。由于所跨

省份之多，可将其整体框架定为“六江流域”。自古以来，

藏羌彝走廊地区的族群众多，各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交

往、交流、交融中留下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遗迹与文化遗产。

当前，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在传承中也遇到了诸多问

题，例如：青年人才缺失；发展后劲不足；市场萎靡等。社

会的高速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加

剧，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水平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这

种情况下，传统原始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面临威胁。面对现阶

段藏羌彝音乐文化遇到的问题，并不只能依靠某个乐种的单

一发展就能改变现状，而是需要依靠当地政府扶持、大力开

发当地旅游业、拓宽艺术传播渠道等方式，以使得藏羌彝音

乐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扬。

1　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介绍

“藏羌彝走廊”是费孝通于1980年所提出的一种历史、

民族区域的概念，具体是指今川滇西部至藏东地区。这里自

古以来都是一个西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关于藏羌

彝走廊的民族分布，着重突出了现今居住的藏缅语系的藏、

彝、羌、白纳西等多个民族，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

多，故被称之为藏羌彝走廊。人群分布的格局决定了当地的

民族音乐文化也极具魅力。音乐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

羌彝走廊的丰富音乐艺术资源，无疑也是这片土地文化的着

重组成部分。在这种独具魅力的特色文化影响之下，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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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制作和表演的能力[1]。中国民族

音乐于民族内部来说，具有情感交融、凝聚人心等功能；

就民族外部来说，音乐也是突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历

尽数千年历史进程的演进，在中国西部以横断山脉山区为

中心的广袤多民族共生地带，演进出一个多民族密切交往

交流交融文化面貌与多彩的人文区域，藏羌彝走廊（藏

彝走廊）它指明了该地与我国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沟通联

系大通道的重要之地位，体现了民族多文化交流的历史。

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也是中华优

秀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关键枢纽，该地具有独特的文化与

民族风情，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其蕴含的民

族魅力才使该地的民族音乐艺术广为传播。比如藏族扎木

聂、彝族月琴，它们既是文化物质的一大体现，也是民族

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

2　传播学视域下的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

瓶颈

2.1传播渠道较为单一

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之所以独具魅力，是因为藏羌

彝走廊民族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生成到繁荣发展的整个过

程，就是中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更是我国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表

演艺术组织或者个人对外演出交流是当地民族音乐传播

最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藏羌彝走

廊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但是在该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

之中，并没有形成极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品牌。再加之

当地缺乏专业性的民族音乐人才资源，地理位置又相对

偏僻，导致了音乐传播渠道更为有限。这些问题都导致

了藏羌彝音乐传播受限[2]。

2.2音乐受众群体单一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欣赏并且喜爱民族音乐艺术的

群众数量正不断减少。当地民族音乐传播遇到瓶颈阻碍的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众数量较少。区别于流行音乐，民族

音乐因其先天特征，例如曲调的传统性，演唱的难度等，

直接导致传播过程具有一定的困难。如何做到不失特色，

又能开发出更多受众乐于倾听并易于传播的民族音乐，是

推广民族音乐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传播学视域下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研究意义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进行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文化的研

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传统文化与艺术彰显了中国人丰富

的历史经验与人文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

中国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本文中所提及的民族音乐之视野，考察藏

羌彝走廊音乐文化也正是从推广民族音乐传播学这一学科

视角出发的，通过仪式与舞蹈来重构相关民族历史传承过

程之中所出现的仪式文化，并从中管窥出走廊民族在文化

之中的关联性与互补性。新型媒介环境的出现，使得民族

音乐文化的传播也走向了现代化。通过网络技术、数字技

术等现代化信息系统，构建出新的传播媒介，从传播者、

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及其传播效果等维度出发，让

藏羌彝民族音乐艺术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网络媒体带

来的便捷化，使得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藏羌彝民

族音乐文化。

音乐艺术不只有歌曲这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影视剧、

小说等都可以作为音乐艺术的传播媒介，从传播学的视域

出发，结合当地特色旅游业打造特色民族音乐。在政府的

扶持之下，让藏羌彝音乐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让更

多的人加入到藏羌彝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之中。随

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将海量碎片化的信息聚集在一

起，并使其产生出更具魅力的影响力，放大藏羌彝民族音

乐文化的原生态魅力，获取更广阔的市场，以此真正实现

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创收。

4　传播学视域下扩充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传播影

响力的途径

4.1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其影响力

在传播学理论的推动之下，音乐传播学成为了研究音乐

领域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音乐传播学作为当代前沿性学

科，不仅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音乐大众传媒领域

等多种领域，还为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自科学技术不断成熟以来，音乐传播媒介逐渐多样

化，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诞生在传播的过程之中，使得民

族音乐文化的受众层面也得以大众[3]。这克服了音乐传播的

模糊性，但是如何在正确理解传播者情感机制的前提下解

决“传而不通”的现象，还需要相关研究者加强对民族音

乐文化的了解，探求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传播媒介对

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影响。

例如，当地文化馆等专业性部门采用灵活的产权方式，

或以政府购买演出场所的演出时段提供补贴等方法，帮助

藏羌彝艺术表演团体解决演出问题。与此同时，还应该实

行无差别化藏羌彝音乐教学演练。开展多种形式推进藏

羌彝音乐艺术交流活动，走向大众视野，利用互联网等手

段，积极扩大藏羌彝海外演出市场，让藏羌彝音乐走向全

世界。

4.2加大普及力度，让藏羌彝音乐走进民众视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关于藏羌彝走廊民族音

乐艺术的传播渠道也在进一步拓展。有关藏羌彝音乐的普

及与传承，应当从学校与社群两大群体着手。藏羌彝走廊

民族音乐方面的文化也需要注重加强学校藏羌彝音乐的通

识教育。例如，结合学校实际打造特色。在原本课程中加

强对藏羌彝音乐内容的教育教学，并且在校园内开展丰

富多样的音乐讲座，从幼儿园至大学教育，都遵从寓教于

乐、循序渐进的方法，引领学生亲身参与到相关音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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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当中去，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审美与艺术情操。在这个

过程之中，学生不仅能了解到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故事、

传统习俗等，还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艺术的本质就是审美。藏羌彝音乐

之美是一种全方位的美，不仅唱词精美、服装精美，整体

音乐更是宏伟壮观，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之中，也能强化

学生的综合素养，大力推动藏羌彝音乐进校园，支持藏羌

彝音乐艺术表演团体到各级各类学校演出，鼓励幼儿园、

小、中、大学生走进剧场，身临其境的感受藏羌彝的音乐

之美。同时，各院校也应该积极采用多种方式，让校园

内的学生都尽可能欣赏到优秀且专业的藏羌彝音乐表演，

这样的方法能够推进藏羌彝音乐走进校园。除此之外，也

可以由学校专门聘请相关的艺术教师，鼓励学校开展藏羌

彝歌曲校园大赛、知识大赛等活动。音乐是一门艺术，在

传播的过程之中，更需要呈现出多样化、精彩绝伦的艺术

效果，带给观众别样的享受。与此同时，学校也可以将藏

羌彝的音乐发展历史、价值、内容等方法以较为通俗的语

言归纳成相关的知识点和题目，并将其上传至校园网络当

中，向重视艺术特色的学生提供服务。这样的方法都能够

使得藏羌彝文化得以传承。

关于社区普及，藏羌彝音乐文化也需要由社区出面，从

人民选择、政府需求等方面出发，定期举办由全社区居民

完成的藏羌彝专业音乐舞台。除了举办相关讲座之外，还

可以在社区内构建良好的音乐宣传环境，让音乐真正走进

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社区还可以联合学校，推进“家

校社一体化”教学，聘请专业的藏羌彝音乐者前往社区学

校进行表演，这是扩大藏羌彝音乐文化的有效手段。

4.3依托当地的旅游业

正如前文所述，藏羌彝走廊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藏羌彝走廊的主要区域为怒江、金沙江等，支流所径

流的区域如：西藏、四川、青海等省份。由于省份众多、

范围较大，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彝族的火

把节、白族的大理三月街等，都是以旅游业为依托发展起

来的民族音乐传播形式。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一

种有目的的营销以扩大传播效果。因此，藏羌彝民族音乐

的传播，也需要当地的有效整合与营销。毫无疑问，依托

于旅游业是扩大其传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由于当地的民

族特色十分突出，借助风俗节日与当地的特色风俗，将音

乐、歌舞围绕着旅游业制定出一整套营销传播方案，这一

举措不仅有利于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更能够更好的提高

藏羌彝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影响力[4]。在这里提到的有益整

合营销，并不等于要将民族音乐文化完全商业化，而是借

助旅游业商业化的模式，扩大其传播影响力和效果。

4.4当地政府大力扶持

面对如今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问题，更需要

的是政府层面积极引导与扶持，解决在发展之中可能面对

的经费问题。简单来说，政府可以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先

对藏羌彝音乐创作演出的重点剧院团的创作经费加大资助

力度，其中包含了民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举办的相关艺术

团体。在加大剧目创作的同时，四川藏羌彝走廊各地也要

根据真实的需求开展音乐种类剧目普查等相关研究，利用

互联网平台建立藏羌彝音乐种类等内容的信息共享交流平

台。鼓励相关人员深入研究和汇总本地区藏羌彝音乐文化

的艺术内涵、本质特色、传承价值等，以推进藏羌彝音乐

文化在当地的发展与繁荣。除了对现存的相关音乐文献剧

本进行调研和整理之外，也要对现有的老一辈传承人的作

品，艺术经验加大挽救与保护力度，建立数字化存储库，

并成立专项扶持基金，特别是抓好濒危的种类与政策上的

倾斜[5]。

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外来文化汇入，使

得本地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出现诸多问题。许多藏

羌彝民族音乐在产生与创作演出的过程之中，没有固定

的场所。因此，关于政策扶持也要配套固定的团所所在

地，让每一个国有的藏羌彝艺术剧院都能有属于自己团

所专业演出剧场和一个可供多样经营的场所，只有相关

的创作艺术团有了固定的场所，才能够培养更多的传承

人，减少团员流失、降低演出成本。还可以从事对外经

营演出等经营性的活动，使得藏羌彝民族音乐艺术传承

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5　结语

总之，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仍然存在着一些

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基于传播学领域的基本要

素为切入点。结合当地民族音乐文化本身及其传播现状，

不断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播方式与内容的创新，借用当地旅

游业，打造民族特色音乐产业，以使得藏羌彝走廊民族音

乐文化可以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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