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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鄂尔多斯婚礼概述
内蒙古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个曾经荒凉的土地和，

培育出了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并取得丰硕成果。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人民生活习俗丰富多彩，善于歌舞，

他们用勤劳勇敢的智慧创作了各具形态的歌舞，体现了蒙古族人
民坚强、善良的性格。鄂尔多斯婚礼则再现了成吉思汗时代文化
的遗产，它完整的保留了当时的礼仪、餐饮、服装、音乐、生活
习俗等文化。因此，鄂尔多斯婚礼虽有700多年的历史，却广为
流传，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2006 年 5 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首批通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鄂尔多斯婚礼榜上有名。

2　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概述
2.1婚礼上的歌曲
据相关资料记载，鄂尔多斯婚礼产生于蒙古部落时期，随

着鄂尔多斯婚礼的发展，随之产生了相应的婚礼音乐。受传统蒙
古文化的影响，鄂尔多斯婚礼音乐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如婚
礼中歌曲的内容，旋律，节奏，调性演唱风格等，婚礼中每个环
节都有特定的仪式音乐，人们通过音乐互相交流。

随着时代的变迁，鄂尔多斯婚礼上的音乐也发生了改变，
许多传统的婚礼音乐在婚礼上已经被替代。以前在婚礼快即将开
始的时候常常演唱《温都尔芒罕席里》(539)、《八月的鲜花》等，
现在这些歌曲只会家庭式宴会中出现。

(歌词大意:高高的沙漠梁上，赛鲁日外东赛，云雾在缭
绕，赛鲁日外东赛.)

这些歌曲在家庭宴会或婚礼仪式上演唱时，速度缓慢，且
唱词较多，多数情况下，长者开始演唱，众人随合。

2.2婚礼音乐中的歌者及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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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尔多斯文明遐迩，其历史悠久，文化璀璨，风情独特，鄂尔多斯婚礼起源于蒙古远古年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
距今已千年之久。它那古朴的风俗,多彩的歌舞，艳丽的服饰，美味的佳肴堪称一绝，展示了人类婚俗礼仪的奇异和壮美。本文通过
从鄂尔多斯婚礼的迎娶过程，如哈达定亲，配公迎亲，拦门迎婿，献羊祝酒，求名问庚，分发出嫁，母亲祝福等方式，并结合婚礼
中的各类风俗及其变迁的角度出发，对以鄂尔多斯婚礼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元素进行探究，对鄂尔多斯传统民族音乐舞蹈及“鄂尔多
斯婚礼”的继承和发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并为鄂尔多斯婚礼这一风俗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歌舞文化的继承和传扬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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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中的表演者，通常叫做歌手。他们在婚礼中不仅担任
演唱的职责还肩负着主持人的角色，这对他们的演唱功底要求非
常高，同时还能演唱大量婚礼歌曲，因为，这样的婚礼经常是

“三天三夜不重复一首歌”。经常在婚礼上演唱的曲目的《尊
贵的三宝》《金杯》《八只三岁雄狮》等。

婚礼中的乐器主要有笛子，一般多用C 调和F 调的，其次
是三弦、四胡、扬琴、马头琴。婚礼中的乐手不止会一种乐
器，他们经常会交换乐器进行演奏，一来表达他们高超的技
艺，二来增加婚礼的娱乐性。经常演奏的曲目有《救世的至上
喇嘛》《亲王衙门》、《黑缎子坎肩》。

歌手和乐手必须要像一个正规的乐队，以保证婚礼中演唱的
音乐热烈而持久，婚礼上的每一首歌每一个乐曲都要齐整，不
能随意演唱。

3　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的特点
3.1 特征一：民族性
民族性发展的基础是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的环境，

共同的经济体系，鄂尔多斯婚礼是蒙古族音乐典型的代表，它的
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乐器和乐曲两个方面。

首先，蒙古族传统的民间乐器是胡琴，主要用于独奏或者
在乐队中担任领奏，其次，竹笛也十分流行，婚礼上多用C调和F
调的笛子，比如著名的《蒙古人》。蒙古族人民都有很高的音乐创
作天赋，这些都体现了蒙古族音乐的民族性。民族化的还有这些
乐曲的音乐体裁、旋律上都有民族音乐独特的味道，频繁运用二
拍和四拍。

3.2 特征二：丰富性
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在长期的变革下，鄂尔多斯婚礼音

乐有属于自己特有的特有音乐体裁，并且种类繁多，包括婚礼中
的舞蹈、以顶碗舞和筷子舞闻名，还有三弦、四胡、马头琴演奏
的乐曲及民乐合奏曲，以胡仁·乌力格尔为题裁的叙事歌曲、长
调、短调、呼麦等。多种多样的艺术体裁，都和蒙古族的历史文
化、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3.3 特征三：渐变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鄂尔多斯地区的牧民也在

向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转变。随之鄂尔多斯婚礼音乐也发生了很
大变异。

音乐的题材和内容发生了改变。比如在婚礼上演唱的歌曲和
各个旗一带流传的婚礼歌曲，在如今的婚礼上很难听到。一是一
些传统的婚礼歌曲已经被淡忘，很多歌舞和乐曲已经不在演唱或
演奏。婚礼上的歌曲变成了另一种音乐,如,乐手用简短的进行曲
或即兴演奏的旋律来提示客人,婚礼马上要开始。二是婚礼音乐的
表演习俗发生变化。以前主人会邀请四到六个民间歌手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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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整场婚礼的音乐，直到婚礼结束为止，婚礼中不重复演唱
乐曲。因此，这些乐手们有非凡的记忆能力和表演技能,掌握着
大量民歌。如今，鄂尔多斯婚礼同样邀二到三人专门演唱歌
曲，但传统的婚礼歌曲很少，多被现代的蒙古歌曲，如《父
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蒙古马》等，甚至是流行歌曲所替代。

4　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的现状
当代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婚礼音乐及表演习俗己失去原生面

貌，正在发生着演变，新的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今天，传统
意义上的婚礼音乐和表演习俗被边缘化，生存空间逐渐缩小。

目前鄂尔多斯婚礼仪式从家庭走向饭店，环境的改变使原生
的仪式完全变成另一种仪式活动。婚礼仪式的空间发生了变化，
导致仪式音乐的原貌改变了许多，掺杂着现代意义上的仪式因素
和成分.婚礼仪式的空间变化，使很多参加婚礼的老人、艺人没
有机会演唱传统婚礼歌曲，短暂的仪式时间夺去了很多宝贵的习
俗和环节过程。参加了无数次传统婚礼的老人，根本没有兴趣
参加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婚礼”，对他们讲，这些新式婚礼不
具有传统婚礼的完整性，只是一种简单的、脱离土壤的仪式活
动而已。因此，婚礼音乐的衰微现象，看作是一种习俗的流失
或消亡，而家庭式宴会活动尚保留着婚礼音乐的部分内容。

加之，鄂尔多斯婚礼具有时间长花费高等特点，因此当下
已经很少有人举办鄂尔多斯婚礼。

5　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综上，不难看出，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保护

与传承的挑战。因此，保护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是摆在
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使命。作为音乐学院的学生，更应该
注重保护传承这一面临消弭的民族音乐元素，对此我有总结了以
下几点:

5.1通过教育传承，让鄂尔多斯婚礼中的民族音乐走向中小
学音乐课堂

1.通过音乐课让学生学习传统婚礼歌曲，在了解歌曲背景的
情况下有感情的演唱，也可以让班级里的蒙古族学生带头演唱蒙
语板的婚礼歌曲，如《金杯》《喇嘛哥哥》等，通过双语演
唱让学生更深入感受传统婚礼音乐。

2.让婚礼中的民族乐器进入课堂，如教孩子学习三弦、四
胡、马头琴，同时成立乐队，排练婚礼中的合奏曲目比如《鄂
尔多斯的春天》。也可以把学生乐队排练的曲目带到现在的家庭
宴会中表演，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民间乐曲的内涵。

3.在舞蹈课堂上开设《鄂尔多斯婚礼》的舞台剧的排练，
以舞台剧的形式再现婚礼仪式内容，通过舞台剧让学生感受鄂尔
多斯独特的民族风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4.开设音乐鉴赏课，播放原汁原味的《鄂尔多斯婚礼》的
录像、视频、音频资料，让学生通过鉴赏课，让学生了解欣
赏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元素的魅力。

5.2通过文化载体进行传播
1.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免费的鄂尔多斯婚礼音乐的学习，

免费教孩子婚礼中的音乐，比如马头琴，婚礼中的歌曲，舞
蹈。良好的传承婚礼中的民族音乐元素。

2.组建业余的民乐队，召集广大的民族音乐爱好者，成立
乐队，进行规范化的排练，排练婚礼中的传统曲目，在传承保
护婚礼中民族音乐元素的同时又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

3.把婚礼音乐带到社区活动中，比如广场舞也可以融入婚礼
音乐，一般广场舞都旋律比较激昂，气氛活跃，这正好与婚礼
音乐不谋而合，以此来传承婚礼音乐。

4.对婚礼音乐进行实地宣传，在养老院、福利院等地播放
搜集到的鄂尔多斯婚礼音乐的资料，在给他们带去娱乐的同时无
形的传承了婚礼音乐中的民族音乐元素。

5.在现代的婚礼中再现传统鄂尔多斯婚礼音乐，把业余乐队
排练好的曲目在现代婚礼中演奏，让人们感受传统婚礼音乐的魅力。

6.在当地各个旅游景点，比如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区、大汗
行宫等地向前来旅游参观的游客介绍婚礼的文化背景，也可以让
他们参加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的排练，进行模拟体验，从
而传播婚礼音乐文化。

5.3 在信息化的现代，利用微信微博传播鄂尔多斯婚礼
1.可以直播婚礼音乐，直播一些排练好婚礼音乐的乐曲，

舞蹈，歌舞。让更多婚礼音乐的爱好者通过直播，欣赏更多精
彩的音乐。

2.利用微信微博，如在参与原汁原味的鄂尔多斯婚礼时，
可以把婚礼中的音乐转发在微信微博中，再现婚礼的盛大。

6　结论
鄂尔多斯婚礼中的民族音乐元素作为统文化习俗，传承至

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具有独特的吸
引力和号召力，就像蒙古族自有的文学一样。鄂尔多斯音乐文
化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陶冶人的情操，优美动人的人听音
乐的同时，可以能感受到鄂尔多斯浓郁的历史和文化。鄂尔多
斯的音乐内容积极向上，健康阳光，无论是音乐，是古代还是
现代民间传统鄂尔多斯风格，在悠久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已
与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风格。

在对鄂尔多斯婚礼中民族音乐元素的探究过程中，让我认识
到鄂尔多斯歌舞的价值和传承的意义。它的魅力就在于，在特
定的婚礼仪式上，其民族音乐成为一种构建意识形态和经验交流
的重要手段，在特定的婚礼场合，以合适的音乐和表演方式去
进行演绎，栩栩如生，生动逼真，这种文化就像人类生活的一
部分真实存在着。做为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将在未来的工作
学习中，将这些珍贵的民族音乐贯穿在工作中，让真正文化得
到传承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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