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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 +”新业态下南京本土音乐的传承
周　烨

（南京传媒学院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南京本土音乐曾因悠久的历史、多彩的表演曲目而盛极一时，但在经济快速增长及转型、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当下，正遭遇前

所未有的困境。近年来对南京本土音乐研究视域偏狭，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单个曲种（歌种、舞种）的音乐本体层面及传承策略，却并未

据地域特色对其从整体层面加以关照。另一方面，随近年来“非遗+”发展方兴未艾，传统音乐与互联网络、旅游文创等多个领域跨域渗融。

面对本土音乐生存的危势，从教育研培、创作传习、公共文化、特色街区、全域旅游的五重“非遗 +”角度提出传承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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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省会南京拥有丰富的音乐文化遗存，早在《中国民间

歌曲集成·江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民族

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苏卷》中均对南京本土音乐如南京白局、金

陵琴派的古琴艺术、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南京评话等就加以

过记载。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此后也成为了省级或国家级非遗。

南京本土音乐，顾名思义，意指以古都南京为源生地发展起来的

传统音乐。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民

族音乐概论》中对传统音乐的体裁分类，目前学界仍沿用五分法

居多，即民歌（含古代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

歌舞音乐。但是，“由于各民族传统歌舞音乐中的歌唱部分通常

与民歌在体裁和曲目上重叠，故而又形成了在原有五大类体裁分

类基础上省略歌舞音乐的四大类体裁（即民歌、说唱、戏曲、器乐）

分类法。”

本文对南京本土音乐的描述仍将按照五大类体裁形式进行。

南京本土音乐中涵盖了如南京白局、六合鲜花调等多体裁品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江苏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10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69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1424 项。其中，含和南京本土音乐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4 项，如南京白局、古琴艺术（金陵琴派）；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19 项，如六合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19 项，如固城十番锣鼓、西善民歌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

曾因悠久的历史、多彩的表演曲目而盛极一时，但在经济快速增

长及转型、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当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另

一方面，随近年来“非遗 +”发展方兴未艾，传统音乐与互联网络、

旅游文创等多个领域跨域渗融。面对本土音乐生存的危势，本文

将对其传承现状进行梳理，试从“非遗 +”角度提出传承新策。

一、南京本土音乐传承现况

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所特有的传承语境与场所、传

承主体与对象。因此在参照省内各种音乐集成资料和地方志资料

的基础上，对部分南京本土音乐的作品流传情况、传承主体、传

承载体、主要受众、传承效果等归纳梳理如下：

（一）传承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

以人为本的技艺、精神和经验。因此，在非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

其内生性的传承主体当为我们所重点关注。而对于南京本土音乐

来说，其内生性的传承主体主要为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含

大中小学学生）、专业或民间表演团体。查访相关资料可知，目

前仍活跃中的代表性传承人多为 40、50 年代生人，他们中年龄最

长的一位是阳腔目连戏省级传承人赵仲珠先生（1924 年生），而

年纪最轻的一位则是古琴艺术（金陵琴派）的市级传承人谢坤芳

女士（1972 年生）。此外，部分南京本土音乐体裁也于近年拥有

了自己独立的表演团队，如 2002 年由六合长芦街道牵头组建的留

左吹打乐表演团以及 2015 年在省文化厅的组织下正式成立的南京

金陵风白局曲艺团等。正是他们的努力付出，撑起了非遗文化传

播的一片天。

（二）传播内容

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有着 400 多年的

建都史，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便是南京历史文脉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而南京本土音乐亦是

其中的重要组成。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组织生态环境赋予了

南京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特色明显的本土音乐文化遗存。南京

本土音乐中的表演内容大多涉及地域美景美食、历史传说、节庆

民俗、方言俚语等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代表曲目如南

京白局的《云锦美》《芦蒿香》；留左吹打乐的《龙狮会》；高

淳民歌的《五月栽秧》等，对于研究南京人文风俗均具有极大的

历史与现实价值。

（三）传播对象

传播对象即受传者，他们（她们）是传播活动构成要素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南京本土音乐所面对的传播对象主要为关注或喜

爱南京传统音乐文化的普通大众，他们当中可能少至几岁的娃娃，

长至耄耋老人；他们当中也许有来宁的外地游客或国际友人；他

们当中也可能有都市白领抑或农村老汉。在当下这个自媒体时代，

这一群体中的任何一位皆可转化为传播者。因此如何持续吸引不

同年龄、地域、阶层和职业的大众关注，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

问题。

（四）传承载体

2001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19 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自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

是此后的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在 2004 年加入这一公约之后，我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京本土

音乐作为非遗家族中的一员，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组织下，

也在积极拓展传承载体，通过成立传习基地、研究所、博物馆布

展陈列、茶馆及小剧场惠民演出、节庆年俗展演展示、传承人免

费培训班、编撰非遗读物等多重形式融入百姓的现代生活，扎实

并扩大自身影响。

（五）传承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下辖的 11 个市辖区中有 8 个均分布有民

间音乐资源，数量合计近 45 大项。但若结合省内外知名度进行考

量，目前认知度较高、对外传承效果较好的本土音乐体裁主要是

秦淮区的南京白局和六合区的鲜花调。尽管如此，这两种体裁艺

术的发展之路依旧荆棘密布，究其原因，除客观市场环境外，主

要关联如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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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少系统性理论研究：近年来省外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成

果较为丰富，但反观对南京本土音乐的理论性研究，数量稀少且

缺乏系统性。从 2007-2022 年，以“南京”“音乐”为关键词搜

索与传统音乐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仅 2008 年《探寻历史上的金陵琴

派》、2013 年《城镇化背景下“留左吹打乐”的文化传承与保护》、

2016 年《南京白局传承构想》、2022 年《“遗传”与“环境”的

交响—高淳民歌 < 五月栽秧 > 当代流变解析》寥寥数篇，这恰说

明对南京本土音乐的理论性研究尚存较大空间，而理论性研究对

推动实践保护意义重大。

2. 代表性传承人青黄不接：据前文可知，南京本土音乐的代

表性传承人多为六七十岁的长者，他们虽有心免费收徒，传承技艺，

但向学者因怕吃苦或不喜本土乡音等主观原因人数寥寥。目前，

除南京白局外，其余本土音乐承继者大多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

然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及年龄又直接关乎非遗传统艺术的命运。

2008 年，作为本土曲艺的重要门类之一，被称为南京“说书”“说

大书”“讲评词”的南京评话就因唯一的老艺人孔幼平的故世而

成为绝响。

3. 表演曲目及形式缺乏新时代记忆：南京本土音乐的表演曲

目多和其繁盛年代老南京人的生活有关。因此，即便在成功入遗后，

仍在第一时间抢救、修复、还原其历史风貌，演出曲目也多半以

旧时经典为主，新创作品比例不高，演出形式亦是影响其传播效

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艺术在实现经典传承的同时，也应带给

大众以新时代记忆。正如 2013 年新华日报在一则对古琴艺术（金

陵琴派）市级传承人葛勇的报道中所述：近年来，葛勇在古琴的

琴曲创新上拓展了不少思路。······在葛勇的古琴创意中，

甚至出现了《菊花台》《画心》《隐形的翅膀》等流行音乐曲目。 

又如 2020 年南京白局代表性传承人徐春华、黄玲玲等创作抗疫作

品《不负重托》《疫情过后是春天》。传统非遗文化也需要与时

俱进方能赢得受众。

4. 传播途径寡众不均：当下，多数非遗传统艺术均意识到当

借助多元传播渠道“走出去”的道理。但无奈受到某些客观条件

的制约，不同本土音乐体裁的传播途径仍多寡不均。然事实证明，

传承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传播途径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除节庆

年俗展演展示、博物馆布展陈列、茶馆及小剧场惠民演出等形式

外，还应努力开辟传承基地。截至 2015 年，南京白局、留左吹打

乐等均建立了保护性传承基地，用以传习、研究非遗文化。未来，

期待更多的本土音乐也能拥有自己的一方基地。

二、“非遗 +”新业态下南京本土音乐传承之策

由上述南京本土音乐的传承现状可推知，近年来对南京本土

音乐研究视域偏狭，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单个曲种（歌种、舞种）

的音乐本体层面及传承策略，却并未据地域特色对其从整体层面

加以关照。与此同时，传统音乐文化（含非遗文化）的保护单纯

依靠政府或传承人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随近年来“非

遗 +”发展方兴未艾，传统音乐与互联网络、旅游等多个领域跨

域渗融。在此，我们大胆提出“非遗 +”传承新策：

1.“非遗 + 教育研培”：与专业院校、剧团合作，鼓励高校

承担国家、省级、市级艺术基金或人才计划南京本土音乐相关艺

术人才培养项目，通过集训方式推进南京本土音乐表演、编剧、

作曲等专项人才订单式培养。

2.“非遗 + 创作传习”：在经济快速发展及转型、城镇化不

断推进的当下，传统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其中有很多原因，

如缺乏新时代记忆的新创作品。因此，政府当加大对非遗文化的

创演扶持力度，举办新创作品展演比赛、激励主题化创作等多种

方式推出一批传播度广的南京本土音乐新作。

3.“非遗 + 公共文化”：江苏作为经济强省，公共文化资源

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绩显著，已基本形成“省

有四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五级文化

设施网络体系，全省国家一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总数居全

国第一。而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在公共文化领域享有较强基础

优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亦走在全国前列。因此，

提升南京本土音乐产业价值理应加强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渗透

融合，开展如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特展及主题讲座、基层公共文化

展示，通过在线导览、线下宣推的方式强化南京本土音乐的公众

认知。

4.“非遗 + 特色街区”：在古都南京的城南，拥有包括金陵戏坊、

永熙茶楼、老门东问渠茶馆、桃叶渡贡茶院等众多茶馆，这里既

可以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亦可成为南京本土音乐的展示

集散地之一。如前文所述，南京本土音乐想要获得持续良性的传

承效果，拓展传播途径堪称重中之重。因此，可借助茶馆、小剧

场（含营业性小剧场和博物院小剧场）、传承人培训班、街道社区、

高等院校、旅游景区等多重渠道增加本土音乐的展示机率。

5.“非遗 + 全域旅游”：近年来，随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外出旅游成为了居民消费的一大热点。2017 年，南京市正式发布《关

于推进南京市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因此，借全域旅游东风打

造本土音乐发展产业链亦正当时。南京本土音乐中如南京白局、

古琴艺术（金陵琴派）等均具有强烈的区域城市特征，通过以秦

淮区等全域旅游建设先行区等以发展特色旅游小镇、旅游休闲街

区展示、生态旅游体验、演艺旅游品牌培育、乡村旅游升级等多

重业态揉和本土音乐元素，将文化产品营销与城市形象推广有机

整合。

当然，上述对策无法穷尽南京本土音乐保护的所有可能，仍

有许多对策确需各方联动才能达成，如南京本土音乐的数字化保

护、主题动漫的发布与文创周边产品的开发、影像作品（纪录片、

影视、微电影、动画）呈现等。总之，对于南京本土音乐的传承

和保护，未来我们仍有许多未尽之努力与责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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