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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蒙古族民歌的艺术风格分析
步一宏      

（河套学院艺术系，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摘要：在察哈尔地区，分布着大量蒙古族群众，他们天生能歌善舞，当地的蒙古族民歌具有非常典型的艺术风格，作为一种独具特

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其展开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蒙古族音乐艺术特点。

关键词：察哈尔；蒙古族民歌；艺术风格

一、察哈尔地区蒙古族民歌的体裁    

（一）赞颂英雄人物的民歌

在当地的民歌中，有大量赞颂当地英雄人物的民歌，当地的

群众借助对英雄人物的赞颂，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借助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歌，也使当地居民能够更加积极的

面对草原生活。

（二）反映爱情类的民歌

在少数民族的民歌之中，爱情类的民歌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在民歌之中反映出男女之间深深的恋情，有的歌曲旋律优美，有

的歌曲意境深沉，有的歌曲听了之后催人泪下，这些民歌搭配上

蒙古族的乐器能够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三）反映战争类的歌曲

在蒙古族群众长期的生活之中，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战争，

所以流传下来的民歌有大量都是反映战争题材的，在歌曲中描述

了战争给当地人们所带来的痛苦，也反映出当地群众在战争中的

英勇表现，所以借助对这些民歌的鉴赏，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蒙

古族的历史。

（四）休闲娱乐类的民歌

民歌还具有休闲娱乐的功能，在察哈尔的民歌中，有很大一

部分民歌都是休闲娱乐题材的民歌，这些民歌借助诙谐的语言将

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在观看之后心态能

够更加积极向上。

除了以上几种民歌类型外，在当地还存在着一些宗教类的民

歌和儿歌，这些都是蒙古族民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察哈尔地区蒙古族民歌的艺术风格

察哈尔地区的民歌是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结合自

己对生活的认识，利用当地特殊的乐器来创作出的独具民族特色

的艺术，具有非常鲜明的蒙古族特色。

（一）民歌的曲调节奏独具特色

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民歌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民歌有着类似

的特点，发音的音调都非常广阔，而且民歌的曲调显得非常悠扬，

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是建立在察哈尔地区人民长期生产生活过程

中对大自然的感悟之上，在察哈尔地区，人们面对辽阔的草原会

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因此他们所表演出的民歌也具有这一

特点，能够充分展现出草原人宽广的胸怀，也能将蓝天白云之下

那种感受展现给听众，以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歌《走马》的演唱为

例，在演唱过程中，借助悠扬的曲调能够形象生动的将草原上走

马的场面表现出来，使听众在聆听中对草原中万马奔腾的场面产

生遐想。

（二）民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及特色

在察哈尔地区群众演唱民歌的过程中，充分将当地蒙古族群

众日常的生产生活融入到其中，通过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展示

出来为了加深人们的体验，在乐曲演奏过程中，经常会使用长短

调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来人为营造出节奏欢快的民歌艺术特色，

由于在民歌中融入了蒙古族群众的思想情感，因此民歌的内容和

表现形式独具蒙古族特色，能够带给听众全新的听觉享受。

（三）具有满清宫廷音乐的的典雅风格

察哈尔地区在清朝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其他蒙古族地

区相比，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繁荣。因此察哈尔

地区在音乐艺术上也独具特色，这一地区蒙古族民歌在发展过

程中充分吸取和借鉴宫廷音乐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传统的蒙古

族民歌进行艺术再造，借助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民歌在演唱的

过程中能够将满清宫廷音乐的特点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有助于

加深人们对蒙古族文化艺术的全面认识。借助对察哈尔地区民

歌艺术风格的研究可以充分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少数民

族民歌之间所具有的深厚联系，只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断发

展才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所以察哈尔地区蒙古族

民歌之所以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先进的

政治文化经济有着直接关系。

三、结语

音乐艺术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察哈尔地区

蒙古族民歌是整个蒙古族音乐艺术最典型的代表，对其进行研究

有助于人们不断加深对蒙古族音乐艺术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家对于保护察哈尔地区蒙古族民歌艺术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

深，借助研究活动的开展察哈尔地区蒙古族民歌艺术将会取得更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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