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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承基地调研的马山县壮族三声部民歌发展问题研究
邹　蕾

（南宁理工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作为国家级“非遗”，以其“壮歌经典”的寓

意传承至今。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壮族三声部民歌面临着传承的困境。本文运用文化遗产学，围绕壮族三声部民歌存在的突出问题，提

出具体的建议及措施，健全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机制、加强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人队伍培养、促进壮族三声部民歌保护与商业化的有机

融合，以期为马山县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帮助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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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非遗资源十分丰富，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共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有 42 项。作为国家级“非遗”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流传至

今已有千年历史。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市文化的强势入

侵，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与发展陷入了危机。笔者结合田野实

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思维，针对壮族三声部民歌在传

承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以期壮族三声部民

歌能够得到活态的保护与传承。

一、壮族三声部民歌概况

壮族歌唱的传统从歌圩活动演变而来，根据壮族三声部民歌

的歌词内容考证，民歌的发源可以追溯至约唐宋时期。1982 年，

到马山县采风的民族音乐学家范西姆发现了藏于大山中的壮族三

声部民歌，向世人再次展示了壮族三声部民歌淳朴的和声与悦耳

的调子。壮族三声部民歌顾名思义有三个声部，至少需要三位演

唱者才能进行演唱。第一声部由音色嘹亮的主唱者演唱，具有独

立音调；第二声和第三声部起到陪衬和声的作用，由两人或多人

和声互唱；三个声部相互协调，共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壮族三声

部民歌。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产生与地理环境、风俗节庆、劳动生

产等方面密切相关，后逐渐发展成为民俗活动、民间信仰、人生

礼仪（诞生、婚姻、祝寿）和“师公戏”中重要的音乐，是人们

的精神载体和精神寄托。2004 年马山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广西民

间艺术之乡”，2007年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 2008 年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马山县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现状

马山县是我国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在政府的扶持下，经过

音乐工作者和马山县人民共同的努力，马山县人民的生活逐渐有

了起色。马山县现有民俗文化展示馆及壮族三声部培训基地可供

人们欣赏壮族三声部民歌。

马山县民俗文化展示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模型、多媒体

等形式，从历史文化、美食美景、马山三宝和民族乐器方面呈现

了马山的魅力。不仅如此，还可以观看民俗表演，可以欣赏到壮

族会鼓、壮族三声部民歌以及瑶族蚩尤舞等民间艺术。

壮族三声部培训基地建于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人温桂元和温

建业父子家中。温桂元和温建业父子在马山县当地是较为优秀且

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歌歌手。温桂元老人从七岁开始学习民歌，年

轻时不仅能掌握三个声部的调子，还能自编歌词。国家每年为温

桂元提供补助，“这些补助一部分会拿来贴补家用，另一部分当

作培训班学员们的生活补助和路费”，温建业说，希望为来到基

地学习的学员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如他今年事已高，就将毕生

所学传授给儿子温建业，让壮族三声部民歌更好地传承下去。温

建业也是马山县壮族三声部培训基地的老师，平时由他来打理基

地、编写歌词和教学员们唱歌。基地每年 6 月至 12 月定期举办民

歌培训班，如果有演出也会召集学员们进行培训。目前，马山县

安善村壮族三声部民歌发展至今已有五代传承人。

三、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机制不健全

在培训基地的日常训练中，“非遗”传承人即是教师，教学

方式以“口传心授”为主，学生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模仿练习。

但不同学员的接受能力、演唱技巧及个人天赋不同，导致学习进

度不同，演唱水平良莠不齐。而且培训基地通常是一名老师指导

多位学员，学员人数最多时达到了 38 人。学员人数越多，教师对

学员的指导时间越短，教学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虽然县文化馆

每年都会派专员到培训基地对学员们进行声乐指导，但往往指导

时间较短，并没有形成系统连贯的教学，因此收效甚微。此外，

还存在教师教学考评不健全、不规范的问题。教师检查学员学习

成果的方式是以学员是否能够唱好壮族三声部民歌作为评判标准。

“学员们唱得好，就带他们参加县市级的文艺汇演。”温建业如是说。

（二）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者面临断层

壮族三声部民歌培训基地中，学员的年龄上至80岁下至6岁，

但是学员年龄的分布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基本没有年轻人愿意

学习。一是因为目前马山县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学习“非遗”

技艺无法满足年轻人的生计，他们更愿意做一些来快钱的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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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出打工，不能维持生计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二是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青少年能接触到更多的流行文化，对于

壮族三声部民歌这种“草根文化”缺少文化认同感。并且想要真

正学好壮族三声部民歌靠的不是一天两天的新鲜感，一些年轻的

学员因为耐不住寂寞，没有再坚持学下去。因此，壮族三声部民

歌在一定时期内会形成中间断层，导致学习技艺的学员断代，给“非

遗”的保护工作也带去不少隐患。

（三）壮族三声部民歌保护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

我国“非遗”丰富的地方大多是极为贫困的地区，最直接的

发展方式就是通过旅游开发，使村当地人走上致富之路。有的学

员在学习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后，就改变了初心，将注意力更多地

集中在商业化利益等行为之上。还有学员在学成之后会到附近的

旅游景区应聘山歌演唱员。但景区演出为了增加吸引力，就会要

求民歌演员在演唱时加入非必要的“花俏”的动作，穿着改良过

的民族服饰，亦或是要求演员改变传统的演唱形式，满足受众的

审美需求。在许多壮族三声部民歌舞台演出中可以发现，女声调

演员的肢体动作明显增多，演员们偶尔还会加入搓玉米、扛锄头、

拿镰刀、摇草帽等动作模拟劳作场面，以增添舞台效果，吸引观

众的注意。

四、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一）健全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机制

壮族三声部民歌中有一些原生态曲目，这些原生态三声部民

歌是世代“非遗”传承人口传心授、精心打磨的精品艺术，是壮

族三声部民歌活态传承的依据所在。例如，《生活美如霞》《美

丽姑娘江》和《鹧鸪岭上叫》等作品都能充分展现壮族三声部民

歌独有的音乐唱腔。因此“非遗”传承人通过多年积攒的经验教

学员们如何演唱原生态三声部民歌，学员们通过学习传承人口传

心授的曲目，体会原生态三声部民歌的精髓。

政府应为壮族三声部民歌培训基地及安善小学输送相应的教

育资源，例如每年组织专员到培训基地或小学校园进行壮族三声

部民歌的短期培训，教学次数可以相对频繁一些，教学周期也应

该适当延长，从而提升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质量。政府除了要

对“非遗”的传承工作进行帮扶，还需要对传承人或者学习者进

行考评，定期检查，首次不达标时对其进行引导和激励，后期如

仍不达标，则适当削减扶持力度，更有甚者可以直接取消其学习

或传承的资格。

（二）加强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人队伍培养

政府要加强对壮族三声部民歌财力、物力的支持。除了要给

予已经认定的“非遗”传承人经济补助，也要对“非遗”技艺的

学习者提供经济扶持，以提升其生活水平，使其认为传承“非遗”

比外出打工还挣钱，继而全身心地投入到“非遗”技艺的学习与

传承工作上。

政府部门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宣传力度，提

高中青年对于壮族三声部民歌以及马山文化的认同感，只有马山

县人民建立起文化自信，才能吸引更多的学员，将壮族三声部民

歌更好地延发展下去。在为壮族三声部民歌注入新鲜血脉的同时，

还应保护好年迈的传承人。需要收集和录制他们演唱的壮族三声

部民歌，还需要整理和存档他们平时留下来的笔记和创作稿。这

不仅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也是为中青年“非遗”技艺的

传承人或学习者进行教学、展示、传播和研究的宝贵资源。

（三）促进壮族三声部民歌保护与商业化的有机融合

马山县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是壮族三声部民歌能够流

传至今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中，

一定要注意到文化和商业的恰当比例。一方面，传承人可以对传

统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曲目进行微调，以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但

必须要在符合壮族三声部民歌常识基础上对歌词或表演形式进行

微调或修改，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胡乱改编。另一方面，可以

在确保不影响保护对象的基础上出发找到“非遗”与商业的平衡点。

例如，可以利用“非遗 + 研学”与“非遗 + 社群”的方式，让马

山县成为壮族三声部民歌教学科研的绝佳场所。也可以通过拍摄

与《舌尖上的中国》类似的记录片，利用互联网对壮族三声部民

歌进行传播，使壮族三声部民歌拥有商业变现的可能。支持“非遗”

传承人利用这些平台开展传承活动，帮助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发源

地获得更多收益。此外，还可以依托广西民族传统节日对壮族三

声部民歌进行传承，例如举办壮族三声部民歌比赛，引导群大众

参与到比赛之中，让壮族三声部民歌与经济获得双赢的效益。

五、结语

壮族三声部民歌能够流传至今，作为民歌届的一块“活化石”，

充分体现了壮族同胞的音乐天赋和艺术才能，是壮族人民智慧的

结晶。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于发展陷入了

困境，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机制不健全、传承者面临断层以及

保护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面对诸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壮族三

声部民歌必须要健全传承机制、传承人队伍培养以及促进“非遗”

保护与商业化的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壮族三声部民歌更

好地传承与发展。“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不仅能够推进乡村振兴，

还能够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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