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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北川羌族情歌的艺术保护 
孙涛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621000） 

摘要：北川羌族的民乐曲调丰富，旋律优美，但是其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由于北川羌族情歌在羌族民谣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是羌族青年男女恋爱时所唱出的一首歌。因此，本文从北川羌族情歌入手，对北川羌族民歌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就北川羌族

情歌的艺术保护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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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羌族在岷江上游这个独特的地域内，繁衍生息，并

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了羌族的辉煌文明。羌族文化丰富多彩，促进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羌族民歌的产生，与羌族民族的牧区生活密切

相关。自古以来，人们在劳作与生活中，都以歌唱为乐，通过歌唱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达到彼此交流的目的，而北川羌族情歌就是在

这种环境下产生。 

一、 北川羌族民间音乐生存现状 

羌族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长的历史，相传中国最早

的奴隶国家夏朝的创造者就是属于这一民族。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

的一支古老的羌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迁移到了西

南地区，经过漫长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样子。羌族没有文字，属于

藏语和藏语的羌语分支，自清朝以后，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大部

分的羌人都能说汉语，只有在那些十分封闭的地区，才能用他们的

语言进行沟通[1]。由于“改土归流”等因素，北川的汉族现象十分

突出，只有少数年迈的老人会说羌族语言，而大部分羌族人已经失

去了自己的母语，但是在民居建筑、服饰、饮食、歌舞、婚丧仪式、

节日庆典、宗教信仰等各方面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 

羌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些年轻的

姑娘们，要么已经年迈，要么已经去世，会唱歌的人年龄都超过了

50 岁，年轻的一代人对传统的爱情歌曲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对自

己的父母能唱出这样的歌曲感到惊奇。其实，北川羌族的爱情歌曲

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危机。由于年轻

人的感情比较自由，再加上计划生育，羌族对孩子的学业也很重视，

有能力的家庭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更好的地方去接受教育，北川

羌族的年轻人也愿意出去打工，年轻人在野外劳动的时间也大大减

少。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也一去不复返。北川羌族民乐的消亡，与

北川羌族民乐的生存环境有关。北川羌族民间音乐，在体裁、主题、

歌唱、抒情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北川地方特色，其音乐文化价

值不可忽略。如果不把这些流落在民间的珍品全部收集、整理、出

版，让后辈传唱下去，而是放任它们自行消亡，那么就会变成民族

音乐文化的一种悲哀[2-3]。北川的有识之士，在“5·12”地震发生

前，就认识到了北川羌族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及其在民族民间音乐中

的重要地位，收集了大量的民乐，并聘请了专门的音乐家来制作具

有羌族特色的曲子。但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导致大量的珍贵

音乐资料被泥石流掩埋，加上北川县文化馆全体职工的死亡，致使

对北川民间音乐的研究也因此而中断。 

如今的青年男女已不需借助情歌来谈情说爱、消磨空闲时光

了，情歌也慢慢失去自由鲜活的民间存活、传习方式。但地震后，

北川羌族儿女也逐渐意识到老祖宗给他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遗产。

可喜的是，现在北川有越来越多的羌族青年男女喜欢上了本民族的

音乐文化，也开始学习演唱情歌、酒歌等。在北川羌族民间艺术团

的节目中，也有本土情歌对唱，深获观众好评。相信众多热爱北川

羌族音乐的朋友们会进一步发掘出北川羌族情歌更深层次的精神

价值、音乐价值和商业价值，并将北川羌族情歌乃至整个羌族民间

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二、自媒体时代北川羌族情歌的保护及发展对策 

（一）做好北川羌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需要用爱情歌曲来表达爱情；消磨着闲暇的

时间，爱情歌曲也渐渐地从鲜活的民间中消失。但是，在经历了这

次大地震之后，北川羌族的孩子们也开始认识到祖先留给他们的珍

贵遗产。如今，北川羌族年轻人对自己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学会了唱情歌、酒歌等。北川羌族民间文艺团体还表演了当

地的爱情歌曲，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相信许多喜爱北川羌族音乐

的人，一定会把北川羌族情歌的深层精神价值、音乐价值和商业价

值挖掘出来，使北川羌族情歌以及羌族音乐文化得到有序传承。 

北川有关部门和音乐工作者要对北川羌族民歌进行全面的收

集，做好文献、音像材料的归档和整理；发表；发行、灌制光碟。

加强北川羌族民乐的研究，使其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民间音乐。一方

面，保留传统民乐的风格，保留其原生态；另一方面，从民间音乐

中吸取营养，通过改编、修改、结合传统民乐的韵律，创作出适合

青年人品味的羌族乐曲。此外，北川政府还将每年举行一次的北川

羌族民间音乐节，以此来提升北川羌族的声望，并推动新一代、新

一代的交流与学习。目前羌族音乐创作方面相对欠缺，北川羌族民

乐的文化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创造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过

程中，作者认为可以从藏族的实践中汲取经验。藏族的各类音乐光

盘，在全国都有销售，这不但方便了藏族音乐的传播，也带来了良

好的经济和良好的循环，使藏族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民谣源于

民间，亦须为人民所用[4-5]。我们可以坦率地说，民间音乐是无穷无

尽的，并且它也处于一种变化之中，这是基本的发展法则。然而，

大众的自觉意识却是民族音乐未来走向的关键，也是民族音乐得以

存活的根本所在因此，还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羌族情歌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活动中。 

（二）加强北川羌族民间音乐的宣传工作 

近二十年来，在县政府的领导下，政府各职能部门运用现代先

进的媒体技术，对当地的民族音乐进行深挖，为弘扬羌族文化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媒体也不断对北川羌族文化进行

了报道，绵阳电视台制作的《羌谣》、《故乡的翅膀》、《羌魂》、《风

从羌山来》等歌曲以及县电视台拍摄的《北川羌族(系列)》和《正

河访古》等节目，把北川羌族民俗文化的细节展示给观众，保留了

大量的珍贵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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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度羌族节庆活动在山西省左权县举办，并且在大禹诞辰

4133 周年也举办了庆典活动，使北川羌族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

另外，县里还组织了多次的羌族歌舞演出，使县内外的群众都能领

略到北川羌族民间音乐的无穷魅力，同时也能感受到北川羌族的民

俗风情，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互相学习。2009 年，北川县文

化局申报了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20 多个项目，“口弦音乐”是

国家级非遗项目，“羌笛演奏技艺”、“羌族沙朗”、“许家湾十二花

灯”等已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

到：“山虽高，却有仙人。”“水不在深，龙在灵。”这首诗很好地诠

释了这个品牌的广告效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通

过一首优美的民族歌曲来认识、认识、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一个地

区，例如《蝴蝶泉边》就能让我们了解云南白族，《我们新疆好地

方》让我们了解新疆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神奇的九寨》更是

让人们对九寨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距离北川并不远的康定藏汉

混居小镇康定，也因为一曲《跑马溜溜的山上》而声名鹊起。北川

目前尚无一支有特色的民谣，作者认为，要把重点放在打造一支具

有代表性的羌族歌曲上，当然，提炼、打造、推广、宣传都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三）对北川羌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承 

北川是全国仅存的羌族自治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2008 年的一次特大地震使北川遭受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在重建

家园时，社会各界纷纷提供帮助和建议。就音乐界而言，不少音乐

学院和有关部门已建立起保护机制，为抢救、保护和传承羌族民间

音乐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合力创办了羌族民间音乐研究中心[6]。

但是，仅仅依靠外力，也只是建立了一个思想体系，要解决北川羌

族民乐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后人来继承。北川的羌族村落，

应该制定一些民俗文化的传承制度，按村为单位，设立羌族民间音

乐培训班，每月将县内民间音乐进行交流、分享和学习。 

另外，要在区域内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并将当地资源整合起来。

绵阳市有三所高校，分别是：绵阳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和四川音乐

学院，三所音乐院校均有较强的音乐教育能力，建议三所地方院校

设立羌族民族音乐专业，重点发展北川羌族舞蹈、民歌、器乐专业，

并从北川羌族优秀的民间音乐人中选拔羌族学员。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羌族文化（北川羌族民乐）的选修课，并定期举办北川羌族民

间音乐文化讲座及报告会。只有在当地民族文化发展的时候，他们

才会使用。相信这样的校地共建、注重人才、面对面地接触传统音

乐资源、长期的专业培训，将对北川羌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发展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推广北川羌族民间音乐与旅游相结合 

北川县的各个旅游景点基本都有传统的歌舞演出，以羌族民歌

为卖点，但是羌族的传统情歌对唱还没有成型。在广西桂林的天

籁·蝴蝶泉，侗族吴氏吴氏家族 101 代族长吴金敏，把侗族情歌的

音乐和商业价值结合在一起，邀请游客欣赏侗族情歌，签名销售侗

族情歌，游客可以付费（或不付费）与艺人合影，这一举措既促进

了侗族情歌的发展，又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旅游价值[7-8]。北川

羌族的情歌与侗族的情歌一样丰富，作者认为，可以借鉴广西的情

歌，把北川羌族的情歌与北川的旅游结合起来，既是一箭双雕，也

是一箭双雕，推动了北川的音乐、文化、旅游业的繁荣。 

（五）北川羌族民间音乐应突出民族特色 

北川羌族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因“地介汉番”而深受多种文化

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其民间音乐与汉羌文化相结合。拿北川羌

族民歌而言，其歌词具有汉族文学的神韵，但其音乐风格具有民族

特色。北川羌族民歌中也有大量的叙述性民歌，证实了羌族在明清

时期的“汉化”。在对北川羌族民歌进行甄选时，要注重加强具有

民族特色的音乐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在民族美学中，营造出浓

郁的民族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民族风情。新创

作或改编北川羌族音乐时，要充分考虑羌族的特点，使之具有鲜明

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如白石祭祀、羊皮鼓、羌族的爱

情象征-羊角花、高山的青稞、建筑、服饰、饮食、习俗等，这些

都应该融入到羌族的民乐中，使北川的羌族音乐能够更好地反映北

川羌族的生活和个性[9]。 

结语 

羌族情歌是羌族民间歌谣的一种主要形式，这是羌族世世代代

流传下来的民间文艺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表达的思想基

本都是健康的。羌族情歌具备浓厚的情感，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对

爱情的渴望和勇敢的追求，以及对不幸的婚姻的愤懑，羌族情歌的

传承与演变，是羌人情感情感的艺术体现。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应

该重视保护和继承北川羌族的爱情歌曲，使优秀的爱情歌曲得以广

泛传播，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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