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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川南民间音乐的文化传承思考研究 
李环成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我国民间音乐的发展源远流长，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川南民间音乐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长的发展历史为许

多学者所重视。然而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当前川南民间音乐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如何做好新时代背景下的川南民间

音乐文化传承和发扬工作，就成为了一项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当前川南民间音乐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探究了新时代背景

下川南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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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川南民间音乐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除了具有一定的音乐价值之外，还具有广泛的历史传承性和文化

价值。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挖掘川南民间音乐的特点和文化内

涵，并且结合时代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文化传承策略就显得尤为重

要。 

一、川南民间音乐的起源及历史发展  
川南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南部的宜宾沪州、自贡等地，这些城市

这些城市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同时

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事实上，由于这些川南城市具有较大

的人口流动性，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许多劳动人民逐步创作

出了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民间歌谣。这些民间歌谣也是了川

南文化的组成内容之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挖掘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川南民间音乐有着较长的发展历程，这与其独特的发展魅力和

文化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我国民间音乐的种类和内容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丰富的，这些民间音乐或是表达了劳动人民对

于丰收的喜悦、或是表达了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思考，都能够直接

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心态。当前，随着新时代的逐步发展，川南民间

音乐开始呈现出一定的流行元素，逐步出现了将传统的诗词内容与

流行音乐曲调进行融合的趋势，这也是川南民间音乐新的时代特点

与活力。不过，不管川南民间音乐如何发展，其本质仍然是反映人

民群众真实生活的载体，研究川南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对于提高

文化传承度，了解川南地区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二、川南民间音乐的艺术特点  
(一) 川南民间音乐的创作特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川南民间音乐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

特色。具体来说，从歌词方面来看，川南民间音乐的内容大多充满

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富有勃勃的生气与活力；其次，川南民间音乐

的语言大多采用本土方言，所以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快的传

播速度。另外，虽然川南民间音乐的结构格式不固定，但是其注重

平仄对仗，因此能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聊天感，拉近了与群众之

间的距离。而川南民歌的创作手法方面，不论是何种创作风格的民

歌种类，其都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川南地区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由

于川南地区人口较为密集，同时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所以相比于

其他地区，川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欢快性，同时

在演唱过程中还讲究节奏的抑扬顿挫，并且在部分唱腔的结尾处还

会混合四川地区特有的方言腔调，使得这种民族音乐具有较强的听

觉效果。  

(二) 川南民间音乐演唱的艺术特点  

同我国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一样，川南地区民间音乐的演唱形

式较为简单直接，也分为独唱、合唱、对唱等形式。同时，川南民

间音乐的演唱形式不拘一格，在田间地头、赶集，聚会过程中都可

以演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川南民间音乐的演唱讲究真情实感，

具有一股铿锵有力的阳刚之气，语言直白且明亮欢快。  

三 、川南民间音乐的艺术价值  
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诗经》中的《国

风》一篇，该诗集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地区，反映出了我国北方地

区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生产劳动、爱情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主要场

景。同样地，川南民间音乐与《国风》的有关内容相对应，反映出

了四川南部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日常生活情况。通过川南

地区民间音乐，人们能够获得美的享受，激发对于生活的热爱之情。

实际上，除了能够为川南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调剂之外，川南

民间音乐还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价值。这主要是由于川南地区民间音

乐歌颂的情感范围较为广阔，其包含着爱情、亲情、友情等真挚的

情感，也包含着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勤劳、勇敢、善良等良好的道

德准则。借助对这些音乐元素的欣赏，川南地区的人民群众能够在

潜移默化当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与修养，这对于其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川南地区民

间音乐不仅具有独特的音乐价值，同时还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和文

化含义。 

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川南民间音乐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川南地

区民间艺术的一种，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四川地区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其早已伴随川南地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并且融入到了川南地区人民的血脉之中。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

研究和继承川南民间音乐，对于川南地区独特历史文化的发扬有着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南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  
（一）地域普及力度严重不足 

当前，川南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表现

为地域普及力度不够。尽管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川南地区相关学

校普遍开设了音乐课程，但是并没有将民族音乐内容与音乐课程进

行有机融合，音乐教学时只注重对通用教材的鉴赏和练习，没有单

独开辟川南民间音乐的有关内容，学生大部分乐理知识的学习也与

西方音乐内容有关。  

（二）川南民族民间音乐人才不断减少 

随着，国际音乐领域的逐步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生存空间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许多音乐人才大量外流。尤其是对于川南民

间音乐来说，由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对其不够重视，导致相关

人才的待遇较差，进而使得川南民间音乐人才数量进一步减少。 

（三）川南民族民间音乐自身的特点逐渐消失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增强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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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音乐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的诸多流行音

乐受到了川南群众的广泛喜爱，这就造成了川南民间音乐一些传统

特点的消亡，增大了传统川南民间音乐发展的阻碍。 

五、川南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策略  
（一）加强民间音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之一。而作为具有独特地方特色以及深厚文化底蕴的地

区，川南地区较为川南地区较为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可以为旅游产

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事实上，加强民间音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也

能够为川南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扬做出贡献。现阶段，川南地区民

间音乐的种类和形式在不断丰富，人们也开始逐步提高了对于川南

地区民间音乐的重视程度，甚至有部分民间音乐种类被列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果将旅游产业与川南民间音乐进行有机融合，那么就

能够实现对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从而丰富川南地区民间

音乐文化创新与传承的多样性。同时，这种模式还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催生相应音乐文化品牌的出现，进而提升人们对于川南地区民间

音乐的关注度，反向推动川南地区民间音乐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除此之外，将旅游产业与川南地区民间音乐相融合的方式，

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切实增加川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收入。 

（二）引导民间音乐从乡村走向城市舞台  

川南地区大多数的民间音乐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诸多民间音乐活动开展都是以传统习俗和传统节日为载体，并且与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调查显示，目前川南地

区民间音乐文化传承呈现出乡村发展较为缓慢的特点。这主要是由

于川南地区在开展乡村民间音乐时，缺乏较为专业性的场所及设

施，同时部分乡村学校内也没有提高对于川南民间音乐的重视程

度，没有开设针对性的课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川南民间乡村音乐大多通过线下方式进行演唱，而当前人们获取信

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或互联网设备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川

南民间音乐的影响度。针对这一状况，川南地区有关部门必须切实

做好民间音乐从乡村走向城市舞台的工作。深入挖掘广泛的民间音

乐素材，借助电视、互联网等设备加大对于川南民间音乐的宣传力

度，在保留川南民间音乐原始面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做好民间

音乐的发扬工作，使更多人能够了解川南民间音乐文化，从而为川

南民间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促进传播方式多元化 

为了全面做好川南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工作，相关部门和人员

必须促进民间音乐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引导人们从根本上接受和爱

上川南民间音乐文化。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

一，将川南民间音乐文化的有关内容与幼儿园、小学阶段的音乐课

程融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从小树立民族音乐意识，感受到穿来民

间音乐的魅力所在；第二，川南地区有关部门和人员需要重视对于

民间音乐人才的培养工作，依托少年宫、文化馆等场所，定期举办

各种各样的川南民间音乐教育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邀请一些

老一辈的艺术家对学生进行指导，提高民族音乐教学的专业性和严

谨性；第三，川南地区相关高校和机构必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

好川南民间音乐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开发各种具有川南地区特色的

间音乐课程，从而为川南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工作做出贡献。  

（四）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川南地区有关部门必须重视民族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借助西

部大开发战略完善川南地区乡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为民间音乐的

发展和传播挖掘一个良好的渠道。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和人员必须

制定专门的人才补贴机制，免除相关音乐研究人才的后顾之忧，提

高他们的待遇，使得相应专业人才能够潜心做好川南音乐文化的发

掘和传承工作。  

（五）强调音乐特色的延续与创新 

川南地区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需要自身的不断更新，结合

时代发展的特色，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与

人员必须切实尊重川南民间音乐的特殊性，在挖掘音乐文化主体的

前提下进行继承。事实上，对于民间音乐来说，其所要表达的内容

是与其传承主体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的。因此，要想做好川南地区

音乐文化的继承工作，就必须通过与时俱进的手段为其发展注入一

些新的血液。为了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有关部门和人员可以针对

某一具体的川南民间音乐形式，与专业的音乐研究机构和人员进行

合作，在不改变民族音乐文化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一些新的流

行元素，这有助于川南民间音乐文化在内涵和形式上的创新与突

破，对于川南民间音乐的发展和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多措并举持续强化保护力度 

川南地区有关政府和部门必须结合新时代特点，创新对于民族

音乐文化的传承机制。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大对于民间音乐发展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吸引更多社

会组织和人才加入到川南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工作当中；第

二，要组织设立专业性较强的川南民间音乐保护机构，并且提高机

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和责任意识；第三，要借助信息技术等新兴技

术，实现对原有民间音乐文化传承路径的创新，使得川南地区民间

音乐文化发展更具活力；第四，要借鉴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际上的

民间音乐艺术先进的传承经验，提高川南地区民间音乐传承和保护

工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川南地区民间音乐的保护

和传承工作是尤为必要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必须切实对当前时代背

景下民族音乐发展的特性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川南地区特有的民族

风情和地域特点，寻找到川南民间音乐发展痛点所在。在此基础上，

相关人员必须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变化以及大众的音乐审美需要，

对川南民间音乐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策略进行动态调整；借助

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实现对原有川南地区民间音乐文化传承

路径的突破与创新，从而为川南地区民间音乐以及我国文化多样性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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