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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视域下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 
马晓红 

（宁夏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宁夏固原市  756000) 

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有着丰富而多元的民族音乐文化，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音乐文化不断地被传承和发

扬。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首先阐述了口述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对口述史研究的

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其次总结了口述史研究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并从口述史理论角度出发分析了如何将口述

史视域应用于中华民族音乐学研究中， 后本文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对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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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of education of folk mus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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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Academy of Music and Dance  Ningxia Guyuan City  756000） 

Abstract：As a multi-ethnic country，China has a rich and diverse ethnic music culture，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music culture is constantly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Oral history，as a research metho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brief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then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our country，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al history 

theory. Finally，the important role of folk music 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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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不断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家政策、学校教

育与宗教政策的实施，让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活动逐渐开

展起来。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具有独特而悠久历史的

艺术形式都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不同

程度地冲击。因此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

民族地区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口述史视

域下如何将口述史视域应用于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进行论述，为

我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以及对今后工作开展

方面有重要意义。 

一、口述史研究的意义 

口述史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口述历史进行记录、整理与分

析，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再现。口述史的内容包括个人历史、

族群历史以及国家民族的发展等。在对口述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要注重口述者的参与，使他们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对

于一些重要人物进行采访与整理，以备日后运用和借鉴。口述史通

过对个人亲身经历者口述、相关人员参与等方式来记录这些珍贵而

真实的资料。口述史研究是利用先进手段保存历史证据，记录重要

事件。因此，对于民族音乐文化而言，口述史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记

录手段，可以有效地保存珍贵而真实的音乐文化史料。口述史是一

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式，它在历史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把它引进到音乐史领域也是理所当然的。近几年，口述史的

相关理论和方法已有了一定的成果。由于口述史的目的在于发现和

收集史实，形成口述记录，以弥补档案材料的不足，而在口耳流传

之后，所搜集到的材料产生的前后矛盾，则必须通过其它的研究手

段加以证实或证伪。 

二、口述史在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中的应用价值 

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具有历史教材所无法替代的载体功能，是

我国传统文化传播于国际，并获取世界人民高度认可的文化载体形

式。在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中，口述史研究可以充分发挥

其优势，为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贡献。首先，口

述史研究可以在丰富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口述

史是一种以采访为基础开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个体回忆、群体回

忆或专家、学者访谈方式获取研究对象关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状况等

内容信息。其次，口述史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及人文情怀的方法，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与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有

关的。以口述史来研究民族音乐文化可以加深对民族音乐文化中各

种形式的认识，使之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及传承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后，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来保护和传承国家传统文化、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

繁荣，同时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口述史又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教

育传承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中国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里，少数民族的音乐在中国民族的传

统音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民族

音乐的发掘、整理、继承和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非常重

视对民族音乐的培养，历代音乐学者的快速发展和成就，表明了新

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和发展的伟大成就，为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和艺术

发展的规律，与其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教育存在一定的距离。由于

上海和中央音乐大学相继开始招生少数民族音乐，为了培养少数民

族音乐人才，中央民族大学也相继开始招生，直到今天。大部分是

汉族的学生，或者是从民族区域过来的。同时，政府还对民族区域

的发展进行了政策上的扶持，实施了“民族高水平的高素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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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大量的研究论文、

专著、调查报告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该专业的设立对于培养民族

音乐专业的人才、发展民族音乐的科研、传播民族音乐的文明、维

护民族音乐的多元化、传承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口述史在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中的应用策略 

1.注重口述史的当代史属性 

在对民族音乐学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时，应着重关注“口述史”

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应用方法。由于“口述史” 显著的特点是当代

人们记录自己的回忆，因此，接受访谈者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界限

而进行口头陈述。“口述史”的实质是“当代历史”。例如，阮宝娣、

定宜庄、乔建中、梁茂春、谢嘉幸、陈荃友、丁旭东等人的有关著

作，都是针对某一时期的当代人物的口述记录，并将有关史料和第

三者的材料加以提炼、丰富、阐释，力求使“口述史”的研究成果

达到 大的可信度。 

通过以上对口述史的定义和应用价值的阐述，可以看出，口述

史是一种以史料为基础，以现场参与为主要方式进行的史事记录。

与历史著作不同，口述史不需要将史料进行复制、粘贴等形式来保

存历史信息，其主要是将资料进行有效地加工整理并还原再现。从

口述史理论角度分析了如何将访谈对象的口述历史信息融入到中华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使之成为研究民族学、文化史、科技史和宗教

史等领域的重要史料。通过口述史理论分析指出：口述历史不仅是

一种记录手段，更是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形式。其在记录和研究民族

音乐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

我国民间文化遗产也在逐渐被发掘、整理。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在这个地区有

很多的音乐文化。而其中以回族和汉族为主的民间艺术，更是其主

要构成之一。其中回族民间音乐“马头琴”和“花儿（民歌）”具有

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马头琴”又称“马头儿琴”，主

要流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海原县一带，由蒙古族马

头琴大师乌仁那木齐创作而成，是中国三大少数民族乐器之一，也

是宁夏民间乐器中 具代表性的曲目之一；此外宁夏“花儿（民歌）”

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在“花儿（民歌）”的创作中，

乌仁那木齐主要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进行创作，收集和整理大量民

间传说与故事，使民间歌曲更加具有了故事性和可读性。 

2.音乐口述史教育传承必须重视历史文化 

口述史研究的应用价值是非常显著的，我国在政策层面上给予了

大力支持，如民族音乐学中口述史的应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当前

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瓶颈，如在民间流传的

文化习俗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以及在学校教育中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传承时遇到了困难和瓶颈。另外对于一些民间艺人来说，

由于自身对民族音乐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等方面知识的缺乏，在民间传承过程中存在很多误区。随着口述史视

域下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口述史研

究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和教育发展过程中能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

目前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口述史视域下的中华民族音乐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首先，在国家政策上，要鼓励各民族在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上相互交流与合作。其次，要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以民族音乐

文化为核心的博物馆或文化馆等教育基地。并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应

用于民族学、音乐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中，以此来传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后，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社区文化中心

的同时，还应该鼓励以民间音乐为核心的各类表演艺术团体等文化

机构建立和完善民族音乐传承和发展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

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3.“口述音乐”的记录与采集的过程与民族音乐学 

在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口述的方法也很普遍，很多民间的

神话和宗教的传说都是通过口传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在方法上，我

国的民族音乐有两大学科特点：一是对音乐的实地考察，二是“口

述史”的出现，说明“口述史”在我国民族音乐发展中具有独特的

地位和传承意义。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口述”是对传统的研究

模式进行新的反思。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条件的好转，少

数民族音乐家们对于各个族群的音乐的本体论和个人形式的独立思

考，寻求其所具有的文化土壤，而获得这些资料的 直观的途径，

则是对他们的主观印象、生活方式和音乐特点进行仔细地观察和记

录。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由于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增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继承

和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当代少数民族音乐人是促进民族音乐

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口述史为手段对民族音乐人进行分析是一

种新的探索和必然选择。在传承发扬民族音乐的前提下，必须顺应

时代发展的需求，以改革创新的思想，对民族音乐研究和传承方法

进行适当的调整。左玉河先生曾号召：“做好口述史 重要的是要有

奉献精神”，传承当代民族音乐艺术文化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认为，在当前民族音乐家的研究中，我们应当重视口述访谈技

巧，从而更好地理解受访者的真实想法。通过加强对当代少数民族

音乐家的口述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结语 

口述史是一种基于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研究方法，通过口述史料

的记录，可以还原被口述者在过去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以及对过

去历史事件的叙述。随着口述史学和口述史研究方法日渐成熟，也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中华民族音乐学领域当中。因此，本文通过结

合当前政策和民族宗教方面的要求对口述史在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

承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就当前情况而言，文化领域中

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民族音乐也需要在教育层面上进行完善和提升。只

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各少数民族同胞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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