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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间艺术传承方式 
梁静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  250000） 

摘要：通过电影《百鸟朝凤》，浅析民间艺术的传承。结合封建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家
庭，对当时民间艺术传承方式进行分析，探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产生影响的因素。同时，将其与当代产生影响的
新因素进行比较，对适用于当代、能够推动民间艺术传承的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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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的传承方式：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焦家班在传承吹奏唢呐这项民间艺术

的过程中，班社由盛转衰的故事。整个故事以小见大，讲述的不仅
是焦家班的故事，也展现了民间艺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在传承
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境。 

1.1 言传身教 
民间艺术凝结着广大民众的智慧。他们的创造者多数来自民

间，大多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这里的“文化”是指对于文
字阅读和书写的能力，精典文化的教育。这个特征和文人艺术的创
作者相比尤为突出。这种“文化”的缺乏使着艺术在传承过程中必
然存在口传、物传、心传三种方式。 

1.2 心领神会 
无论是哪种类型艺术的发展与传承，都离不开创造者通过自己

的艺术灵感去心领神会，去感悟，去创新。这种悟性不完全被艺术
素养和技巧的累积所替代。只有艺术素养和技巧的累积与良好天赋
悟性的相辅相成才能够更好地达到艺术更高的境界。 

1.3 行帮、行会与商业化 
在民间艺术中，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艺到作坊再到行会行

帮，艺人的身份在此期间经历了由单纯的艺人变为集设计、生产、
经营于一体，再到后来出现了工商分离的转变。虽然艺人们自身可
能并没有意识到在创造艺术，但他们确实通过自身的积累和创新为
民众提高了审美情趣，也在有意或无意中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和
传承。 

1.4 祭拜祖师与其他规范 
电影中焦家班“传声”的日子，桌案上供奉了“历代祖师”。“祖

师爷”的概念融入了宗教和祭祖观念，在艺术传承中是一种统一匠
人的手段。艺不外传、子承父业、艺不传女、艺有秘诀等等，上至
帝王，下至百姓，男子家长制都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深厚的影响。
作为家长的男性是技艺、材料、工艺和传授权等等的掌握者，这样
的形式在民间艺术的传承过程中比较普遍。 

1.5 择优而取 
无论是哪种类型艺术的发展与传承，都同样经历了在长期的传

承过程中择优而取。择优不仅是传承优秀的传统艺术，也是继承者
在传承过程中结合自身经验，注入新内涵，创造新形式，变古而出
新。同样这种“择优而取”也并不局限于技艺的优劣。电影中的唢
呐班班主焦三爷在挑选继承人时并没有以天赋和艺术素养作为最
重要的标准，而是以道德为首要。 

2 文化环境的影响： 
2.1 家庭 
以血缘为纽带，由氏族公社产生到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家庭，

为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环境。在封建社会中，家庭不仅担负着
传宗接代的职能，同样也是传播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技艺传承的场
所。家庭内的传承客观上为传承人提供了相对便捷的博采众家之长、
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在电影中，焦家班所展现的则是师徒间的传承，
从中能看出在师父与徒弟之间的选择所存在着双向性。 

2.2 道德 
在电影中，唢呐的演奏不局限于娱乐功能，也有在丧俗活动中

对逝者生前行为进行评价这一职能——道德平庸者只吹两台，中等
者吹四台，上等者吹八台，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奏“百鸟朝凤”。
礼教导致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僵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行为起

到了道德约束。唢呐匠一直能够传承，不仅仅因为娱乐的功用，也
因其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顺应当时主流文化的实用性和功利
性。因此，焦三爷在选择传承人时，更看重徒弟的道德水准和对于
唢呐的爱惜程度。 

3 当代的传承： 
中国的主流文化和所追求的社会价值观在传统基础上发生了

变化，对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有文
化自信，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要
顺应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传承方式不能满足时代的高速发展，要让
民间艺术与时代同行，继续传承下去，就必须要有与时代接轨的传
承方式。 

艺术的传承要营造建立传承应有的法治秩序和环境。我国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发布并实施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提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 

科技的发展为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模式、材质和工具。人们
可以通过各种软件了解、学习各类艺术，这是现代传承方式相比于
传统传承方式的优势所在。 

民间艺术在当代要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就必须要营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我国提出了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等政策，也有相
应的电视艺术《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电影艺术《百鸟
朝凤》等等，将艺术融入教育中，融入到生产生活中，从而达到普
及、传承、发展的目的。 

要传承民间艺术还要与市场接轨。在当代，促进传统艺术与文
化产业的结合是艺术与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创新的必然趋势。
文创产品可观的销量能够看出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
喜爱。 

与市场接轨时，仍需避免由于部分艺人和经营者只顾眼前利
益，产生或粗制滥造的“艺术品”或缺乏趣味和内涵、色彩粗俗、
造型丑陋的产品。如果长期被充斥着这样的物品，人们对美的认识
会产生模糊，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将不再。传承艺术之美不能完
全依靠数量稀少的极美的物品。 

综上所述，民间艺术想要更好地传承，就要与当代民众的教育、
生产、生活相结合。通过技法的传承，内涵的巧变，形式的妙用，
将民间艺术与当代优秀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人民生产生活
相融合，才能使民间艺术真正的活起来，长久的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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