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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裕固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探究

吴灵萍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30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代媒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裕固族民歌是裕固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裕固族民歌也面临着一定的传承困境。本文以裕固族民歌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在当下传承与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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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裕固族民歌概述

裕固族是中国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着丰

富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裕固族民歌是其民族文化的瑰

宝。裕固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

及酒泉市黄泥堡等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裕固族人民

经历了多次的迁徙和融合，其民歌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

成和发展。它有两种艺术风格：其一为豪放粗犷型，节奏

明快有力，旋律高亢激昂，多展现劳动场景与豪迈情感，

代表作品有《青色的宝马》等；其二为抒情优美型，节奏

舒缓轻柔，旋律婉转悠扬，常抒发爱情、生活中的细腻情感，

代表作品有《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等。

由此可见，裕固族民歌作为裕固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

分，它不仅是一种音乐表现形式，更是凝聚民族精神、传

承民族记忆、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因此应得到我们

的珍视与传承。

2.	传承和发展裕固族民歌的意义

2.1 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共同构筑而成的璀璨星河。裕固族民歌是裕固族特有的民

族传统文化，传承裕固族民歌，可以提升人们对裕固族的

民族文化认同感，其次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相互理解，增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欣赏，

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与弘

扬。同时，传承和发展裕固族民歌也是维护和发展中华民

族文化多样性与繁荣的重要举措。

2.2 有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发展

裕固族民歌为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

究提供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可以拓展学术视野，

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首先，在民俗学研究中，裕固族民歌作为民俗文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该民族的劳动生产生活等信息。通

过对其研究，可以还原裕固族人民的生活场景，揭示其社

会结构、民俗习惯的演变历程，为民俗学提供实证资料，

推动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深度的拓展。

其次，在人类学方面，裕固族民歌反映了该民族在特

定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的适应策略、文化传承机制等。

传承裕固族民歌，能够为人类学者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人

类文化多样性的独特视角，促进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

完善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最后，在语言学方面，裕固族民歌中的歌词语言具有

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运用等。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揭

示裕固族语言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语言接触研究等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丰富语言学的研究

内容。

3.	裕固族民歌的发展现状

3.1 裕固族民歌的传播渠道

3.1.1 民间歌手

裕固族民歌传承的中流砥柱是民间艺人歌手。他们凭

借对民歌的热爱，积累了大量的曲目，并在民间聚会和仪

式场合进行演绎。他们的演唱风格自然、质朴，极具地方

特色，能够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通过与观众的互动交流，

民间艺人歌手不断激发着民众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从而

有效地促进了民歌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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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政府部门

政府宣传部门在裕固族民歌的传播中发挥着宏观指导

和资源整合的作用。通过制定文化政策、规划文化发展战略、

组织大型文化活动等方式，为裕固族民歌的传播创造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3.1.3 新媒体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也为裕固族

民歌的传播创造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便捷的渠道。社交媒

体、短视频平台等成为了裕固族民歌传播的新阵地。新媒

体虽然极大地拓展了裕固族民歌的传播范围，吸引了更多

人的关注，但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3.1.4 文化机构

作为专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机构——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其在裕

固族民歌的保护、研究和传播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

开展普查、记录、整理等工作，该中心建立了裕固族民歌

的档案资料，为研究和传承裕固族民歌提供了基础。

3.2 困境

裕固族民歌通过家族代际传承得以延续，而如今伴随

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大多凭借新媒体平台来满足自身的

精神文化诉求，唱歌已经不再是往日的娱乐方式之一。此外，

文化传承的断层、传承方式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影响等

问题，均对裕固族民歌的传承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3.2.1 文化传承的断层

目前，主要传承裕固族民歌的人多为年长者。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们的身体状况和传承能力逐渐下降，而现在

的年轻人因外出求学、就业等原因，长期远离家乡，导致

家庭内部传承的链条出现断裂；同时没有形成完善的从年

轻一代中选拔和培养传承人的机制，缺乏激励年轻人参与

传承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导致传承出现断层的危机。

3.2.2 传承方式的局限性

裕固族民歌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然而，

这种传承方式在当今的社会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

传承的范围较为有限，往往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裕固族民歌的传播。其次，这种传承

方式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如社会变迁、文化冲击等。

3.2.3 多元文化的影响

在现代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流行文化、外来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裕固族年轻一代的人们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他们更多地倾

向于流行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元素和形式。相比之下，他们

对本民族民歌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和魅力的认知逐渐

淡化。

4.	新媒体时代裕固族民歌的传播策略

在新时代媒体的环境中，尽管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

呈现出多元化与便捷化的显著特征，但裕固族民歌的传播

效果仍不尽人意。

在传播内容层面，裕固族民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传

播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其歌词中所承载的民族历史

等元素，没有以易于理解和吸引人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群众，

导致观众难以领略其魅力，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

在传播渠道方面，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虽为其提

供了传播空间，但缺乏系统的策划和推广策略，使得传播

呈现出分散、无序的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传播合力。

4.1 创新与优化裕固族民歌的传播内容

4.1.1 深入挖掘民歌内涵

深入研究裕固族民歌所蕴含的深厚历史、独特文化以

及丰富情感等。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包括文字描述、精美

图片展示的民俗场景以及视频等，使其内涵得以充分展现，

进而显著增强其对广大受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更多的

人能够深入领略裕固族民歌的独特魅力。

4.1.2 结合现代元素改编

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流行音乐的元素

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可以将裕固族民歌与现代音乐风格相

结合，创作出既保留传统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作品。

以此来吸引更为广泛的听众群体，扩大裕固族民歌的影响

力和传播范围。此外，还要注重维护裕固族民歌的原始面貌，

不能一味地迎合当下受众的音乐品味，要坚持其本身的特

色，保留其独特性。

4.2 多平台传播与推广

当今，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人们信息传播和获取信

息的重要通道，因此应着重关注这一重要领域。据相关数

据显示，微信日活跃用户数已达 8.4 亿，微博日活跃用户数

达 2.48 亿，抖音日活跃用户数达 6 亿。如此庞大的用户基础，

使得社交媒体成为推广裕固族民歌的重要阵地。为了更好

地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创建名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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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官方账号，极大的发挥出不同平台的传播优势。

4.2.1 微信

微信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强大的社交功能，可以借

助其平台，创新裕固族民歌的传播方式，增强其影响力。

据统计，微信上目前没有与之相关的公众号或小程序，视

频号里有部分宣传裕固族民歌的用户，分别是个人账户“阿

依吉斯”“李琦影音”等，还有官方账户“肃南融媒”、“甘

肃卫视”等。据数据显示，这些视频平均只有一百多的点赞，

几乎没有播放量，裕固族民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

为了更好地利用微信这一平台，在微信上建立“裕固

族之声”的专业公众号，每天推送一篇涵盖裕固族民歌历

史渊源、经典作品赏析等的文章，同时每周发布一次演唱

裕固族民歌的视频并同步到视频号上。再建立一个微信群，

为广大爱好者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交流互动平台，通过他

们积极的转发公众号以及视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裕固族民歌。

4.2.2 抖音

抖音目前也成为广大群众休闲娱乐和获取信息的重要

渠道，为裕固族民歌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统计，

目前在抖音上发布关于裕固族民歌视频的用户有：个人用

户“米佳苏尔吉裕固族”“阿依吉斯”等；官方账户“肃

南融媒”等，和微信视频号上几乎是相同的用户，发布的

视频点赞平均只有几十个，主页作品种类繁杂，裕固族民

歌无法达到理想的传播。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要进一步

优化传播策略。在抖音上创办官方账号“裕固族之声”，

专门宣传裕固族民歌，为此有以下几点策略：

（1）内容创作策略

制作系列主题短视频，比如策划“裕固族民歌背后的

故事”系列，讲述每首民歌的传承经历以及与民歌相关的

人物故事。同时 , 与前面提到的抖音用户“阿依吉斯”等以

及会演唱裕固族民歌的爱好者达成合作推出“学唱裕固族

民歌”系列，由他们教唱裕固族民歌，录成视频以吸引用

户参与学习，增进广大人民对裕固族民歌的了解和喜爱。

（2）互动策略

要鼓励用户参与创作，可以发起“裕固族民歌创意挑

战”，鼓励用户以其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比如改编歌词

等。同时，对用户的优秀创作进行展示和奖励，以此提高

用户的参与积极性。此外，建立裕固族民歌的抖音粉丝群，

定期在群内分享独家内容、解答疑问，增强粉丝粘性。

（3）推广与传播策略

利用抖音热门话题和挑战来推广裕固族民歌，将其与

诸如“民族音乐之美”等话题相结合，以增加曝光度。同

时发起裕固族民歌的挑战话题，如“唱响裕固风情”等，

引导用户参与和传播。还要投放抖音广告，针对目标受众

精准推送裕固族民歌的相关视频，可在节假日、文化活动

期间加大投放力度。

4.2.3 微博

微博平台信息传播迅速、话题热度高。目前，在微博

上发布有关裕固族民歌的文章或视频寥寥无几。其中，“兰

州微导航”“赵林 - 甘露公益”分别发布和转发了关于裕

固族民歌的视频，两个视频的点赞以及评论只有个位数。

由此可见微博上对于裕固族民歌的传播很少。如果利用好

此平台，能够让裕固族民歌的相关内容引起广泛关注，形

成热门话题，吸引大量用户的讨论和分享。

在微博上也建立“裕固族之声”的官方账户。首先，

创建热门话题，比如“我心中的裕固族民歌”等，引导用

户分享自己的感受。同时，利用微博的投票功能，发起关

于裕固族民歌的投票，例如“你最喜欢哪首裕固族民歌”等，

从而吸引用户参与讨论。其次，制作微视频，如“一分钟

了解裕固族民歌”，以简洁生动的方式介绍裕固族民歌的

特色。在主页上传裕固族民歌的 MV 或现视频吸引用户关注。

5.	结语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媒体为裕固族民

歌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多元的手段。社交媒体、

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体形式，能够让裕固族民歌突破地域

和时间的限制，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为推动其可持续

发展，应在坚守传统内涵与特色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传播

与表现形式。相关部门应加强数字化的保护与整理，构建

裕固族民歌的数据库；政府、社会和个人应形成合力，增

强对裕固族民歌的支持与保护意识。

总之，裕固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

工程，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不断努力。相信在新时代媒体

的助力下，裕固族民歌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时在中华民族

的文化长河中继续闪耀光芒，为丰富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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