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5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4)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2016 年“亚洲传媒”集团总裁黄安琪教授率美国明

里苏达州青年苗族后裔交流团来湘西沅陵苗乡“寻根之

旅”中，惊奇地发现明尼苏达州苗族与湘西沅陵苗族语

言相通、信仰相同，且能对唱苗歌，这一“同根同源”

的苗族音乐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引起了两地学者的关注。

美国明里苏达州苗族族群二十多万苗民中，老一辈的苗

家人仍然可以用苗语交流，在传承苗族文化的同时寻根

问源，美国苗协会通过举办各种苗族节日活动使苗族文

化在当地得以传承。1 苗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海外本

土文化的影响，苗歌已融入了海外本土的音乐元素，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苗歌”风格，这种苗族音乐文化

在海外发展的受容与变容问题是湘西苗族音乐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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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播研究中的研究内容。

一、海外苗族源流及文化认同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在世界部

分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广袤山林。

据文献记载，苗族先民的九黎、三苗部落原于黄河和长

江中下游平原，自蚩尤与炎、黄“逐鹿之战”兵败，被

遭至大规模征伐，致使苗族部落势力日衰，被迫进行历

史的大迁徙，离开长江中下游平原，其中“三苗”西迁

至湘西，其余部跋山涉水，徙居偏僻的南部山区和西南

高原及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明尼苏达

州苗族人相传的口述中，他们的源头是中国大西南的苗族

分三次南下迁徙，经由广西、云南，一路迁徙来到越南、

老挝。历次的迁徙都伴随着斗争，千里辗转只为求生与发

展，在这些苦难岁月中，苗族人始终是一路高歌一路欢

笑，在艰辛发展历程中努力传承着本民族灿烂文化。

湘西苗族山歌的海外传承与传播

杨果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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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五千年前蚩尤“九黎”部落因历史原因被迫向南一路迁徙，在不断的迁徙、

失散和分离中逐渐扩散至大西南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近代苗族一部分又由经过大规模迁徙至海外，形成了

一个西方社会的少数群体。本文以海外苗族群体的山歌传承为例，分析苗族山歌的发展现状，探讨其音乐发展过程

中所映证的苗族历史、文化信仰、认同意识等共性，进而探讨世界各地苗族音乐的认同都是围绕着“同根同源”的

共识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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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ao nationality is a constant migration,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human-god you “nine li” tribe was forced to 
migrate to the south, in the continuous migration, loss and separation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southwest and Vietnam, Laos 
and other southeast Asia, part of modern miao people and through large-scale migration to overseas, formed a minorit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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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族发展的各历史时期，苗族群体从中国的大

西南地区一路迁徙至越南、老挝、缅甸地区，此时的东

南亚都在中国王朝的势力管辖范围，在苗家人都是以山

脉或跨界而居，习惯山居的苗族群体不断强化族群文化

认同来实现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苗家人迁徙至

海外，在陌生环境中生活，致使苗族文化的认同成为苗

家人必然的选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老挝苗族大量迁

入美国，在特定的环境中生活方式受到极大影响，苗族

大家庭集居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苗族传统农耕生活方

式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过程中悄然改变，迫使他们放弃

其本民族文化体系而学习新的文化体系，经历了从“苗

族”、“海外苗族”到“苗裔”的发展历程。

二、海外苗族山歌体裁概况

在海外传承的苗族山歌因居住分散、迁徙频繁，在

不同地域有自己个性化的特征，突显出与当地风土人情

相融合的趋势及规律。经调查研究与比较分析中发现，

海外苗歌群体在形态审美观中的基本素材仍表现出许多

共性元素，使得它们重构成一个有机特质丛，涵盖重要、

典型苗族色彩的聚居地。

海外苗族山歌的歌词内容丰富多彩、题材覆盖面

宽广，但就音乐体裁而言，被分为两大类，且均围绕两

种体裁曲调进行即兴发挥、选配不同歌词，都以自由式

“以腔从词”为基本编创方式来进行，体现出很强的即

兴性与腔旋律特征。作为山歌体裁，在实际运用与实践

过程中，音乐形态、唱法、功用及特征又各自不同、自

成一派，并形成特有分类的概念。其一为抒情类体裁，

在音域上多宽广，旋律大跳较多，尤其以同向跳跃居多，

旋律线跌宕起伏，如常采用低起低落旋法（拱桥型），即

从低音发展旋律，逐步跳跃至最高旋律音，再从高音区

反转回至低音区，掀起波浪型旋律线，这种形式多用于

高腔苗歌中；还有如旋律线采用高起低落旋法（瀑布

型），是从最低音开始，音阶式上行至较高音区，再迂回

至低音区，旋律线呈小波浪型，这种形式多用于平腔苗

歌中。在行腔中还常以拖腔与抒情腔为主，歌词稀疏、

音调较长，整体特征表现为舒缓、节奏自由、音调悠长、

色彩明亮，歌曲结构包含引腔、衬腔和尾腔，整体统称

为抒情调；其二为叙事体裁，普遍特征表现为音乐较窄、

音程级进，同音旋法运用较多，如时常用某个音连续出

现三、五次构成一种特殊的旋律形态，有时甚至可连续

出现同音三次反复，形成了海外苗歌较独特的旋法，突

出了苗歌的个性；其整体旋律线平直，行腔节奏较急，

歌词密集且腔调急促，常采用一个字配一个音的处理方

法，音调朴素、朗朗上口，整体统称为“叙事调”。据实

际特征来看，苗族风味浓郁的社区，山歌分类虽称谓不

同，但纵观其音乐形态都属“抒情调”和“叙事调”两

类体裁范畴。在旋律与歌词结合时，抒情调常用于情歌

类，经常于户外歌唱，而后者常以长诗体相融合，经常

于室内歌唱，其他在题材内容等方面没有太多约束及限

制，演唱处理很灵活，加之海外苗歌旋律形成高起低落

的特点，与苗族同胞生活在地势较高的区域有密切关系，

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相互呼应、对话、传情，不先高声呼

唤，就不易与对方取得联系，高声呼唤之后，再娓娓叙

述，最后相互肯定，落入低音，显得深沉、稳定，均依

据演唱的具体环境与演唱者的审美等条件来决定其选用

体裁。

三、苗族山歌的传播

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苗族群体均通过苗族语言

进行交流，保持着苗族传统节日活动方式，特别是延续

着苗年节中古老的传统习俗。苗协会将苗年活动作为传

承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把众苗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在传统活动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文化认同。在当地的苗年中，设有选美、综合、民

歌演唱三种舞台，各舞台都必须演唱苗族民歌，其内容

主要是苗族传统的情歌对唱，情歌对唱的旋律较为简单，

基本保持了原有苗族情歌对唱的旋律腔调，这些苗歌都

是老一辈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同时苗协会也经常邀请

世界各地的苗族歌师来教唱苗族民歌，让年轻一辈接受

苗族音乐，传唱和喜爱苗族民歌。同传统苗族山寨情歌

对唱一样，明尼苏达州苗族情歌对唱的旋律基本是固定

的，演唱者以固定歌词或即兴填词演唱，男女对唱你来

我往唱上几个小时，不同的是演唱者都是中老年歌手对

唱，情歌对唱是苗族青年谈情说爱建立家庭的重要媒介，

但在高度发达国家中的苗族青年男女早已接受了现代爱

情观和婚姻观，情歌对唱只是传承民族文化和文化娱乐

的重要方式罢了。

“亚洲传媒”集团总裁黄安琪教授率明里苏达州青年

苗族后裔交流团来湘西沅陵苗乡“寻根之旅”中品尝了

苗家美食、参观了苗居、欣赏了山寨美景、对唱了苗族

情歌，在参访苗家不能山寨中虽然这些年轻的美国苗族

后裔用汉语和苗语与当地苗族青年交流，但在苗族情歌

的对唱中却能以苗语歌唱来抒发情感，在你来我往的对

歌中拉近了大西洋彼岸苗族后裔与沅陵苗家人之间的距

离，相互融合在苗族大家庭的欢乐之中，悠扬的苗歌旋

律、深情的苗语词汇，在沅陵苗族方言与超着美式苗语

的对歌中显得格外深情，别有一番情趣和意义，凸显出

天下苗族一家亲的和谐及对苗族文化的共同认同。此次

寻根之旅最能体现苗族文化认同的应当是苗族情歌的对

唱，情歌对唱是以固定的旋律填词演唱，双方都能明确

演唱的词意，都能接唱旋律对歌，双方演唱的旋律略有

差异，沅陵苗家人演唱的旋律具有融合了沅陵地方特色

的音调特点，更具有苗族民歌的原始性，有着原汁原味

的原生态苗歌演唱特点。而美国明尼达州的苗族后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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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演唱的情歌旋律音调与沅陵苗歌基本相同，但在歌唱

中流露出明显的现代乐音的节奏和歌唱的特点，在旋律

的节奏、语调形成的装饰音、歌唱吐字的方法上都具有

典型的西方色彩以及通俗唱法的明显痕迹，体现出苗族

情歌与美国地方乐音相融合特点。在歌词方面，因美国

苗族后裔并不会苗族语言，对歌所唱的苗歌都是美国苗

族歌师口传心受，其歌词也是在歌师设定后教唱的，为

此，在对歌中都是按照苗族情歌的基本程式进行，没有

进行即兴编创歌词的情歌对唱。苗歌演唱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音乐的节奏上，生活在美国现代社会的苗族青年，

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当时社会，为此，在

学习苗族传统文化中或多或少的流露出那种自然的文化

特征，将所接受的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地方音乐元素

自然的体现在苗歌演唱之中，形成“海外”苗族情歌。

这一特点也是各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特质之

一。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来到某山脉、某水域定居，

为了生存，他们必定要与外界交流合作，建立起相互信

任和谐的定居环境，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也不断

传承和传播着本民族的文化，通过交流来学习其他民族

的优秀文化，而音乐文化是促进相互交流与信任的最好

媒介，通过歌唱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相互友好的意

愿，这种长期的音乐文化交流无疑拉近了相互情感，接

受了相互文化，致使在民族习俗、音乐文化上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将本民族语言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本

民族的民歌更具有歌唱性、共赏性和传播性特质。

四、海外苗族民歌的传承

当时已进入海外社会的苗族群体，需要苗族传统文

化认同才能将族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断强化彼此之

间的民族认同才能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中得以生存，民

族文化、语言与历史是苗族发展的根源，只有将民族文

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具有人生奋斗中的自我性与目的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苗族群体逐渐在经济上、体制上

取得了成功，这种文化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

如何有效传承苗族文化，让更多的海外苗族青年人

接受苗族民歌是老一辈苗家人十分关注的问题，在长期

的传承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来加强青年苗

裔的教育，充分利用在海外成立的苗族协会有组织的进

行苗族文化传承。这种苗族协会有着山寨苗王、歌师的

工作职能，负责协会的文化宣传、苗歌传唱、苗族活动

的开展，让更多的苗族青年在适应了海外生活方式的基

础上了解和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苗族学生还利用一定

的时间学习苗族语言，形成了苗语和英语共用的社区环

境，并创办了苗族刊物来学习民族文化，通过苗族出版

社来出版苗族书籍，他们在努力谋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

时也积极寻找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让苗族

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和发展。协会组织了与其他国度

和地区的苗族交流。一是组织各种苗族节日活动来加强

青年苗族后裔的文化认同。苗族有着很多的传统节日活

动，在众多的节日活动中，最隆重盛大的节日是过苗年，

明尼苏达州苗族群体将苗年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热烈隆

重，在苗年活动中设置了“苗女选美”、“民歌演唱”、

“综合表演”等舞台来传承和传播苗族文化，特别是各

种舞台表演都必须进行苗族民歌的演唱表演，实现以歌

会友、以歌传情的苗歌功能。二是邀请境外、特别是中

国苗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前往进行学术讲学、艺术表演、

教唱苗歌、传授苗族芦笙演奏技艺等来宣传苗族文化和

加强对青年苗族后裔的学习教育。为了使青年苗族后裔

喜爱苗族音乐文化，他们还将苗族音乐与本地音乐相结

合，聘请专家对苗族经典故事情节歌曲进行再创编，在

音乐的配器、节奏、音效处理、歌唱方法上使苗族传统

民歌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更能让青年苗族后裔喜

爱和接受传统文化，虽然这种传承方式失去了苗族文化

本质的活态性，并且在乐音的传承中失去了苗族音乐的

原汁原味，但对海外独特环境下的苗族文化传承仍然具

有着一定的传播效果，在民族认同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三是利用多媒体对苗族文化进行图、文、声、像的

传播。在海外有着很多地市苗族广播电视台，苗家人通

过收听和收看每天播出的苗族文化节目来学习苗族文化、

欣赏苗族音乐，为了达到传播苗族文化的有效性，苗族

协会还买断了当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时段专播苗

族民歌，使更多的青年苗族后裔受到苗族音乐文化的熏

陶，培养他们喜爱苗族乐音文化，自觉传唱与传播苗族

乐音文化。

总之，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是在历史发展

中所形成，苗族各分支在不同地域所形成的异同只是浅

层文化在深层文化中的体现，深层性文化早在苗族祖先

最强盛的蚩尤时期已经形成，这种以农耕为基础的农业

社会所形成的苗族远古文化是苗族认同“同根同源”的

主要依据。尽管苗族传统文化应当是以活态传承为基础

来弘扬，但在文化的传播中总是伴随着多种文化的相互

渗透相互融合，使苗族文化形成具有本民族文化基础，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苗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具有民

族性、地方性、时代性特点，仍然保持着苗族文化传承

与传播的深层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黄秀蓉《从“苗族”、“美国苗族”到“苗裔美国

人”——美国苗族群体文化认同变迁》——《世界民族》

2017、2

[2] 杨文胜《论当代美国苗族民歌传承中的本土现代

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2011、9

[3] 李强《怀化侗苗多声民歌艺术特征及赏析》——

《音乐创作》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