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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西民俗音乐谈民俗音乐研究的“三化” 

   如果仅采集各种民间传承和传统文化的要素，而又将这些要素相互间的关联给予割裂后的说明，是难以获得民俗音乐研究的真正

意义的。 

   湘西民俗音乐来源于湘西人的生活和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民俗活动中。湘西的民俗音乐的典型代表有侗族稻作音乐“咚咚

推”、苗族的拦路酒歌，、土家族的丧嫁歌、采桑歌等上百个种群。我们知道，民俗音乐不单纯是民间的口头流传，而是在流传的过

程中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一定文艺色彩、节奏比较自由、旋律和调式比较固定，易于填上新词演唱的音乐。湘西民俗音乐虽然有一定的

地域性，但不能够因此而忽略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构架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才得以传承的。 

   从一些对民俗音乐的研究中不难看出，民俗音乐对整个音乐实体的影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宋代以前就有对民俗的研

究，国内外也早有对民俗音乐的研究发现。 

   新晃侗族的稻作音乐“咚咚推”是以侗语演唱的侗戏，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用锣鼓伴奏，打法为两声鼓音(咚咚)加一声锣音(推)，

无限反复，因此而得名。人们从文学、音乐、民俗等方面，在主要以中国大陆相关文献成果为对象的基础上，对20世纪后五十年的

“侗歌研究”进行梳理评述，并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在国外关于民俗音乐的研究，如“音乐史学与音乐民俗学”、智利民俗文化对音乐的影响等，但就湘西民俗音乐而言，进行深入

探究的文章还是空白，毫无疑问，要研究湘西的民俗音乐，就必须先确定其研究方向的定位与趋向，为以后对湘西民俗音乐进一步研

究提供一个引路的航标。 

   一切社会科学、文化科学都是以作为人的生活基础以及作为人的生活样式的文化为对象的。如果仅采集各种民间传承和传统文化

的要素，而又将这些要素相互间的关联给予割裂后的说明，是难以获得民俺音乐研究的真正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对于民俗音乐

来说，它的载体是民俗而不是音乐。以“咚咚推”为例，日本民俗学界著名专家秋原秀三郎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民俗学家林河的陪

同下，专程到麻阳苗族自治县及新晃侗族自治县进行民族民俗考查。秋原先生看过“咚咚推”说，他还没见过如此原始古老且又保持

完整的稻作文化遗风，其历史渊源和学术价值胜过目前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土家族的“毛古斯”。稻作文化以它的全球性和日本文

化寻根的特殊性，引起国际民俗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见来自于民俗的种种音乐形式，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民俗本来就是难以用一把尺子来衡量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因而与它有着直接关系的民俗音乐也同样具有这个特征。 

   研究湘西的民俗音乐的定位及趋向，要立足于湘西的本土民俗特征。湘西有很多独特的民风民俗。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从生产到

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态到口头行为，所有形成风俗习惯而世代传承的事象，都是民俗。音乐也不例外地成为传播中的一种。 

   在湘西，男女婚姻是比较自由的，双方的认识、结合往往不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而是以歌为媒。苗族男女青年，

“热情多表现在歌中”(沈从文语)。在《龙朱第一说这个人》一文中说湘西的男人，“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

是门阀，不是貌，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是真实热情的歌”。在这悠久的流传中，渐渐形成、发展了湘西地区的民俗音乐，这当然只

是其中一种，只是一个例子。这说明，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因为需要而自然产生的，生活习惯如此，音乐亦如此。但是

这种口头的传承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变异性，这里除了渗透着传承者的理解、感受和表现外，还和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以及民族性有直接的关系。 

   民俗本来就是难以用一把尺子来衡量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因而与它有着直接关系的民俗音乐也同样具有这个特征。在通过对音

乐的表达中，往往呈现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着人们真实感受和情绪，而这些感受和情绪，又不可避免地有着它地域性的特点，比

如在旋律上，在歌词的表达上等等，同一地区有相近或相似的地方。而能够流传至今，也一定有它的渊源。比如在湘西地区各县出土

的文物中，有不少上古时代的乐器。从出土的这些周代乐器看得出，。当时在音律的计算和旋宫转调的能力上，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

高度，这足以证明湘西地区的音乐文化，特别是器乐艺术在很早的西周时代就已相当发达。而湘西地区古属楚国，由于信奉多神，巫

风盛行，影响着民间音乐，尤其是器乐的发展。在漫长的流变中，逐渐形成了今天具有地域风格的音乐。而在很多民俗音乐的流传

中，我们又得知，他们是有很多功用的，比如新晃侗族的“咚咚推”的演出一般与当地神事同时进行，或为庆丰收、或为祛病消灾、

或为祈雨抗旱而举行，每次演出之前，都要举行开堂请神仪式。这些都是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证明了，我们

研究的湘西民俗音乐是不能够脱离这些相关因素的。 

   民俗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因此就必然要与其他如民俗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音乐学等学科交叉



研究。 

   从民俗音乐自身的特征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性。它所体现的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属性，如果仅以物质与

文化相关联而作出某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结论，显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种民俗存在的真正文化价值；第二，社会性和生活性。民俗音乐

的社会性与生活硅趸翼砺民俗文化的特征属性之一，是显露在最外层的一种文化形态，因而也最容易被人们把握，湘西民俗音乐也具

有上述特点。对于研究者来说，不能仅仅看到表象，而应以它的表象为契机，去把握某一地域内的整体文化结构，以及人、物、事、

象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从表象来实现外化的过程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因而也无法使民俗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内容得到

整体显现；第三，精神性。民俗音乐的精神性构筑了它特殊存在爵夏砘内涵。尽管每个文化内部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对

立，甚至是认识上的差异，但这种“精神性”的中心地位是毫不动摇的。对湘西民俗的研究不仅仅是采集民间传承和文化传统的各种

要素，而是要更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文化的整体结构。特别需要的是把各种文化要素的形成与区域性整体共同化之间的联系，作出分

析和比较，掌握其文化的结构与机能，了解这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体味人们相互间行为的制约，以及人与人的组合。这里民俗学所涉

及的广泛领域，也同样为民俗音乐的研究划出一条清晰的路线。 

   研究民俗音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认识理解此种文化的整体结构。民俗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因此就必然要与

其他如民俗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音乐学等学科交叉研究，那么我们就更不能忽视对其他同源学科的研究和探索，以

此达到更进一步探究其价值的目的。 

   按照普遍规律来看，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对当地的音乐会产生影响，而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对整个音乐实体的发展也会起到不可轻

视的作用。因此，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湘西民俗音乐一定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编辑：王志强)

copyright © 1999-2005 中国民艺博物馆 

鲁ICP备0500446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