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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歌鼟：夹缝中的艰难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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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靖州喜盈门民族艺术团成立于2007年，现有歌师14人，民间歌手32人。其中有“苗家四姐妹”、童声合唱团“山寨小百灵”等组合。  

 

  苗族歌鼟的“鼟（tēng）”字着实是个生僻字。但是，从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民族民间歌舞盛典”首次登台亮相开始，这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就从“生僻”走近了大众。如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苗族歌鼟艺术团到各电视台演出的日程都排满了；也有越来

越多的靖州青年表示愿意在家乡学习歌鼟，因为他们看到了家乡的传统文化给他们带来的比外出打工更有吸引力的新契机。 

  众里寻歌千百度 

  2006年的金秋10月，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与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推出了“2006中国民族民间歌

舞盛典”（以下简称“盛典”）的大型节目。为期7天的“盛典”节目以集中、全面、多元的角度，充分向全国、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展

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民族民间歌舞文化，以规模宏大、形态各异的形式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原汁原味的歌、舞、乐等民族民间艺

术。 

  为了在“盛典”上完整地展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最有特色的民间歌舞，导演组在全国展开了“地毯式”的节目搜集行动。在湖南，

导演们找到了被称为“大自然的交响乐”的湘西土家族打溜子，找到了首次呈现于电视节目的湘西苗族四面鼓，找到了湖南江华瑶族的

姑娘们表演的长鼓舞蹈和瑶族民歌，以及张家界群峰下娓娓动听的桑植民歌。但是，作为“盛典”第四场（包括华北平原、东南沿海以

及皖、鄂、湘、赣、粤各省民间歌舞)，在单声部山歌、小调为主的音乐分布区域中，除了从浙江、福建找到的畲族“双音”可以算做

多声部的民歌，湖南是最有可能出现多声部民歌的地方。导演们都希望从湖南找到场面热闹、色彩鲜明、人数众多的多声部民歌来丰富



 

第四场“盛典”的视听感觉。 

  剧组的每个人都在竭力搜索记忆中这片地区民歌的亮点，导演组实地考察了一遍，却还是没有拍回来大家想要的多声部民歌资料。

难道这里就没有可以演出的多声部民歌了吗？ 

  有一位导演说，他曾经打听到一个消息：在湖南凤凰外拍时，当地老人介绍说湖南有个“qiao族”（qiao念第一声，读音同

“锹”），他们会唱多声部民歌民歌。但具体这个“qiao族”究竟是否存在，他们居住在哪里，却无人知晓。 

  于是编导们开始多方搜寻有关这个前所未闻的族群的信息，甚至打电话咨询湖南各地方宣传部、文化馆等相关机构，依然一无所

获。这个神秘的“qiao族”到底在哪里？ 

  就在大家对这个“qiao族”多声部民歌几乎绝望之时，突然有编导从樊祖荫教授的《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看到有关湖南多声

部民歌——靖州三锹多声部民歌的介绍，会不会就是大家要寻找的“qiɑo族”？欣喜若狂的编导们开始一层层地询问和联系，终于把这

个神秘的族群连同他们的多声部民歌从深山里请了出来，将其呈现在“盛典”第四场《鲜花调》的舞台上。这也是靖州苗族人第一次将

他们的歌声呈现在北京的舞台上。 

请继续浏览：  1  2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0418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文章

· [刘魁立]文化生态区保护问题刍议 

· 如何留住你，羌族民间口头文学 

· 孙宏开专访：揭开羌语和祭祀的神秘面纱 

· 文化遗产日 

· 世界文化多样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