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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民歌的教育传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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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酉阳土家族民歌历史悠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和风俗信仰，以及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人民
的生活图景与价值追求。土家族民歌是由人民群众所创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它们不但是艺术的养分，而且
还是一些先进文化的基础，在社会上研究价值非常高，对于研究民俗风情、社会发展等有着重大的参考作用。综上所述，对重庆
酉阳土家族民歌的特点和教育传承情况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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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没有具体的文字，主要通过民歌等形
式抒发情感。酉阳民歌是流行于重庆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区的传统音乐，是武陵山区特有的地
理环境与苗、汉、土家文化融合衍变的产物。其
历史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酉阳民
歌是土家族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形
式，也是他们传承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主要载
体。2008 年 6 月 7 日，酉阳民歌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为了保护和传承酉阳民歌，当地政府和文
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传承人和民
间艺人开展培训、演出活动，加强对酉阳民歌的
宣传和推广等 [1]。酉阳民歌承载着当地的社会历
史、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知识技艺等内容，为
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及地方历史文化等多学
科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一、酉阳民歌的艺术特征

酉阳民歌较比其它类型歌曲，例如流行歌曲
等，其艺术氛围更加浓郁，它的根已经深深的植
入在酉阳这片广阔肥沃的土壤当中，是人民群众
发自内心的呼喊，情感真挚而细腻，其艺术的表
现形式也非常的鲜明且生动，艺术魅力较强。单
从它的歌词上来看，酉阳民歌当中的艺术情感传
达非常到位，不但很真挚，而且非常深刻 [2]。且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认知都能在民歌当中有所

体现，且一针见血，可见酉阳民歌的艺术概括力
不同凡响，不但表现出了爱情的美好，表达出了
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希冀，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也
体现出了酉阳民歌歌曲曲调的独特性，语调传唱
起来不但流畅，还十分的优美。

酉阳民歌根据其歌种和情感传达的不同主要
分为以下几种，每一种所表达出的情感都有所不
同，寓意深长。

（一）劳动歌  劳动歌是人们在其劳动生产
的过程当中唱的一种民歌山歌，它抒发了劳动过
程当中的酸甜苦乐，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激发人
们劳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通过民族民谣的传
唱方式来传授相关的劳动经验，当然也寄予了人
民美好的愿望，盼风调雨顺，祈年年丰收。在众
多的劳动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薅草锣鼓”，每到
薅草季节，各家换工互助，常聚数十人进行集体
劳动，选出歌手二人，站在田边土角，一人敲锣，
一人打鼓，边打边唱，用鼓点和歌声来统一劳动
动作，场面十分热烈。“薅草锣鼓”的歌词较长，
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生产
知识及劳动场景等等。

（二）爱情歌  爱情歌则主要表现出青年男
女们对于爱情的追求和美好期盼。该民歌在酉阳
民歌当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内容上大多数是人们
对于爱情各个时期的不同感受，充分体现出了当
时酉阳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的生活的无
限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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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情歌  闲情歌是人们在劳动休息的
间隙，将他们的闲情逸致用歌曲传唱的方式表达
出来，或者盘歌对答，或者幽默讽刺，好不有趣，
人人乐在其中，该类民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十
分有趣，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人民活泼开朗、
自给自足的乐观主义精神 [3]。

（四）苦情歌  苦情歌主要表达了人们对于
当前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一种“吐槽”和“控
诉”，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人民被压迫剥削的凄惨
生活，同时也反映出人民渴望当家做主，敢于同
恶势力抗争的大无畏精神，所以苦情歌成了酉阳
民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哭嫁歌  哭嫁歌是指当地的新娘子在
她出嫁的前一天晚上，都要对着父母兄弟等直系
亲属、或者是旁系亲属进行哭嫁。除了哭诉离别
之情外，也隐喻的哭诉当时封建剥削制度下包办
婚姻的痛苦，其结构完整，旋律优美，催人泪下。
土家族的《哭嫁歌》是世界上和中国各个民族遗
存的哭嫁歌当中最完整、最丰富、最悲壮的民间
歌谣之一，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六）红军歌谣  只要是一些根据地或者是
红军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的留下了许许多多的
内容丰富的红军歌谣。

（七）新民歌  新民歌则主要是运用民歌的
一些传统的手法，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
及建设成就，充分反映了在党的带领之下，广大
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变。

（八）其它山歌、祭祀歌和儿歌等在酉阳民
歌中也包括，这些传唱类型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体
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和情感寄托。 

因而，不论是从艺术内容或者是艺术形式上
来看，酉阳民歌都非常具有民族民间特色，它情
感真挚热烈，生动形象，音韵顺畅自然，琅琅上口，
风格清新朴素。人们在创造历史以及社会活动中，
酉阳民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酉阳民歌的人文特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民族歌曲与现实总
是融为一体，互促互进，不但反映了历史概况，
同时也映射出人民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现
象、变革和一些新生的事物 [4]。并且通过传唱的
形式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强人民凝聚力，鼓励
人们努力发挥民族精神，互帮互助，力争上游，
自强不息。民歌民谣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发展
的基础之上升华而提炼出来的一种优秀的文化表
现形式，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则常常通过优
秀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展现和传承。总的来说，民
歌民谣体现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三、酉阳民歌的社会特点

酉阳民歌作为一种民族民间的艺术表现形
式，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社会功能，是当
地的人民生活生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在一定
的程度上增强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缓解疲劳，从

而提高劳动效率。在劳动的时候，人民不仅能过
通过歌唱激励自己，同时还可以对其他劳动者进
行指导和激励。

而且酉阳民歌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更清楚的
表达自己的思想。酉阳人民在即兴创作民歌时，
还可以通过对天文地理、文化习俗、伦理道德等
的歌唱，使得人民在其日常的歌唱当中受到深刻
的教育，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使得民
族文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不断的传承。所
以民歌是酉阳土家族人们传道授业的教科书，这
是他们获取知识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可见，酉
阳民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土家族人民
的文化素养。故而土家族民歌是具有非常高的社
会研究价值的。其社会特点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地域性  酉阳民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社会长期发展的
过程当中形成的，其曲调歌词和表演形式等都经
过了历史的考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
情。通过酉阳民歌，人民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
到当地历史文化以及民俗方面的相关信息特点，
从而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魅力。

（二）多样性  酉阳民歌的多样性不仅仅体
现在歌曲种类上，还体现在其歌词、曲调上，更
体现在其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上，通过了解酉阳
民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
性。

（三）历史性  酉阳地区的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丰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

四、酉阳民歌的教育传承特点

近些年来，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我国已经开始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不断地挖
掘和研究，并且让其借助课本走进课堂，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一）土家族语言编入校本教材  在酉阳县
民族小学，大家齐心协力，认真揣摩，编写出了《民
族特色：土家语言酉阳民歌》的校本教材。该教
材主要适用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

（二）酉阳民歌走进课堂  在编写课本教材
中，酉阳县小学录入了十几首民歌民乐例如：《送
郎调》、《过街调》、《古州风光数最美》等等。
而这些被列入学校课堂民族歌曲，已经被载入了
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这些也是土
家族歌曲民乐当中的精粹，文化价值非常高，非
常值得传唱和学习。

（三）酉阳民族艺术走进课堂  在酉阳县民
族小学，民族艺术也逐渐走进美术课堂，主要是
将土家族的一些民间美术和工艺品等制作的内容
录入到小学的美术学习教学活动当中。

（四）酉阳县民族小学进行土家族语言、艺
术和音乐走进课堂等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方式，
同时也开设了《土家语言》、《美术民族艺术》、
《体育摆手舞》、《音乐 • 西阳民歌》等等一些
特色课程，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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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极力支持。酉阳县民族
小学走的这条特色发展道路，为其学校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该校提出“为学生的
发展和幸福奠基”的办学理念，理清并遵循“质
量兴校、科研强校、特色强校”的思想方针，强
调“主动发展、全面育人”的办学特色，充分的
激发了在校学生们的聪明才智，使得土家族民族
文化在其教育传承当中不断创新。

五、酉阳民歌教育传承的困境

酉阳县民族小学在其民族文化教育传承的活
动当中 , 虽然各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但是走民族特色文化教育发展的道路 , 在一定的
程度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阻碍。

（一）生态环境问题  教育社会学认为 , 伴随
着社会全球化和城镇化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
在众多民族国家的内部 , 其主体民族文化，往往
是学校当中教育主要的内容 ; 一些少数民族的文
化常常处在边缘地带 [5]。一方面 , 大多数少数民
族的语言和文化逐渐从主导教育当中删减，形势
严峻，还受到了各方面的压缩和限制；大多数人
认为，方言并不重要，基本不去接受方言的学习，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传
承过程中产生障碍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酉阳
县当中，一般只有生活在偏远村庄的老人们才会
用土家语言进行交流，大多数年轻人因为长期外
出劳务或者外出求学等原因，基本上都不怎么会
用土家语言进行交流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
了土家族语言在传承当中的生态基础，当然也是
众多民族文化在教育传承当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性被制约  
教育社会学认为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为意识
系统，一般人类意识都源于民族和其所成长的环
境 , 而且受到其后期发展的影响。在酉阳县民族
小学当中，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不断接受着土家族
语言的学习，但是当他们回到家后，或者是在日
常的生活当中，很难有机会运用土家族语言进行
交流沟通。并且在课堂上学到的土家语言一般与
现实生活是不相符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
土家语言的实用性发展。所以说，当民族语言的
社会使用价值被弱化，其在学校教育传承中的持
续性也会得到很大的限制。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传承者匮乏  伴随着
社会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青壮年走出家门，要么外出求学，要么外出务
工，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是非常不利，会使得
其民族文化的原生态空间更加的狭窄 , 并且在很
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民族文化传承者都在
逐渐的老去 , 使得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陷入后继
无人的境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
不管人们如何努力的去保护这些民族文化的生存
空间 , 或者如何努力的去传承发展这些民族文化 ,
都是十分困难的。

六、酉阳民歌教育传承的策略

为了酉阳民歌可以经久不衰，国家政府倡
导各地方政府积极进行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输
出和传播，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造良好的教育传承氛围  将基地学
校作为依托，建设有民族特色文化的活动中心。
学校可以开展一些民族特色文化的教育活动 , 例
如建立图书阅览室中心等等，这样不但可以让
优秀的民族文化辐射到整个校园，还可以营造
一种民族特色文化氛围。还可以在学校的硬件
设施当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建筑，从而赋予了
学校建筑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 , 建造极具
民族特色的校门和长墙，在有条件的基础之上，
还可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基地等等。

（二）加强民族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
民族学校师资的队伍建设，可以举办民族文化
培训班，邀请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民族文化领
域的专家学者们，为酉阳土家族的教师们进行
授课培训，促进他们对于土家族文化理解和传
承；从土家族的大学毕业生当中聘用文化课教
师 , 使得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提高现存的
师资队伍双语教学的能力，非本民族教师们也
要对当地的语言有所了解。所以，只有打造建
设一支具有民族文化、民族特色的师资队伍 , 才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是推动其民族
文化的教育传承的重要保障。

七、结语

酉阳民族传统文学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软实
力，它对于酉阳经济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一
些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没有文化带动的市场
经济，实质上就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酉阳县目前正处在发展的大好时机，重新认识
酉阳县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发展状况，增
强发展的自信心，十分有利于我们发挥自己的
地域文化优势，从而更快更好发展酉阳。

综上所述，通过对酉阳民歌教育传承的探
究，我们了解到，学校教育不但是传承民族文
化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
的重要举措。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 , 只有得到了
教育部门甚至全社会的重视，才可以进一步发
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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