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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民歌的起源分布与发展迁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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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壮族民歌是由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劳作中形成的一类“对歌”形式的特色文化，民歌充分展现了壮族人民独有的
民族精神及生产劳作中的独特个性。本文根据壮族民歌的起源分布及发展迁移进行简要分析，对壮族民歌的发展进行探究，促进
壮族民歌特色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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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壮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勤劳坚毅且勇敢的
民族，在壮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们常常会
通过歌唱来表达内心感情。在许多壮族民歌中，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壮族人民群众自身鲜明的个性
特点。在演唱过程中通过特殊的对唱形式与节奏
韵律，充分展现壮族人民生产劳作的现实特点。
民歌音律和谐韵律自然展现着壮族鲜明的民族特
色，且民歌蕴含着浓厚的生产生活气息 [1]。壮族
民歌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劳作中通过自身的生活
经验及集体智慧创作出的优秀民族歌曲，是众多
精神文化财富中的珍宝，也凝聚着广大壮族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结晶。通过歌手及劳动人民的编唱，
结合自身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内容，将特定的思想
感情和崇高理想融入民歌中，使壮族民歌以通俗
形象朴素的口语叙唱方式展现，因此壮族民歌的
音调较为和谐，且韵律十分自然，洋溢着浓厚的
生活气息，充分反映出了壮族人民的社会历史发
展及时代生活变迁，展现出了壮族人民的思想感
情及审美心理。

一、壮族民歌的起源

壮族山歌也被称为“壮族民歌”或“壮歌”，
通常是指壮族人民在演唱过程中使用壮言演唱的
民间歌谣曲目，关于壮族民歌的来源探究，向前

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时代人们在狩猎时使用的
呐喊声，尽管这些呐喊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壮
族民歌，但这类呐喊无疑对壮族民歌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而真正可以被称为壮族民歌
的曲调，于原始社会壮族人民在生产劳动及祭祀
活动中逐渐诞生，这样的风俗习惯在如今的壮族
人民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许多古老的歌圩集会
活动经过时代的变迁一直流传至今。壮族人民历
来都有着“善歌”的称呼，且壮乡也被称为“歌
海”，可见壮族人民擅长用民歌来表现日常生活，
通过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壮族民歌的历
史悠久，从原始社会一直传唱至今，几乎人人善
歌并逐渐发展到“以歌代言”的地步。民歌中充
分体现了淳朴自然的生活场景，曲调中充满着浓
厚的乡土气息，壮族民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其整体结构短小，演唱起来韵味和谐、朗朗上口，
且歌词便于记忆，使得壮族民歌题材十分广泛且
内容丰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可见壮族民歌形
象生动的反映了壮族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
方面。

许多壮族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自小便跟随家
中长辈学习唱各类山歌，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口口
相传的方式，使得壮族民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并逐渐成为壮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传统习
俗。由于壮族民歌在演唱时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山野中劳作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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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演唱民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许多男女青年
也常常通过唱山歌的形式来互相传达心中的爱
意，在无形中加深了壮族民歌的内涵与文化影响
力，蕴含了壮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结晶 [2]。作为我
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主要聚居在
广西地区，壮族人民勤劳勇敢，能歌善唱。自古
以来在集体生产劳作及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
成了“对歌”的传统，经过时代的发展变迁，民
歌中逐渐融合了时代的特点并不断发展，如今壮
族民歌的形式已十分丰富，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特
色歌曲中的一颗绚丽明珠。壮族歌手在进行演唱
时，通常开口成文，顺口成歌，这类演唱本领是
自小在民歌环境中熏陶培育而来，在日常的生活
中以歌当话、以唱代说的方式表达感情，尤其在
进行户外劳作、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及青年男女
进行交友时，往往也会通过歌声来表达情意，传
递心意。由此可见，壮族民歌种类之多，处处可
见。在每年的春节、清明、中秋等节日中壮族人
民生活的各地都会举行盛大的“歌圩”活动，这
类活动热闹非凡。其中“三月三”歌节尤其热闹，
处处张灯结彩，人民载歌载舞，进行抛绣球、打
木砻等活动，通过即兴对歌传递心意，使欢乐祥
和的气氛响彻整个乡寨。

二、壮族民歌的分布情况

由于方言的差异，壮族民歌大致可以分为南
路，中路，北路等色彩区域，这三类区域在音调
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南路通常包含南部方言地区，
通常指右江以南地区，流传下来的民歌传统被称
为“西（诗）、加、伦”，通常以商、羽调式进
行对唱。中路通常指南北相间的桂中大明山地区
及右江沿岸地带，这一地区兼顾了南北方言两种
特色，在此地区中，南北方言交流融合，互相发
展渗透，其中以“商”为主，通常具有明显的综
合性特点。而北路通常指在北部方言区域内的红
水河两岸及以北地区，这一地区流传下来的民歌
传统被称为“欢”，也被称为“比”，通常为徵
调色彩，在演唱中也常会使用宫调式及徵调式。

通过对壮族民歌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壮族民
歌种类丰富，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山歌、多声部歌、
各类小调及风俗歌等，其中以山歌形式最为流行。
歌曲调悠扬且流畅，人们在歌唱时常使用十分高
亢明亮的声音来传达感情，带给人们爽朗明快，
婉转缠绵的感受。人们在进行民歌演唱时十分讲
究演唱的发音轻量及语言表达的清楚程度，因此
人们在进行民歌对唱时会用手托腮，以此来调高
嗓门，使得壮族民歌旋律更为和谐，唱词清晰，
回味无穷。

三、壮族民歌的传统传承方式

（一）家庭个体传承
壮族民歌在进行传承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以

家庭个体传承方式为主，以口口相传模式进行体
现，这也是自古以来民俗山歌自然形成的一种传
承文化方式。这类传承思想在民歌发展传承过程

中逐渐发展成为长辈间进行文化交流沟通的一种
方式 [3]。可以说壮族民歌贯穿了壮族人民成长的
各个阶段，婴儿时期的摇篮曲、儿童时期的童谣
与儿歌、青年时期的各类对唱情歌、哭嫁歌等，
以及老年时期的祝寿歌、哭丧歌等。可以说民歌
伴随着壮族人民的一生，在各个重要阶段都有民
歌，这些民歌大多由家庭中的妇女及专门的歌师
进行创作，传播与延伸。

（二）群体传承
民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以群体为单位进行

传承，这类传承通常以活动形式展开，一种是在
民众参与传统歌圩活动中以对歌传唱形式为载
体，通过集体活动来进行民歌演唱，以此来实现
民歌一代代传承发展。歌圩作为壮族人民特有的
传统歌唱活动，有着特定的举办地点与举办时间，
这类活动不仅与壮族传统节日息息相关，还与当
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紧密结合，此时演唱
的歌曲不仅包含人民的精神需求，还处处体现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聚会活动中的民
歌唱作，使得壮族民歌得到了良好的传承。第二
种传承方式则是通过举办传统的歌赛活动，这类
大型歌赛活动通常由当地商业团体或村民进行组
织，邀请壮族歌手或歌师参与比赛，形式较为多
样。在歌赛中参赛者为两两对抗，在同一限定曲
调下开展即兴创作，通常能够充分展现出歌者的
创作水平及高超的音乐表现能力，同时也能够展
现出壮族人民出众的创作歌唱能力，通过举办这
类歌赛活动也能促进壮族民歌的传承发展。

四、壮族民歌的发展迁移

壮族民歌在进行传承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
会生活的转变，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与传统形式的民歌相比现代民歌的功能也发
生了转变。越来越多新鲜事物的产生，使如今的
壮族民歌在内容和演唱规模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
转变，现代化的壮族民歌已经无法与“以歌传情”
时代的民歌相比，曾经作为人人都会的社会交际
方式，如今已逐渐变为部分民歌爱好者的专利，
这类传唱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逐渐展
现出了复兴的迹象。许多老歌师意识到民歌传承
发展的重要性，重拾记忆并开始进行收徒，传授
民歌传唱技巧，独特的韵律特色吸引了许多民歌
爱好者的关注，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成为壮族民歌
传唱中的中坚力量 [4]。各地政府在进行发展的过
程中，也意识到了民歌传承的重要性，利用民歌
作为各类政策宣传的工具，不断加强对壮族民歌
的保护。举办各类活动时商家企业也逐渐推动壮
族民歌的发展复兴。创作各类壮族民歌曲调，使
民歌能够实现跨时空传播，促进壮族民歌的发展
与传唱。

由于壮族民歌在进行传承的过程中，传承的
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简化，且传唱水平也逐
渐降低。传统的民歌包含着人们生产劳作中各类
丰富的生活知识，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信息。
透过民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背



43

2024 年，第二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景及深层的文化心理。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可
以发现民歌在进行传承过程中，其歌词内容正朝
着简单化发展，许多民族歌手只能对一些简单的
情歌、政策歌等进行单一的吟唱。对于一些较为
古老的歌曲内容，许多歌师已经无法进行完整的
传唱，且整体的传唱水平较低。在以往的发展过
程中，壮族人民人人皆会民歌唱作，且技巧性，
竞争性十分明显。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出口
成歌，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如今的壮族
歌手日益减少，且在人们的生活中，民歌传唱的
作用日益消减，使得民歌的接受人群逐渐减少，
传唱水平也逐渐降低，这使得民歌在进行传唱过
程中，其中的歌唱技艺与文化信息已无法与传统
的壮族民歌进行比较，这也是影响壮族民歌传承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壮族民歌在进行传承过程中，由于歌师及演
唱人群的老龄化，断层化现象较为严重，使得一
些民歌爱好者在进行演唱时通常人数较少，且具
有一定唱作水平的歌手并不多，因此在进行传承
过程中面临传承人老龄化现象的问题。随着社会
时代的不断发展，一些青年人的兴趣爱好发生了
转变，在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出现了传承人口
断层现象，许多演唱民歌的歌手都多为 30 岁以
上的中老年人，对壮族民歌的进一步传承产生了
一定影响。

在民歌发展迁移的过程中，具有较高文化水
平，且对当地的地方性知识较为了解的传承人较
少，大多数民歌传唱者文化程度较低，虽能够进
行独立的编唱，但对于民歌知识的记载与专业化
规范，传承人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壮族民歌
的传承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在对壮族民歌进行
传承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知识型传承人的培养，
使更多青年能够担负起民族文化发展的重任，也
能够在对传承人进行培养时提升整体的知识文化
传承性。

五、壮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思考

从壮族民歌文化的保护性发展来看，早在
2004 年，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原则，将
壮族歌圩列入到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以此大大提升了壮族民歌的知名度，也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屏障 [5]。
因此，在对壮族民歌进行保护传承及发展的过程
中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由政府引导，将传统优
秀文化进行传承发展。由于民歌来自于人们日常
的生产生活中，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对
壮族民歌进行传承与保护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民
间力量进行助力，树立完整准确，立体化的保护
工作原则，才能保证壮族民歌得到良好的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在进行传承与发展过
程中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下的社会环境与一定
的内部因素会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一定转
变。随着现代化信息网络的逐渐发展，现代的生
活方式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文明，而壮族民
歌文化依存于传统的农耕文化中。这类民歌的社

会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现代化的信息社会
中显得微弱，为了能够使壮族民歌文化在传承发
扬过程中不被其他文化所取代，壮族民歌在进行
创作编曲的过程中需要逐渐融入现代文化因素，
使其能够吸引更多青年人的关注，并自觉成为壮
族民歌的爱好者、传承者。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信息可
以得到良好的保存。对于壮族民歌来说做好相应
的保护工作，需要制定完整的保护计划，收集大
量的民歌音乐，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民歌进
行记录，使其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对传统的壮族
民歌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存储传播，使得传统的
壮族民歌以现代化传播形式进行展现，既能够对
壮族传统民歌进行保护，也能够实现民歌的传承
与创新发展。

为了能够使壮族民歌得到良好的发展，在壮
族人民的生活区域需要营造良好的民歌传唱氛
围，可以建立相应的文化团体，通过组建各类民
歌团体，将民歌中的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通过剧
场表演等方式演出，也可以将其与当地的旅游景
点进行结合，开展特色演出，使传统的壮族民歌
与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进行有效结合，实现壮族民
歌的可持续发展。

让壮族民歌走进课堂，通过教育方式实现传
承。在壮族聚居地区进行中小学音乐授课的过程
中，可以将壮族民歌列入校本课程中，使学生能
够自小接触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并深刻了解
壮族民歌的丰富内涵。通过学习演唱形式，歌词
理念等方式，实现一定的传承。也可以在各类高
等院校中开设专业的民歌课程，进一步提升壮族
民歌的专业性及其传播性能，将现代化的演唱方
式，发声技巧与壮族民歌进行有效结合，形成完
整的教育理论，使壮族民歌文化能够充分展现其
作用与价值。

六、结语

通过对壮族民歌起源分布及发展过程的探究
可以发现，壮族民歌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信
息高速发展的今天，良好的社会氛围能够有效推
动壮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利用现代化信息传播
方式不断提升壮族民歌的传播力度，扩大壮族民
歌的影响力，使壮族民歌能够得到有效的发展，
也能够使壮族民歌的影响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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