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曲，位于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

东邻武都区，北接宕昌县，西南与迭部县、文县和四

川省九寨沟县接壤。全县总面积3010平方公里，总

人口13.47万人，其中藏族4.4万人，占32.78%。境

内年平均气温为12.7℃，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素有

“陇上桃花源”之称。①

舟曲藏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民歌更是人民

生活的直观反映。从舟曲藏族民歌的研究中，可以

触摸到舟曲藏族文化的闪光之处，加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力度的增加，舟曲民歌的研究会逐渐完

善，研究成果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以飞速提升。在

这种大背景的驱使下，为舟曲民歌研究做一个阶段

性总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将《中国知网》收录的

舟曲民歌研究文献进行分类，统计了国内各类学术

期刊17年来（1985—至今）研究民歌的论文，发现直

接涉及舟曲民歌的研究文章屈指可数，但欣慰的是

舟曲藏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厚，使舟曲藏族文

化的全貌得以展示。从这些文化研究中，也可以为

民歌找出文化背景的支撑，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舟

曲民歌起到重要的作用。下文中笔者大致把知网

收录的文章进行年代与题材划分，梳理出舟曲藏族

民歌的研究概况和缺失之处：

1 舟曲藏族民歌研究现状
舟曲藏族民歌内容极其丰富,有劳动歌、情歌、

赞颂歌、征战歌、降幅歌、嘛呢歌等。形成了朴实、

优美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成为众多学者

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舟曲藏

族民歌的概述以及和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对比之

中。

1.1 概述性或专题性文章

这部分论文的作者大多是舟曲藏族民歌采集

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把田野考察所得的研究结果写

成概述性或专题性的文章，文章题目以《舟曲藏族

民歌初探》、《舟曲藏族民歌考略》定性，内容为舟曲

藏族民歌的题材、种类介绍，这些基础性研究对舟

曲藏族民歌建立学术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概述性文章更多地着重于对舟曲藏族民

歌的观察、分析和描述。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孤立地

进行音乐本体描述，而是密切注意到了这些音乐特

征形成的社会渊源，探寻到了音乐文化生成与社会

总体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并在研究中将二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

再者，概述性文章也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各个方

面，有的从舟曲藏族民歌的体裁形式着手，归纳这

一体裁的音乐流传规律，分析体裁划分的民俗依

据。

最后，初步涉及到舟曲藏族民歌的色彩区划

分，分为县城以南山前山后地区、县城以西上河一

带这两大色彩区, 山前主要以八愣乡,果耶乡等为

主,山后主要以武坪乡、茶岗乡,拱坝乡、曲告纳乡,博

峪乡为主，这里的藏族虽然不是聚居在山后就是聚

居在山上,但他们聚居比较集中,服饰基本相同,语言

基本相通,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交通不够便利,因此音

乐基本保留了原始的传统特色。而县城以西上河

一带藏族人口相对较少且居住也较分散，藏族民歌

的色彩自然稍为逊色，但较有特点的是憨班乡的黑

峪沟村和前后背山地区，迭部相邻的洛达乡,这一地

区接近康、藏方言的藏语方言，他们的服饰基本相

同,交通相对方便,且与汉族文化交融较为频繁，再

加每年之“朝水节”的纽带作用，将两地文化紧密联

系，但也不失自己本身的传统特色。以上这是当地

人对舟曲藏族聚居地方的传统划分法。

1.2 舟曲藏族民歌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舟曲藏族人民与邻近民族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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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中吸收了一部分特定区域的文化，创造了自己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形态。但是由于舟曲境内交

通不便，很多民歌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征，这样就

需要研究者按区域进行划分，区别对待不同文化圈

的藏族民歌种类。这种区分建立在概述性研究基

础之上，着重于相近文化的对比，从对比中更明晰

地了解舟曲藏族民歌的特征。主要有两个大的层

次，一种是以舟曲文化圈和其他藏曲文化圈的比

较，代表作有《舟曲藏族民歌与安多藏族民歌比

较》。另一种是在舟曲内部不同地区比较，如上文

所提到的舟曲藏族民歌的色彩区划分。

比较研究的主线主要以共性归纳和个性提炼

为主，这种研究方式非常有必要，共性之处可以延

伸到舟曲藏族的族源、语言、民俗等方面，研究的成

果可以丰满舟曲藏族民歌史。个性之处的涉及面

更广，在研究舟曲藏族民歌音乐形态差异的过程

中，必然要牵涉到种族变迁、地理环境等人文因素，

这对舟曲藏族民歌之间的同异现象可以做出合理

的解释并总结出内在规律。

1.3 综合性研究

这一类别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内容包括舟曲

藏族的族源、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主

要都以文学角度进行研究，与民歌的形态研究有所

联系。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舟曲藏族族源与历

史变迁。如《东迁蕃民与舟曲藏族》、《格萨尔部分

民俗的比较研究》。（2）舟曲藏族生活习俗。如《舟

曲藏族火葬习俗简述》、《舟曲藏族的婚俗文化》、

《舟曲藏族的年节习俗研究》、《甘南舟曲藏族朝水

节》、《魅力博峪采花节》。（3）舟曲藏族民族文化。

如《舟曲藏族服饰》、《舟曲藏族头饰艺术文化》、《多

元文化背景交融下的舟曲灯文化》。（4）舟曲藏族语

言研究。如《白龙江流域藏族谚语研究》、《甘南藏

语方言内语音差异的浑沌性解释》。（5）其他民间音

乐题材的研究。如《寻找远古的记忆——甘肃舟曲

的朵迪舞》、《舟曲藏族民间乐器——口弦琴》。

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舟曲文化的

整体面貌，也可以成为民歌研究的理论基础，如何

找出文化间的联系，是音乐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比

如舟曲藏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西藏的拉萨，后来经

历了征战生涯和迁徙以及民族融合，形成了现在的

舟曲藏族文化，这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民族，自然

民歌也要折射出历史特征。再如对舟曲藏族生活

习俗的描写，其中也不乏民歌的参与。这都是可以

延伸与发展的研究领域。

2 舟曲藏族民歌研究的缺失之处
舟曲藏族民歌的研究还要以音乐形态和审美

特征为主，简单的民歌传唱已不能以深层次态势体

现音乐内涵，因此如果能将舟曲藏族民歌的文化渊

源和调式调性分布构建一个明朗的框架，势必会充

分展现其历史长期积累。基于这个目标，笔者认为

当前的研究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失：

2.1 舟曲藏族民歌史

民歌贯穿了舟曲人民的一生，也反映了舟曲藏

族的历史风貌，因此舟曲藏族的历史研究除《舟曲

县志》和部分论文外，还应加入民歌的研究部分。

舟曲藏族现存的民歌就题材内容来看，主要有依存

于生产劳动中的歌曲，更多的是存活在民族传统风

俗活动中的生活歌曲。这些歌曲直接描述了舟曲

形成、发展及迁徙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可以从

源头梳理出一些线索，可能舟曲整个民族的变迁史

就是舟曲民歌的发展史。

更进一步讲，当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

都很薄弱，这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能为舟曲

藏族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歌史甚至是音乐史，可以为

地方少数民族音乐史提供完善的资料补充，具有很

好的学术价值。

2.2 民歌教育

现在很多高校在《民族民间音乐》教学中，都加

入了当地民歌的学唱环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传

承现象，说明传承已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研究，人们

已经意识到口口相传对于保护民歌原生态的重要

作用。在这个良好的开端下，我们可以汲取舟曲藏

族民歌的演唱精华，从技巧、审美等角度在高校音

乐教学中加入实践环节，如可以撰写《舟曲藏族民

歌的演唱技巧》等，以弥补这一领域的缺失。

2.3 民歌与文化、民俗的关系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民歌的研究似乎都与

民俗文化为依托，没有孤立地分析音乐形态，其实

细读这些资料会发现，民俗与文化特性仅仅停留在

一个感官层面，甚至有些民歌背后的文化背景未经

考证，很牵强地与之共存。这种现象是很危险的，

舟曲藏族先民的各种音乐文化基因可能会因其他

文化交流冲击后消失而流散。拯救的办法除关注

舟曲县藏族民歌的种类及演唱特点之外，更重要的

是建立舟曲藏族民歌与文化、民俗的关系研究，关

注舟曲藏族民歌出现流变的原因及流变的文化发

展倾向。

2.4 民歌田野考察报告

舟曲藏族民歌的研究虽然都源自实地调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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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在“采风”的层面，结果是采集了一些鲜有

的口头传唱的歌曲，缺失了田野考察的严谨论证过

程。作为民族音乐研究者，应该摈弃不负责任的研

究态度，把短暂的采访收集变为长期细致的观察，

建立完整的舟曲藏族民歌田野考察档案，栩栩如生

地记录实地调查的周边环境、歌手的体貌特征、神

情、与歌手的随意攀谈等，这些场面的记录远比单

纯的记谱要真实许多，为舟曲藏族民歌的生存提供

了极大的空间。

2.5 音乐家研究

舟曲藏族民歌的传承者是人民，在民间也不乏

歌唱的高手。这些民间音乐家传承了舟曲藏族民

歌的精华，同时又对民歌进行着加工和改编。他们

的改编涉及为传统民歌配歌词或选取新的素材创

作新的作品，而当下对舟曲藏族民间音乐家的研究

几乎为空白，自然缺少了对这一领域的涉猎。

3 舟曲藏族民歌的发展与保护
随着音乐学研究思维的逐渐转变，具有本土性

特征的民族文化会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今后

研究舟曲藏族民歌的成果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如何进行有效的研究，不重复不歪曲前人的研究成

果，需要我们了解当前舟曲藏族民歌的研究现状，

填补研究的空白，为挖掘和保护本真的民族文化资

源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首先,继续深入民间,去挖掘现今还留存的舟曲

藏族民歌。虽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有大

批音乐工作者做了相关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但可以

肯定地说, 还有大量的民间瑰宝并没有被搜集、挖

掘出来。同时,在我们对舟曲藏族民歌有了更多理

性认识的今天, 更要关注舟曲藏民歌文化内涵与时

代精神的接洽，深入研究社会环境的变迁对舟曲藏

族音乐资源所产生的影响，找寻出一些规律和特

点，为探索舟曲藏族民歌的发展传承之路提供科学

依据。

其次，关注舟曲藏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不能

忽略对民歌发展史的补充与论证。现在已有一些

学者做了曲调考证的工作, 希望从中发现遗存的古

代历史文化信息。我们除了在研究中关注这些方

面之外，还要在课堂上增加更多的舟曲优秀藏族民

歌曲目，虽然留存至今的民歌在今天不一定都具有

欣赏价值, 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非常多的优秀曲目

值得我们进行宣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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