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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宋阿依姆 

【摘 要】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着丰富的彝族民歌文化资源，也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变迁，民族融合越来越紧密，彝族人民外迁越来越方便与频繁，凉山彝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巨大困

难。目前凉山州彝族民歌的发展呈碎片化、断续化、断层化形态，不利于彝族民歌这一优秀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从集合政府、民间、学界三方力量，如何共同整合资源与担当责任的角度以及彝族民歌传统传承保护方式与

现代新兴技术传承保护方式出发，以探寻出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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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山彝族民歌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口约 220 万人，是我国彝族主要聚居区。凉山彝族有着丰富的民歌文化资源，彝族民歌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凉山彝族生产、生活、历史与文化形态 2010 年 10 月，由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四川省彝族民间音

乐全集》，在过去凉山州及各个县市已收集的彝族民歌基础上，把新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筛选后，共收录了 575 首彝族民歌。其

中凉山地区的彝族民歌数量占了整个音乐集民歌数量的 90%以上。当然，虽名为《四川省彝族民间音乐全集》，实际上并不全。

该音乐集收录的民歌是传唱性高、代表性强的民歌。据有关数据统计，素有“中国彝族民歌之乡”的雷波县，仅当地政府收集

的民歌就有 5000余首，编辑出版的有 25册，1000余首。①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民歌主要流布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市、盐源

县、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县、甘洛县、美姑县、雷

波县等 16 个县市，几乎包括了自治州的所有县市。②由此可知，整个凉山地区彝族民歌可谓浩如烟海。综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黄英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莉教授之前对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研究，可以将四川凉山彝族民歌分为如下几大类别。1 

一是丫（山歌）。凉山彝族同胞称山歌为“丫”。一般是在山野、田间进行歌唱，唱词内容有反映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及个

人情感的。“丫”除了传唱度高的歌曲外，大部分是彝族同胞以曲度词的即兴演唱。“丫”的演唱方式一般是独唱，特殊情况下

也有对唱。大部门“丫”歌以高亢嘹亮为主。 

二是媳谐尼几（婚嫁歌）。婚嫁歌是凉山彝族的一种风俗民歌。凉山彝族同胞非常重视婚丧嫁娶，婚嫁歌特具其民族特色。

婚嫁歌分为出嫁歌与婚礼歌，出嫁歌的彝语叫“里惹尔”，新娘出嫁前在娘家，新娘的同伴要陪同新娘一起哭嫁，据说是整个村

子的年轻女子都要前往新娘家，坐在一起“以歌当哭”。出嫁歌的歌词内容大部分为不舍亲人、感恩父母之类的，在旧社会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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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莉、孙国英：《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音乐形态》，《中国音乐》2013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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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妇女不幸、痛斥买卖婚姻等比较悲情的哭嫁。婚礼歌彝语叫“卓合”，婚礼歌是在婚礼当天迎宾、宴客、敬酒、娱乐时演唱，

以增加婚礼的热闹与喜悦气氛。 

三是厝史依讷（丧事歌）。这类民歌也属于凉山彝族的风俗民歌。按照办理丧事的过程，丧事歌有三种：一是“俄”，彝语

意为哭，也就是哭的歌，是亡故者亲人的吟唱。二是“阿古合”，是亡故者的本家和亲友吊唁亡灵而唱的歌。以“阿古”作为衬

词，贯穿于歌曲的前后。“阿古合”不同于“俄”，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和表演性。三是“扯格”，彝语意为开路、指路。在遗体火

化前，要为亡灵举行“扯格”的歌舞仪式，追忆祖先，希望亡灵能返回天国故土，与祖先团聚。① 

四是兹尼合（节日歌）。凉山彝族最为重要的两个节日是农历六月的火把节和农历十月的彝族年。在这两大节日中，彝族同

胞都会着盛装载歌载舞进行庆祝。按凉山彝族火把节流程“都则”“都格”“都沙”来说，火把节民歌也分为祭火歌、庆火歌与

送火歌。凉山彝族年上庆祝节日的歌曲不像火把节歌那么明确与火有关，彝族年歌曲只要是高兴、欢快、幸福的歌曲都可以在

庆祝彝族年时歌唱。 

五是伙格（娱乐歌）。这种歌曲多在休闲娱乐时歌唱，极具娱乐性。“伙格”有三种形式，一是礼仪性的，即在社交礼仪场

合中以祝愿、恭维、应酬等为内容的演唱。二是娱乐性的，以诙谐、逗趣、夸张、猜谜等为内容的演唱。三是叙事性的，以历

史传说、故事等为内容的演唱。②2 

六是毕摩、苏尼调（宗教歌）。毕摩是凉山彝族原始宗教的祭司，苏尼是凉山彝族原始宗教的巫师。毕摩调是毕摩在祭祀时

颂唱的经文，苏尼调是苏尼在巫术活动中颂唱的经文。 

除上述民歌外，凉山彝族民歌还有阿依伙格(儿童歌）和古朱合（爱情歌）两类别民歌。儿童歌主要表达儿童天真烂漫的童

年生活。爱情歌，顾名思义是指彝族男女青年相互倾慕、交好时表达彼此情意的歌曲。凉山彝族比较有名的爱情民歌为《么表

妹》。 

二、凉山彝族民歌发展困境 

目前，四川省政府已开始大力保护少数民族民歌文化资源。2014 年起，四川省在国家文化部领导下，开始了“藏羌彝文化

走廊”重大建设项目，凉山州成为了该项目的重要核心区域，彝族民歌位例重要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时至今日，以彝族

民歌为特色的传统节庆、民族节日、文艺演出已经成为四川省加快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的有力支撑。凉山州各级地方政府、文

化部门在发展地方经济，宣传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加强了对当地彝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

究和宣传，编撰了极具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字资料，对彝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相关成果。其

中彝族民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民族融合越来越紧密，彝族人民外迁越来越方便与频繁，凉山

彝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巨大困难。 

1.传承发展断层化 

首先是歌手出现断层。彝族民歌歌手是彝族民歌最有力的传承者。目前彝族民歌民间歌手多为中老年人，会用彝语演唱传

统彝族民歌的歌手极其稀少。在采录民间歌手的过程中了解到，会唱彝族传统民歌的人大多在 45 岁以上，能唱篇幅较长，讲述

民族历史、来源等叙事性内容的歌手，已是六七十以上的老年人。而且传承和发展传统彝族民歌者的大部分人是山村农民，年

轻人因接受汉化教育及外出务工，会说彝语、唱彝歌的人越来越少。调查 120名 18岁-35 岁的年轻人对传承彝族民歌的兴趣时，

有 42.5%的人表示完全没有兴趣，32%的人表示有一点兴趣，25.5%的人表示很有兴趣。因此，随着老一辈彝族民间歌手的相继离

                                                        

①②张莉：《四川葬族民歌的唱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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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民间歌手将会断层。其次是歌曲出现断层。根据《四川省彝族民间音乐全集》所收录的凉山地区彝族民歌来看，大部分彝

族民歌的创作年代都已比较久远，新兴彝族民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彝族民歌相对较少，传唱度高、知名度高的新兴彝

族民歌更是稀罕之物。彝族民歌歌曲出现的断层和彝族民歌歌手断层是紧密联系的，传承发展的歌手断层必将影响彝族民歌歌

曲发展的断层。 

2.传承发展碎片化 

传承发展碎片化是指凉山彝族民歌传承发展缺乏整体性保护。凉山彝族民歌有很多风俗民歌，比如婚丧嫁娶时歌唱的民歌，

这些民歌在演唱时都极具仪式感。另外还有火把节民歌也是具有极强的仪式感的民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接触各种媒介和外界的机会曰益增多，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风俗仪式程序已被简化，歌唱环节压缩。如婚嫁习俗

中发生的变化，家族制度的淡化，包办、买卖婚姻的减少，自由恋爱的年轻人增多，说媒、订婚中的“占卜”仪式已不是必需

的程序，婚礼中新娘出嫁时唱的“哭嫁歌”也不是必经的环节，往往走走形式等等。①3此外，凉山彝族著名的火把节民歌同样存

在着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凉山彝族火把节民歌展演非常丰富，但缺乏整体性对火把节民歌中祭火、庆火、送火内涵与形式

合一的完整呈现。因此，从两类民歌中可以看出，凉山地区各政府和民间虽花了大力气将民歌进行收录、整理，也花了巨大财

力、物力进行传播，但这样的举措与形式对凉山彝族民歌的传承发展具有碎片化的局限性。 

3.传承发展不平衡 

传承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凉山州各地区彝族民歌的传承发展水平不平衡。彝族民歌几乎流布于凉山州所有县市，但各县市

彝族民歌传承发展水平却参差不齐，就连主要的彝族民歌核心区域也呈现出这种传承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四川省彝族民间

音乐全集》所收录彝族民歌分布的区域来看，雷波县对当地彝族民歌传承发展最好，其次是甘洛县、越西县、美姑县、喜德县、

西昌市、昭觉县、普格县等。当然音乐集收录民歌各地区数量并不能反映各地区传承发展水平的全部，也不是衡量各地区彝族

民歌传承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准，但音乐集是在过去凉山州及各个县市已收集的彝族民歌基础上进行再次收集与整合的，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凉山州各地区彝族民歌传承发展的情况。其次根据笔者对凉山州各地区彝族民歌文献资料、传承人、展演活动、

文化传播载体及相关管理部门的调查整理，凉山州各地区彝族民歌传承发展水平也基本与上述排序相吻合。 

三、凉山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是要构建坚强有力的领导架构。凉山彝族民歌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架构。凉山州各地区需构建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民间存续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明确责任与权利，整合多方资源，形成长远规划和具体方案相结合的科学

传承发展机制。 

二是要重点培养彝族民歌传承发展人。一方面政府可以与高校艺术院校合作培养彝族民歌音乐人才。政府精心选拔艺术人

才，投放一定的资金，与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合作，联合定向培养彝族民歌人才。以提高彝族民歌

传承发展人的知识水平与专业能力，这样有目的、有针对性并有保障地培养人才，才能长久地开展凉山彝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工作。另一方面培养民间传承人。凉山彝族民歌的传承有很大部分是家支系统内的口口相传，如毕摩调、苏尼调等。政府可利

用家支制度的科学面，鼓励进行彝族民歌的家支传承。再一方面，将彝族民歌纳入当地音乐教学。教育主管部门可将彝族民歌

纳人当地中小学教育管理范畴，并组织好音乐专家编写音乐教材，使本土音乐进入课堂。从小培养彝族学生对彝族民歌的了解

与兴趣，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措施，并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以彝族民歌的传承发展为目标，加强彝族

民歌的原生态传承发展。 

                                                        

①陈练：《马边彝族民歌现状调査及保护传承之思考》，《民族音乐》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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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彝族民歌收集整理与出版。凉山州各地区都应该积极收集、整理当地的彝族民歌，出版较为完整的当地彝族民歌

音乐集。在收集、出版时应做到：第一，政府投放资金让凉山州各级地方文化部门与民间文艺组织、教育部门一同把收集、整

理彝族民歌的工作有效地落到实处。第二，在收集民歌之前，文化部门应该对各乡镇的民间歌手做一个全面普查，对那些年事

已高、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要重点保护，及时收录他们的演唱曲目，因为在他们的歌声中更能体现出民歌原有的风貌。第三，在

收集民歌时，工作人员不仅要进行书面的记录、整理，还要重视录音、录像工作，并及时存档，以便以后梳理、研究。第四，

在人员组织上，除了文化部门之外，还可组织中小学音乐教师、音乐爱好者自觉参与到收集民歌的队伍中来。 

四是采用新兴技术对凉山彝族民歌进行科学有效传承。利用目前新兴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搭建面向彝族民歌

及文化的大数据平台。将收录的彝族民歌录入大数据平台，集大规模计算机集群计算与自然语言处理、深度机器学习等人工智

能算法技术于一体，并整合建设面向彝族民歌与文化的文本、音频、图像、视频及特色区域文化等多类型数据资源，提供数据

的深度挖掘和分析。通过对彝族民歌与文化大数据的分布式并行处理、分布式计算引擎、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分析等功能，

找出凉山彝族民歌的内在规律，以实现凉山彝族民歌方便、简单、快捷的发展，从而实现以大数据传播凉山彝族民歌、以大数

据保护与传承凉山彝族民歌、大数据推动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五是加大凉山彝族民歌综合宣传力度。一方面，通过电视、电影、纸媒、新媒体等方式开展凉山州彝族民歌的宣传，依托

“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凉山彝族民歌文化门户网站，定期推出相关内容，实现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另一方面通

过凉山彝族著名的火把节进行传播。火把节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拖县、普格县、昭觉县、金阳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县、

西昌市、宁南县、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等均有分布。①4凉山各地区应按照自己地区的特色，创新发展独立的区别于其他地区

的火把节模式，将属于自己地区的彝族民歌与火把节有机结合，把彝族民歌中的祭火、庆火、送火等形式完整呈现，开创可持

续发展的节日文化经济道路。再一方面，凉山彝族民歌还应走出去宣传。当地政府与民间组织不能只停留在当地宣传，应主动

出击到全国各地及国外音乐名城开展展演活动。彝族民歌走出去宣传的展演不能只是唱歌跳舞的舞台形式，而必须将彝族民歌

与彝族历史文化结合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与了解凉山彝族民歌。 

六是要注重凉山彝族民歌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是组建凉山彝族民歌研究中心，组织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开展凉山彝

族民歌相关田野调查，对凉山彝族民歌传承及其时代变迁进行跟踪性观察与评估，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凉山彝族民歌传承发展理

论研讨会，定期出版相关资料汇编和《彝族民歌研究丛书》等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是四川省社科基金及教育厅每年的相关课题

研究可专门设立彝族民歌的选题，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进行凉山彝族民歌的课题研究。 

四、结语 

挖掘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扩大就业拉动消费，成为了凉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将优秀的民

歌文化资源进行良好的传承与有效的开发？是当前自治州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历史使命。而凉山州彝族民歌文化产业的有效开发，

关键在于保证彝族民歌得到可持续发展。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传承、保护、传播、发展在采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必须与时俱

进，采用当前的高新科学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手段与方法，才能更科学有效。凉山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与民歌文化产

业开发相辅相成，在发展凉山彝族民歌时须注重其产业开发以实现经济价值，避免造成民歌资源的浪费，以民歌文化的产业开

发推动民歌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传承断层或开发不足与过猛现象。凉山彝族民歌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民间组织、文化企业

与当地人民的共同作用，以保证人、财、物等各项资源的整合利用。 

                                                        

①李锦：《凉山彝族火把节整体性保护路径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