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川民歌采风录》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1

罗党星

2017年 11月，由成都文理学院民歌研究所万光治教授率领的团队历时 13年采录编撰而成的《四川民歌采风录》（以下简

称《采风录》），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于巴蜀书社正式出版。该著遍采四川省境内 21个市州、181个县市的共计 3080首

民歌。2017年 11月 12日至 14日、24日，由四川师范大学和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四川民歌采风录》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 30余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或发

言稿共 80余篇，先后在成都金河宾馆、成都文理学院金堂校区举办了两场报告大会。会议内容主要围绕着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充分肯定《采风录》的最新、最全、最忠实、最及时的四川民歌音乐文献抢救、保护价值。如王小盾评价本著是一部

“不世出”的好书，有着音乐学、艺术史学、文化史学和民族史学的价值，是中国艺术和学术的宝藏。赵塔里木认为它是当前

全面、忠实记录四川民歌的最新成果，基本上可以反映四川民歌的整体面貌，弥补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的遗憾，对

四川民歌的声音、传承主体、生存环境等相关信息的记载更加直观。肖常伟肯定该著不仅有曲谱资料与视频资料，还有涉及内

容广、议题多、观点新的学术论文，难能可贵。毛建华认为，该著把过去民歌手不敢唱、采集到又不敢编入集成的民族民间文

化瑰宝展示了出来，是对过去四川民歌文献的十分重要的填补和贡献。甘绍成称赞该著是一项重大基础文化工程，是我国第一

部以省为单位、集声像文谱图于一体的民歌总集，为四川传统民歌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黄金中认为是

音乐界一件令人感动的大事，为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发展以及音乐工作、教育、研究做出宝贵的贡献。孙伯君指出，该著因《诗

经》“国风”之路径，对四川民歌进行活态的记录、分析、研究和保护，尤其是把曲调作为民歌之魂加以记录，其意义并非着

眼于一、二十年内的当下，而是百年、千年以上，为研究川西高原民族接触、融合的历史、语言、文化、风俗提供了极具价值

的参考资料。毛庆指出该著对二度和声的发现具有改写西方音乐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吴明贤认为该著具有大眼光、大智慧、大

成就，既是“空前绝后”又是“承前启后”。庾光蓉认为该著是“后集成”时代四川乃至全国民歌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标志性

成果，而 2016 年她追随团队采录自贡盐工号子的失败经历更证明该著面世的紧迫性及曲折性，以及幸运得以抢救回来的 3080

首民歌的珍贵。刘朝谦称赞该著具有极崇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任何音乐工作者都会在其中获得创作灵感，和多种文艺的启发。

房锐认为该著不仅是编者及其团队用脚步丈量绘制出一幅壮阔的中国西部民歌地图，还饱含深情的引导人们认识包括羌族在内

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李建军认为该著是对华夏采诗传统的继承，是巴蜀民歌采集与研究的里程碑。周翔认

为该著保存着巴蜀地区千百年来最原始的文化DNA，是四川民歌无法撼动的不动产。汤君认为该著采集于我国民歌存亡断续之际，

是一部现代版的“诗经”，是巴蜀学人对古老的尹、孔采诗、存诗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其巨大音乐文化价值必将在尽未来际光

芒四射。

二、高度评价《采风录》的音乐文学价值。谢桃坊指出该著所收集之民歌，来自于山野、乡村的口耳相传，是最真实的第

一手资料，为研究民间音乐、民间文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素材。赵敏俐认为该著为研究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活的素材和

生动的实例，有助于弄清楚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赵塔里木指出编撰者实际是回到音乐文学的本身去做。聂鸿音认为该著

启发人们在西夏文献里边去寻找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因素。孙伯君指出该著定会对进一步理解西夏党项族诗歌的特

点、进一步深化党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提供帮助。王小盾评价该著打破书斋学术的狭隘眼界，以“活态”形式更早反映文学史

传承的本质，是民族生存史、文化史的生动见证。李诚指出，采集鲜活的材料，对古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很有价值。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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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该著是第一次以文人的视角展示民歌，填补了音乐人在采风中容易遗漏的资料，开文人而不是音乐人的大规模采集民歌、

抢救文化遗产的先河。刘敏指出该著以文学研究的视角做音乐文学的收集，必将促进音乐和文学研究更大的发展。汪燕岗指出

该著给文学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汤君认为该著所收民歌堪称四川各个民族乡民原汁原味生活库，文学性很强，属于难得的真

正意义上的民间音乐文学性质。

三、充分肯定《采风录》结利用现代科技、兼备文人和音乐人视野的科学整理方法。项楚认为该著编撰者有着中国历史和

传统文献的修养，其对四川民歌的收集、编撰和后期整理给学术界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新的角度，“含金量”很高，很厚重。

赵塔里木指出该著科学记录了包括演唱者、采录地点、采录时间、采录人等诸多信息，研究方法规范、专业，留声记谱工作为

找寻民族音乐文化间的联系、藏彝文化流动与传播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王小盾评价该著用文字、声像手段展现每一首民歌的

传播路线、传播区域、演唱差异，是一部现代版的“輔轩使者，绝代歌谣，别国方音”。罗艺峰认为该著编撰者具有浓厚的文

人情结、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博我以文，化成天下”的田野情怀，所以编撰时具有多学科、多种知识架构、甚至是超学科的思

维视野。罗钢指出，该著在跨学科性质上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新潮流有共同之处。赵敏俐评价该著声像资料尤其弥

补了以往同类工作的缺憾。毛建华认为该著的“有曲必录”原则，有利于全方位对民歌进行考查研究。甘绍成指出该著让纸质

文献真正成为一部“活态文献”，使其成为能被青年学子传承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动教材和学术范本。谭勇认为该著从中

国宫调系统本体出发，在音乐本体里面使用简谱记法，体现了编者的细致、大气与思考能力，开启了学科交叉、混融方面的新

高度。这种整体、综合、历史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开了新研究或者记录方式的先河。唐小林指出，该著是演示性纪录文本，开

以活态文献方式采集、保存、保护民间文化的示范性先例，创民间民族文化保护新途径。李俊杰认为该著在活态文化层面上昭

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意识，满含对待民间“边缘文化”的现实关怀情意，具有更深远的方法论意义。陈礼

指出，该著对书稿准确性的要求近乎苛刻，七审七校，仅注释就近千条，真正是一丝不苟，创造巴蜀书社编校史上的新纪录，

也提升了其学术含量。邓稳赞扬该著不计名利，以十三年之久“从容”采、编和研究，实现了民歌采风质的飞跃。曹佳丽评价

该著主编者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史学素养，其团队也兼具专业的艺术素养，故能将实地考察与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对比印

证，为久远的传世文献寻找到活着的珍贵证据。

四、以《绪论》为中心，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共鸣与争鸣。项楚称赞《绪论》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使作者

的人生进入到新境界。肖常维认可《绪论》对《月儿落西下》“一曲多用”和“多村民歌的词牌、曲牌转化”的独到分析，同

时指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学术课题。赵塔里木评价《绪论》利用文献和田野考察互证，注重历史和当下的接通，对怎么

利用民歌的材料去认识过去提出了一些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践。王小盾认为，《绪论》特别关注历史与当下各种事物的关联，

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谢桃坊指出，《绪论》可以作为学术专著单独出版，同时指出“不歌而诵谓之赋”、民歌与词调、曲牌

的关系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地探讨。赵敏例认为《绪论》对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能够系统、细致、透彻的探根溯

源，对民歌的学术、文化、理论价值做了最大程度的发掘，同时指出声词与词调、曲牌的关系还有探讨的余地。毛庆认为，《绪

论》对《国殇》的辨析，属于把地上典籍、地下文物及活态田野考察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材料非常过硬。唐代兴认为，

《绪论》通过对赋体文学的标本性研究，借道“直陈其事”和“说唱形式”走向田野，自然开采出民歌这一频临消亡的“活态

文学”宝库，更提炼成文学的“活态文献”研究方法。欧震、陈燕认为，《绪论》提出的“活态文献”概念包含了巨大的革命

性，为学术界带来新的气度。吴明贤认为，《绪论》可以看作是一部文学简史，将固态文献与活态文献、田园考察与文史资料

相结合，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汪燕岗指出，《绪论》其实更进一步地把羌族的文化历史、文学艺术宝藏的学术价值揭

示了出来。谭光辉认为，现实资料不足造成了理论研究空而乏用，与实际生活脱节，因而变得不科学。但活态文献是把学术做

活的一种思路，是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冯小禄赞同《绪论》对周人“前歌后舞”记载的解释，并做了补充论证。李俊杰指出，

《绪论》八章逻辑鲜明，既相对独立，也具有整体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以“活态文献”激活“固态文献”的重要维度。

李国太认为，《绪论》以案例研究呈现出从“民歌”到“国学”的可能性，既有对民国歌谣学运动和民间歌曲（歌谣）集成之

传统的继承，又对新时期中国民歌研究之范式转换有开创之功。

五、《采风录》为代表的四川及西部民歌保护及后续研究建议。项楚建议，《采风录》应更快地在学术界和表演界被采用，

发生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建设中国文化的作用。钟世伦建议，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术学院、服装学院可以联合成都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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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响应十九大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号召，把该著转化为四川省抢救性的“创产学研政”传统文化工程，走活态音乐

和大学文化之路，培养人才来传承这种非遗性质的四川民歌。赵塔里木提议结合国际音响记录档案标准，建立四川民歌音响档

案。肖常纬提议对该著歌词的整理应把本民族的文字附上，那些没有民族文字的歌词可用国际音标和国际接轨，并结合汉语拼

音体现。谭勇建议，记录乐谱应合理解决节奏、音高问题，对民歌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对九十年代后的地域概念重新考虑。黄

金中建议本著中的民歌应选出来用于高校教学和研究，以丰富和补充民间音乐教材曲库的薄弱环节；应通过舞台演唱进行传播，

在传播中传承，在传承中再传播，让这些民歌能够产生更多、更大、更广、更好的社会效应和实用价值。罗艺峰建议借助“虚

拟田野”概念，在手机上和网上发现大量新的媒体形式带来的民歌和音乐现象。赵敏俐建议研究 3000多首民歌所包含的丰富主

题、曲牌生活之地、演唱场合、功能仪式、大众信仰、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文化观念等，选出和整理采风对象的生活背景、

知识背景，吟诵体会等。毛庆建议再收一点那些反映劳动人民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的“黄色”民歌，保存其原生态录音录像，

以免迷失当涂。刘朝谦建议，歌词的记录可以尽量完全方言化，写不出来的就用拼音，这样它就会更接近四川民歌的原生态，

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歌。其他如毛建华指出该著抓住了最宝贵的十年，把四川各市县梳理一遍，这是十分重要的贡献。李大明指

出该著编撰者的抢救意识非常重要，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应真正为学术界肯定和鼓励。谭光辉指出该著为这一代民间文化和中国

文化做出伟大的时代性贡献，对加强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西部和西南民族其他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和研究。如万光治在详尽考察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各级政府保

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长效机制提出了系统、全面、恳切的建议。罗艺峰主张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是尊重民间，尊重人民的生活常

态，因为民间自有它的智慧，能够让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黄金中在保存原有民间音乐文化特色、加强传承和对外交流、鼓励

民间自发性保护、加大政府立法力度等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罗亮星结合存世文献及他自 2008年 7月至 2017年 7月以来

对巴蜀 40 余乡镇村落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回归生活、加强引导的原则。

朱江书、甘绍成在发扬蜀琴优势、借鉴流派、增加琴曲、培养新人、编写教材、奖励创作、高质量办学、系统研究等等方面提

出可行性建议。黄尚军、李国太对清代巴蜀宗族类碑铭文献之于巴蜀移民史、经济史、民俗史、方言史的“立体活史书”的价

值，苏宁以“洪水”、“兄妹成婚”、“磨盘意象”等典型神话为例探讨“藏羌彝走廊”地区各民族文化口传文学自古以来存

在着的明显地“跨民族”特征等等。

本次会议最富特色的部分之一，还在于对《采风录》主编者万光治先生深厚学养及高尚人格的高度评价。专家们一致称赞

其思深志远，仁智过人，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顾老之将至，从城市“上层文人”的清雅交往走向与

浑身是泥土和羞怯的“下里巴人”打交道，真挚的尊重、同情、惋惜、纪念人民，以礼义亲和的人格感召团队精进努力，共同

守护四川民歌的巨大功绩，以及其全体团队成员固守艰苦，舍家为学，甚至舍命相随的好学之德，认为这就是古圣先贤谓训德

不孤者必有邻者的生动写照，亦即司马相如所谓非常之人所成非常之事，建立非常之功者。与会者称赞万光治先生及其团队在

没有立在任何一类科研基金、项目的名目下，以学术义工的身份全情投入十三年的舟车劳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经艰辛

的功业，认为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干入世的事业，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圣人崇高奉献之美，难能可贵，非常值得尊重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