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覃雅妮 5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

□ 覃雅妮 覃湘湘 梁宏章/文、图

广西民族报

近年来，田林县积极挖掘民
族 文 化 资 源 ，大 力 实 施“ 文
化＋”，以文促需、以文促治、以
文促旅，全面丰富和活跃各族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各族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乡村文化＋公共服务，满足
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整合各类
资源，搭建“理论宣讲平台、教育
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与
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
台”5 大平台，采取“1＋N”模式，

“1”为理论宣讲，“N”为各乡镇、
村（社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
的文明实践讲堂、农家书屋、文化
戏台等文明实践场地，制定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管理运行制度，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乡村文化＋基层治理，构建
共建共享格局。围绕共建共享，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充分发挥基层文化队伍作
用，以小品、说唱、快板、舞蹈等
形式编排节目，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移风
易俗“六提倡六反对”“道德润心

进村屯、进社区、进校园”等宣传
教育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讲
文明树新风。组建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 309支、志愿者 4.4万人
开展志愿服务送关爱“文明实践
树新风”“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推动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等文明
实践活动400余场次。

乡村文化＋旅游活动，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深入挖掘民族
文化资源，发展“文旅＋”模式，
规划打造定安历史文旅小镇、利
周现代农业庄园、民族文化特色
村寨等项目。利用壮剧文化艺
术节、“广西三月三”、“农民丰收
节”、定安“销正月”、六隆“吼敢”
节、八渡瑶族乡“开市”、壮族“祭
瑶娘”等文旅推介活动，鼓励本
地群众传习特色文化，通过制作
具有田林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
民族刺绣，销售八渡笋、油茶等
土特产和开办主题农家乐、农家
宾馆等方式，实现各族群众就业
增收。

（伍忠国）

“风清清吹过桥头，吹过什么，衣
裳云来纺，桂花落池塘，一更来约郎，
等不住影无双衫儿薄，夜风凉……”
一曲京族民歌《过桥风吹》轻轻地飘
进我们的心头，它无时无刻不滋润着
京族人民的爱情和生活。京族民歌
以那醉人的曲调，优美的歌词，清脆
的嗓音而传遍祖国大地。京族就像
蓝色的大海一样，浩瀚而神秘，世代
族人向海而生，伴海而歌，让人们对
京族这个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有了
新的认识与期待。京族民歌是京族
人民在海上劳作以及民间仪式、传统
节庆、歌圩场中所唱的歌谣，主要流
布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及越南沿海地
区。2012 年，京族民歌被列入第四
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京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中人
数较少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
港市，聚居在东兴市江平镇素有“京
族三岛”之称的氵万尾、山心、巫头三
个海岛上。京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
与京族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阅历、
社会习惯、民族风情等有着密切联
系。京族属于百越族群中的一支，至
明代时逐渐迁徙到东兴三岛居住，并
不断与当地汉族、壮族等民族融合，
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生产方式，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
化。京族民歌就是京族人民对生产
生活的总结和劳动智慧的结晶。明
清时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海洋

生产、婚恋活动、歌圩以及传统节庆
中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京族民
歌获得了较大发展空间，社会主义所
带来的新事物更是成为京族民歌新
的题材。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类传统
文化空间的恢复与重构，京族民歌获
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不但在京族民间
多有传唱，在校园中也有传承，还经
常作为京族文化的代表在各种庆典
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得以演唱，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京族民歌在曲调上，使用汉语粤
方言和“白话山歌”曲调，七言四句
(第一句亦可用三言)，双句押脚韵，
俗称“京族汉语民歌”，调式以传统的
五声调式或五声性调式为主，音域通
常在八度以内。音级三、五度跳进结
合二度级进比较普遍，常用徴调式、
羽调式、宫调式三种调式。在旋律
上，多为单声部旋律，旋律进行中多
用重复、变唱、递进、衍展、回环、对比
等手法，多呈线状曲折如波浪般起
伏。在曲体结构上，以乐段为基本单
位，节奏律动有非均分律动的散化节
奏、均分律动的有规则节拍节奏，装
饰音有前倚音、后倚音、颤音、波音
等。在唱词上，多运用赋、比、兴的表
现手法，唱词“六八体”的诗体形式最
具特色，其格律是每两句为一个单
元，上句六言，下句八言，每篇常为四
句、六句到八句，也可连若干双句为
长歌。每一单元内，上句末字与下句
句中第六字押腰韵。相邻两个段落

之间，上一段落下句末字与下一段落
上句末字押脚韵。在唱腔上，其唱腔
以温柔、圆润、甜美为特点，以低回婉
转、柔和细腻为基调，演唱时充分运
用鼻音和轻声，余音较长。男歌手一
般用真声，在发声上强调胸腔的运
用，女歌手用真假声结合，在发声上
强调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的混合运
用，注重旋律的装饰润腔进而使曲调
绵延悠长，歌声轻盈飘逸如渔船在
海浪中飘摇，呈现出海洋民族独特
的艺术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在内容
上，既有反映历史与族群迁徙的内
容，也有叙述民间传说的歌唱，既反
映生产劳动，还反映了爱情婚姻和
人生哲理，也有反映抗击外来侵略
者的歌词篇章，体现了京族人民含
蓄包容的文化心理和积极进取的民
族精神，是京族海洋性文化的艺术
展示。主要分为劳动歌，包括海歌、
旱地劳动歌；礼俗歌，包括做媒歌、
盘问歌、感恩歌、迎送亲歌、拜堂贺
喜歌、敬槟榔歌、敬茶酒歌；其他还
有劝世歌、儿童歌谣等。

目前，整理出版的京族民歌选本
有《京族史歌集》《京族唱哈节唱词》

《京族传统叙事歌》《宋珍歌》《京族民
歌集》《京族民歌选》等。

2017 年以来，东兴市持续开展
京族民歌进东兴中学、东兴京族学校
等校园活动，积极推动京族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2018 年，《12 天籁·京岛
渔歌》广西世居民族民歌音乐会在广
西艺术中心唱响，中国京族风情诗画
音乐会《京岛情韵》在北京民族剧院
上演。2023年，由京乐乐团-哈妹组
合演唱的京族民歌《过桥风吹》亮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
国 民 歌 盛 典》栏 目 ，在 综 艺 频 道
（CCTV-3）、音乐频道（CCTV-15），央
视文艺、央视频和央视网播出。

京族民歌就像那一阵阵海风，轻
柔而多情；像那一波波海浪，坚韧而
有力，这传唱的一首首歌谣，无不彰
显京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展示出海洋
民族的顽强拼搏和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也展示出京族人民的
诗意生活与唯美浪漫。它是海洋与
人类的情感纽带，人们将各种情愫化
作一曲曲动人的歌谣，随心而动，随
口而来，随风而去，最终归入浩瀚的
大海。

在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
保安村，“五一”气排球比赛、“六
一”儿童节趣味活动、端午节长
桌宴、打扁担传习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去年以来，保安村举办特
色的文娱活动 16 场次，几乎月月
有活动，场场都精彩，日子越过越
红火。

村委搭建平台，村民唱主角。
村民娱乐方式单一，差点精气神
儿，这是保安村原本的状态。现
在，羞涩腼腆、怯于表现自我的村
民，从台下走到了台上，从观众变
成了主角，主动当“歌星”“演员”，
唱出乡情，舞出乡韵。村民乐于参
与、便于参与、主动参与，激发了乡
村文娱活动的内生动力，整个保安
村村风、村貌焕然一新。

尊重村情民意，文娱多姿多
彩。保安村积极谋划，主动与村民
协商，开展一场又一场乡土气息浓
郁的文娱活动。这个月，保安村考
虑到村民不经常打球，便开展了一
场“没有规则就是规则的篮球比
赛”，保安村街道、各屯及易地搬迁
安置点的村民欢聚一堂。充分尊

重民族习俗、结合地域特色，摸清
村民真实的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
开展相关活动，这是保安村开展文
娱活动的首要前提。

从“有”到“好”，贵在薪火相
传。保安村原先的文娱活动仅限
于文体类，到现在的舞蹈、唱歌等
以及非遗各类活动都开展得有声
有色。打扁担舞是广西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誉为“广西
民间舞蹈一枝花”。保安村举办

“传承非遗文化”打扁担传习活动，
聘请“壮族打扁担”非遗传承人开
展打扁担传习活动，让当地村民了
解传承这项非遗文化，也让扁担舞
从群众中来，再传到群众中去。一
系列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动，展示
的是风采风貌，传承的是乡土文化
精髓，也在村民心中种下了“传承”
的种子，让优秀传统文化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如今的保安村，文娱活动贴近
村民生活，文明乡风逐渐走深走
实，向着实现经济富裕、精神富足
又迈进了一步。

（罗立婷 黄青绿）

京 族 民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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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少女在海边弹独弦琴、唱民歌。

▲京族民歌参加央视节目《黄金100秒》。

▲传承人苏春发（右一）在教授京族传统民歌。

▲社区居民学习京族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