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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鸣区壮族山歌传承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障碍
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今天，很多壮族孩子已

从小就不会讲壮语。究其缘由，主要原因是家长担心孩子学习了
壮话会导致孩子今后讲话容易“夹壮”。

“1990年7月壮文实验学校管理从民委会移交教育行政部分
管理后，壮文实验学校开始拨归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壮汉双语文
教育成为壮族地区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完全必要的。但
是，由于当时没有做好思想政治和组织宣传工作，对文件和相关
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许多不
应有的失误，有的县消极对待，等待精简。因此，各级政府在尚未
考虑壮文的持续发展和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便急忙瓜分民语
部门和壮文实验学校的财产，造成思想混乱，人心动荡，老壮文工

作者灰心丧气，年轻人认为搞壮文没有前途。”vii 壮文及壮语普及

工作同样在武鸣区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会讲壮话的人越来越
少；壮汉语音转换也成为了人们学习山歌的一大难点。此前笔者
制作了相关调查问卷，在第6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
在学习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相关数据如图二-1
所示，有 70.53%的参与者都表示壮汉双语转换是学习山歌的最
大难题。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壮语文的学习。

图二-1
（二）唱法技艺要求高
“武鸣壮族山歌的唱法，根据不同的曲调、演唱环境、演唱形

式，大致可分为真声唱法、假声唱法、真假声结合唱法等。”viii唱法

的多样性体现了武鸣山歌演唱技艺的高超。但却给传承带来了
一些专业性的难度。比如高腔唱法和拖腔唱法，在演唱技艺上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放弃学习山歌的想法。这
也成为了山歌传承的难点之一，也有很多学生难以掌握山歌的一
些独特演唱方式。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有 50.53%的参与者表示
发声技巧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难度，如图二-2 所示。即使有传
承人进行演唱培训，有相关录音设备进行录制保存，也依然有一
些特色之处属于山歌演唱家的临时即兴发挥，具有一定的个人主
观色彩。因此用录音设备进行保存保护并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更要口口相传，当面教授。这就对传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有更多的民间传承人来培训指导青少年进行山歌传唱工
作。但是由于目前学会唱山歌的民间艺人并不多。家长们认为
山歌是一种古老陈旧的艺术形式，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参与相关的
培训活动，更给山歌传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宣传普及不够
“新媒介营造了新的传播场景，也改变了新的传播行为，在

构建全新的视觉体验和文化消费场景的同时，迎合了受众和用
户的需求。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媒介的
口头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还是在现如今
的智能新媒介的传播时代，始终在文化场景与媒介场景中自律

和他律的相互建构中。”ix 可见，非遗文化在新时代需要有新的

发展方向，而视频便是突破的风口之一。打开相关视频平台，
对武鸣壮族山歌的宣传多停留在三月三精彩山歌节目的录制；
每月29号的月歌圩的精彩对歌环节，相关介绍不够全面，缺乏
专业人士对相关专业现象进行解读；很多人对此抱着“内行人
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的现象，并未让山歌“飞入寻常百姓
家”，因此让民间山歌传唱停滞不前。山歌虽然随口就是歌，但
想要有序健康的发展，就需要做到“雅俗共赏”，形成专业与业
余并举的局面，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视频平台认真学习山歌，了
解山歌的相关知识，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在视频的传播过程
中，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导致了人们对武鸣山歌达
人缺乏一定的认知与了解。因此，当提到壮族山歌时，大多数
只认识刘三姐。可见目前对山歌的宣传工作尚未到位，还需要
我们在传播手段方面有新的突破。本次问卷调查也进行了相关
调查，询问大家有哪些认识的山歌名人，大家普遍只了解我们
的歌仙刘三姐，对别的山歌艺术家一无所知。人们对山歌名人
的了解不足的问题，值得我们去重视并致力解决。

三、武鸣区壮族山歌发展建议
（一）培养传承人，丰富编曲形式
山歌需要口口相传，耳濡目染。因此需要让更多的优秀传

承人站出来，培养更多优秀的山歌传承人，让武鸣这片壮乡歌
海弦歌不辍，永葆活力。最近，黄天恒老师正在文化馆相关工
作人员帮助下，开展拜师会的相关准备工作。除此之外，我们
更应该举办更多类似的拜师会、擂台赛，挖掘更多的优秀人才
参与到山歌传承活动中来。挖掘人才才能让我们的山歌如蒲公
英一般，把种子洒满全国各地。例如在黄天恒的培养下，某山
歌队把《江日爬上岜》带到了法国进行汇演，让外国友人了解
了山歌文化。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山歌谱曲也需要与
时俱进，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在编曲方面，将新的音乐
元素，比如摇滚等流行的音乐形式融入到民歌创作当中；在歌
词写作方面一段壮语、一段普通话，把歌词意思解释明白，让
歌唱家明白如何调整自己的感情去歌唱一首优美的壮族歌曲。

（二）把山歌带入校园之中，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光大，关键在他们。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从娃娃抓起。”x 目前，虽然前述的三小开展了“博悟”课

程，但笔者觉得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把相关知识带到课堂
之上，并利用乡土文化提高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比如，语
文课上，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利用山歌的韵调谱写优美的山
歌，并借此提高他们的归纳能力和获取获取信息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美学鉴赏能力。“《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的学科核心素养内容包括“审
美鉴赏与创造”，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通过审美体验、评价等
活动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
味，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表现美、创造美的方法。‘武鸣山
歌被列入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在武鸣，山歌已成为壮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武鸣山
歌表现形式多样、唱法种类较多、曲调变换多样、语言表达
形象生动来展现武鸣独特的骆越文化和壮族风情，表现武鸣

的历史文化、武鸣人民多姿多彩的生活。”xi 拥有这样优质的本

土教学资源，更要求任课教师们提高自身素质，把本土文化融
入山歌创作之中，发挥其珍贵的教学价值。在双减政策和适应
家长们下班时间的情况下，学校都开展了课后兴趣辅导活动，
可以邀请一批优秀的武鸣山歌歌唱家进入学校进行教学，让学
生多唱多模仿，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山歌文化，丰富他们的课余
文化生活。这也是平衡学生学业和兴趣的优质方法。不仅如
此，还可以进行山歌擂台赛，老师们一步步指引同学们进行写
作，在老师、家长的协助下完成壮族山歌的创作，并套用武鸣
当地的山歌唱腔，创作山歌。后继有人，传承有望，在一代
一代的传承中，武鸣壮族山歌才能焕发特有光彩。此外，笔
者觉得“尼达妮合唱团”也应与时俱变，求变革新。如先在
城区的几个实力雄厚的中小学进行试点，每个学校都成立属
于自己的尼达妮合唱团，到了三月三大家集中汇演，这样更
能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民歌的传承当中。

（三）专业的媒体宣传
传承发展山歌文化，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将山歌视频

打造成系列模式，培育一批优质的山歌网红达人，并利用达人
效应发展当地网红经济。例如近段热播主旋律电视剧《大山的
女儿》，主人公黄文秀利用百坭村山歌手的影响力进行直播带
货，帮助百坭村发展经济。可以看出山歌在经济发展背后的一
种潜力。“网络传播空间既是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结合，也是人际
交往活动的产物。以非遗短视频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的场
所和逻辑融入网络空间，实现局部空间的信息生产。社会力
量对非遗保护的参与更加广泛。在以往的保护过程中，更多
的是政府力量参与其中。非遗短视频出现后，非遗相关主体
包括传承人、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机构等都有可能参与传播和

分享信息。”xii 在新时代，山歌发展更要注重短视频的力量，邀

请更多专业山歌人士以视频的形式进行山歌讲解，演唱优美的
壮族山歌，录制相关教学视频。“另一方面相较于新媒体的开放
性、即时性、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围有限，在传播少数民族
文化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例如在宣传广西‘三月三’时以
H5 的形式制作邀请函以及节目流程图在微信上进行传播，利用

微信‘强关系’的特性以及很好的交互性传播效果更好一些。”xiii
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让山歌在新媒体新时代发挥应有
的作用，多方面多角度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带动区域经济。在新媒体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前瞻
性、多角度的宣传策略，将会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只
有我们利用媒体资源，整合山歌优质文化资源，才能使我们在
文化传承工作当中占据有利地位。目前的文化传播界，不是

“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变成了“人靠衣裳马靠鞍”。因此优秀
的民族文化，更需要我们用心经营，发挥我们的才智去寻找有
效传播的途径，才能把传统文化发展做大做强。实时直播、前
期预热、定时更新、提高热度；只有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才
能让山歌富有生机活力。最后，山歌的传承需要长时间的日积
月累，不断努力，只有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把山歌传承
工作做到最好，让山歌响彻壮乡，经久不衰。

四、结论
山歌的发展带有时代的色彩，时代铸造山歌，山歌回馈

时代。在壮乡武鸣区，山歌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在时代
的春风下，茁壮成长，生生不息。唯有借助时代的春风，才
有“吹又生”的局面。在提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
天，山歌更有鼓舞民族团结的时代意义。山歌的发展需要传
承与创新并举。作为壮乡儿女，我们更应该保护山歌文化，
为山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为山歌发展建言献
策。让你我携手共进，共赴传承之路。愿大美壮乡歌常在，
愿壮美广西梦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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