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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桂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概述  

第一节   桂西北少数民族音乐起源及分布  

桂西北地区大部分位于河池境内。河池是个神奇的地方，地处云贵高

原接壤处，喀斯特地形突出。据河池相关资料记载，河池在先秦时期属百

越之地，据考证，桂西北一带的音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狩猎活动中呐

喊所发出的音乐节奏或音乐音调，从生产劳动到祭祀活动，桂西北少数民

族音乐无处不在。  

河池市大约有 428 万人，其中有毛南族、瑶族、壮族、汉族、仫佬族、

苗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 9 个世居民族，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

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中国水电之乡、世界长寿

之乡、世界铜鼓之乡、“歌仙”刘三姐故乡。当地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使用较多的是壮语、汉语、桂柳话。  

桂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及民族语言，在服饰、饮食、

建筑、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都保存着自己的民族

特点。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民族风情浓郁。宜州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民俗风情多姿多彩，壮族“歌仙”刘三姐的山歌名扬四海。桂西北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这里的人们用山歌进行感情交流，或者用山歌开展不同场

合的社交活动。凡婚丧喜事、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结交朋友或参加农事活

动都有唱山歌的习惯。很多山歌的歌词以赋比兴作为基础，歌词创作题材

广泛，即兴编词，随意性强，很多歌手在唱山歌时歌词信手拈来。山歌的

曲调优美，感人至深，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易记易传。桂西北山歌文化

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研究开发的富矿之一。  

桂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在各县市都有，大致分布在宜州、河池、东兰、

凤山、天峨、南丹、环江、都安、罗城等地，分别有环江县、东兰县、凤

山县部分地方的“比”“欢”壮族歌曲；巴马县、凤山县的瑶族音乐；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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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毛南族的肥套音乐、傩戏音乐。桂西北一带的特色民歌主要指以宜州、

河池一带的壮族单声部音乐、二声部音乐，南丹白裤瑶的细话歌，宜州市

的彩调音乐，宜州的零零落音乐、渔鼓音乐等。除此之外，还有为蚂拐舞

伴奏的器乐音乐、以东兰县为中心的铜鼓音乐、以罗城县四把镇为中心的

仫佬族民歌、依饭节的音乐。  

第二节   桂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种类  

桂西北音乐繁多，总体包括演唱类音乐与器乐类音乐两种，绝大多数

音乐是由劳动人民共同创作、口头传播的，通过世代不断加工完善，形成

独特的音乐风格。有的音乐直接用本地话演唱，有的翻译成桂柳方言演唱。

桂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民歌分为山歌、号子、小调三大类，从社会传播层

面看有民间音乐、民间戏曲、宗教音乐、民间舞蹈音乐、民间器乐五类。  

第三节   桂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传播途径  

一、桂西北一带音乐的特点及传播平台  

1. 桂西北一带音乐民族性特色  

在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男婚女嫁、生活劳作、逢年过节，成年男

女间都要用山歌来表达情意，可谓是无事不歌，以歌代言。桂西北一带的

唱词起初都是壮语，各地对歌曲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就曲调种类称谓而言，

归纳起来有“欢”“加”“西”“比”“伦”五种，其中，“欢”（“欢”是壮族

民歌的一种形式，指曲调优美的山歌），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言演唱。为了

方便各地传统民间文化交流，当地歌手为了让外地来的歌手能够听得懂本

地歌词的内容，渐渐把歌词翻译成汉语，以便交流欣赏。桂西北少数民族

音乐带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等特点，所以桂西北山歌内容往往通俗

易懂，旋律朗朗上口，容易传唱，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有的歌曲曲式结

构为一段体，有的是二段体，有的是多段体；有些歌曲的句式结构为两个

平行句或上下对比句等，有些歌曲中间加有变化音，令人耳目一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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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于河池市一带的《燕子垒窝在屋檐》这首歌曲：  

燕子垒窝在屋檐 

 

这首歌谣由莫花俏演唱，黎德旋、吴宝剑记谱并配译，歌曲是商调式，

由 2/4 拍子与 3/4 拍子组成，中间加了变化音升 do，这首歌曲仅用于传授

给新歌手，不用于对歌场合，演唱男女不限。  

2. 歌谣的主要传播平台是“歌圩”  

“歌圩”是壮族人民传统的节日，也是当地人们以对歌方式来传递情感

的平台之一。“歌圩”历史悠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人们交往、交流、

交心不可缺少的重要载体。在赶“歌圩”期间，当地人民都不约而同地在

山林间或在较宽阔的草地上对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的“歌圩”已经

在政府的引导下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对歌比赛了，这种新时代的“歌

圩”形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发形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搭台赛

歌”或“广场赛歌”。有了政府的组织，现代“歌圩”的比赛规模与传统的

对歌规模相比，场面更大，更加规范。一些歌手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

华，在平时的生活中会用空余时间自己编写唱词；为了击败对手，他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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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把事先编好的歌词记录到手机里，以便比赛时能偷偷拿来看，十分有

趣。歌手们在比赛中所演唱的歌曲已经不再是传统歌谣，他们不断创作出

内容丰富、具有较高质量的歌谣作品，从而促进了歌谣的传承和发展。  

二、促进桂西北一带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  

1. 歌谣传承存在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

这也影响到桂西北一带民族文化的传承。首先，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

少数民族语言渐渐失去应用的空间。目前，很多地方都把歌谣改成用普通

话来演唱，这样做有利于交流，但这样一来，很多歌曲便没有了原来的韵

味；目前，部分地区缺乏歌谣传承人，这种传承后继无人的现象比较严重。

例如：经调查，桂西北一带的民间歌谣传人有莫瑞扬、黄月霜、黄月香、

蒙启业、谢庆良、兰翠丰、覃益妹、韦善光、磨海英、黄炳德、覃艳芳、

潘红梅、何现光、刘应林等人，有的歌手出生于 1936 年，年龄已经很大了，

如果不加强对桂西北一带文化的保护，有些优秀民间歌曲将可能失传。其

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加剧，外来文化对壮族歌曲的影响日益

深入。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有可能出现转型发展。

最后，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影响，这

些问题已经对广西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歌谣保护和传承策略  

要想使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首先要考虑到它

存在的沃土以及它的传播途径，有了存在空间，才能组织有关人员，研究

相关问题，理清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历史及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分析

其文化内涵以及对人们生活的作用。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桂西北一带音乐

不同区域、不同自然环境因素、人文环境因素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理清其使用场合，比较与鉴别外来文化对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的影响，归

纳成体系。对歌谣音调结构进行分析，把桂西北一带在体裁、歌种、风格

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地区差异进行归纳，从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价值功能的

转变、文化发展过程中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的形态更替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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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理论体系，使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具体

措施归纳为以下几点：  

（1）让桂西北一带文化“本土化”发展。  

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原来就是在“歌圩”中形成，在“歌圩”中发展

壮大的，保护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首先，应该保护它发源的场所，有了

这个传播平台，才能确保歌谣原汁原味。当地政府把这个平台建设列入建

设项目计划，分步分批地实施平台建设，才能使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回到

原有的发展空间里，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其次，把桂西北一带文

化引进当地学校课堂里，学校要适当把桂西北一带文化内容列入教学计划，

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的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传承人。最后，通过多种渠

道成立刘三姐文化传承机构，积极传播刘三姐文化，让桂西北一带文化在本

土得到多元化发展。  

（2）让桂西北一带文化在创新中发展。  

加强对桂西北一带文化的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对桂西北一带文化深入

挖掘、收集、整理、研究，多层面、多视角对桂西北一带文化进行探讨研

究，结合生态文化建设，为桂西北一带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构建民族音乐

及传承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模式。  

（3）让桂西北一带文化“国际化”传播。  

在新时期，文化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桂西北一带的发展也不

例外，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练特色，展示魅力。首

先，通过研究，深入当地民族地区采集文化素材、挖掘民族元素，创作出

一批批优秀作品；在各旅游景点、广西定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国

际民歌节等平台上表演，向国内外展示桂西北一带的文化与风土人情，从

而促进地方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与传承创新，促进广西经济的发

展。其次，利用网络、电视等各种传播媒介，把桂西北一带民歌以动漫等

形式制作成多国语言演唱，向全世界展示桂西北一带的文化魅力，使世界

各族人民了解桂西北一带音乐的内涵。  

总体来看，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满足人们听觉审美需要及表

现内心感受需要的民间文化艺术，它的发展更多地受听觉美学规律与表现

内心感受需要的制约。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感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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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风格是珍贵的、有价值的，

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既需要站在实现桂西北一带民间音乐风格多样性的基

础上，保护桂西北一带传统民间音乐的独特美学样式，又需要站在时代的

高度上，不断创新，把当今时代的真、善、美、假、恶、丑等纳入桂西北

一带民间音乐的美学研究视野，去伪存真，取其精华，使之发扬光大，世

代相传。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