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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少数民族独特生活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

艺术形式——少数民族歌舞。少数民族歌舞充分地体现

了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和内涵，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阶段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

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在此环境中，受多元化的

影响，少数民族歌舞正濒临消亡的困境。因此，为了继

续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歌舞，本文基于社会变迁视域下，

对少数民族歌舞的现代传承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为促

进少数民族歌舞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一、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

少数民族歌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一

个民族观念问题的形象化反映，其形式比较稳定。按照

少数民族歌舞的功能来划分，少数民族歌舞一般分为祭

祀类、狩猎类、图腾崇拜类等。以往，少数民族歌舞

的传承主要分为家庭传承、师徒相传、社会传习三种

形式：一家庭传承。在家庭中，主要由年龄大的歌舞

手来传习少数民族歌舞，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可以

潜移默化地影响后辈歌舞手，促使年轻的歌舞手认识、

了解，甚至喜欢上少数民族歌舞，从而达到传承的目

的，家庭传承是最为普遍的传习方式。进入 21 世纪以

来，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手现代流行文化的熏

陶，少数民族歌舞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很多少数民族

人开始纷纷走出村寨。再加上 21 世纪，随着社会开放

程度不断的加深，少数民族村寨外出打工人不断增多，

少数民族群众接触到了诸如电影、网络、游戏、电视

等先进的科技设备，人们的娱乐文化活动不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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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歌舞，人们的视野、思想得以开拓。在此环

境下，少数民族人对本民族传统歌舞的态度也发生了

改变，年轻人开始喜欢上了流行音乐、现代舞蹈等，

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主体变成了留守儿童和老人，导

致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发展停滞不前；二师徒相传。

这种传统方式主要是传唱者通过拜师的形式，进行学

习演唱技巧和舞蹈技巧。目前，师徒相传还是部分少

数民族歌舞最主要的传习方式。当下，受社会变迁的

影响，这种传承形式促进了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发

展，少数民族地区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而作为继承者

们，徒弟们经常去参加，这极大地提升了传承人的社

会地位，人们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促使

传承者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学习兴趣也被激发出来，

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歌舞的现代传承。与式微的家

庭传习相比，师徒相传的方式在保护少数民族歌舞传

承上具有推动作用，具备较强的自觉性；三社会传习。

少数民族歌舞寄托着少数民族的情感，是一种文化交

流的重要形式，其以演唱和歌舞为主，通过在不同的

地方进行演出，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

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发展，而一般情况下，少数民

族歌舞都是以歌舞表情，以丰富的节庆仪式为传习场。

在火热的节庆活动中，少数民族歌舞不但能够促进本

组群文化和身份认同，还能通过听、看等渠道，促使

少数民族人民会喜欢上少数民族歌舞，从而更好地传

承本族歌舞，并收到了极大的熏陶。但随着少数民族

社会生活不断的变迁，少数民族歌舞的社会传习收到

了较大的弱化，如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仪式的消亡，以

及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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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歌舞现代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传承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商品经济。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变

成了一种商业开发的形式，开始融入到了餐饮人和旅游

业、休闲娱乐中，如：云南省德宏州的傣族民族歌舞进

入了一系列盛大的节日文化活动中，不但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游客，还为打造本地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做出了贡献。

同时，当地傣族丰富的歌舞艺术也得到了发展，借助这

些活动，傣族歌舞进行了充分展示和推介，极大地提升

了本地傣族人的重视，促进了傣族歌舞的传承。同时，

还增加了当地的经济收入，促成了傣族民众传承民族歌

舞的积极性由被动变为主动，意识到传习本民族歌舞的

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文艺

表演团体，他们大多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其中最为活

跃的就是民间歌舞表演团体。这些民间歌舞表演团体根

据当下的流行特点，将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以舞台

作为载体，对歌舞进行创新和改进，收到了当地极大的

欢迎和喜爱，不但激发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传习本族歌

舞的热情，对传承少数民族歌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极

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

另外，当前部分少数民族社会人际交往形式发生了

极大的转变，以往以歌传情、以舞会友的交往形式日渐

衰微，但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节庆歌舞展演却异彩纷呈。

如社区文艺展演集传统与现代、专业于业余于一体，将

传统的、现代的各种元素融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

社会传承平台。

2、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传承断层。目前，随着在社会变迁的驱动下，

人口流动造成少数民族歌舞所以来的人文生态场域发

生了转变，少数民族歌舞传承缺失内生动力，逐渐失

去了生气和活力，人文精神和情感支撑开始变少。尤

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

入，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大量少数民族族人涌

入城市，这严重的阻碍了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少数

民族歌舞的传承发生了断层的问题。并且老一辈人的

不断逝世，年轻一代不愿意传习少数民族歌舞，导致

少数民族开始被淡化、甚至消亡，严重阻碍了少数民

族歌舞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传承方式单一。目前，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深

入，少数民族人民的知识不断丰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年轻人的思想不断变化。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下，少

数民族的视野得以开阔，思想得以丰富，在此环境下，

少数民族歌舞与不同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也不断加快，

但同时，具有巨大优越性的现代文化对少数民族歌舞的

独特性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地区各种文化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

区，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基地

啊的影响。并且随着所接触的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下，

少数民族群体观念不断改变，这势必严重阻碍了少数民

族歌舞的传承与发展。

另外，重视程度较低。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地越

来越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艺术，政府也下发了很多政策

性文件。但政府对少数民族歌舞的关注度还不够高，相

关政策还未完全得以实施，这将对少数民族歌舞传承造

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如果缺少政府的保护，少数

民族歌舞难以传承，尤其是在不断流失的状况下，少数

民族歌舞的传承结果将不堪设想，一旦没有政府的保护，

就会降低少数民族歌舞传承和影响力。

三、社会变迁视域下少数民族歌舞现代传承及策略

1、少数民族歌舞的现代传承

少数民族歌舞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流行的一个艺术

形式，它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中，

能够充分表达少数民族群众的情感。近些年来，部分少

数民族歌舞被列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如瑶

族的金锣舞等。并且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将少数民族歌舞

引入到了节庆日、乡村旅游等项目中，高度重视少数民

族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挖掘和开发自然资源，极大地提

升了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如广西田东县在 17 个优先

发展的文旅项目中，引入了瑶族金锣舞。并且当地学校

也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将金锣舞、金唢呐等优秀

歌舞文化引入到了校园和课堂中，开设了民族传统文化

教育课程。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广西还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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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瑶族金锣舞艺术节，并将其纳入了博物馆中进行介

绍。由此，有了政府的推动和支撑，瑶族金锣舞传习

所也建立起来，这为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提供了巨大

的帮助。

2、少数民族歌舞现代传承策略

（1）以政府为主导，增强政府在传承中的作用

少数民族歌舞传承需要政府、学校、传承人等共同

研究、开发、传承，需要多方介入，即以有关政府部门

为主导，通过增强专业队伍建设等措施，以当地文化传

承者为主体，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专业组织机构，如“少

数民族歌舞分级保护工程”机构等不断增强对少数民族

歌舞的保护工作。并依托各级文化馆、文化站，通过充

分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其完善的保护体系，将少数民族

歌舞保护工作纳入日常工作中。同时，应以科学的态度，

通过增强一系列的保护方式和渠道，有效传承少数民族

歌舞。

（2）增强教育文化建设，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可以促进少数民

族歌舞的传承，也就是说，学校教育是传承少数民族歌

舞的有效措施。一方面，数民族地区应将少数民族歌舞

技艺及文化相关课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在当地中小学

通识教育中，采取课程设计与活动结合的方式，增强学

生对少数民族歌舞传承的意识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学

校应重视少数民族歌舞的独特语言，鼓励学生积极学习

少数民族语言；另外，学校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群进入

到校园中，提升学生的认同感，加深他们对少数民族歌

舞文化的了解，增强传承意识。同时，政府应加大宣传

和展示力度，通过宣传和展示活动，等，不断增强当地

群众的认同感，提升他们对少数民族歌舞的了解程度，

促进少数民族歌舞的顺利传承。如借助乡村文化场馆等

场所，对少数民族歌舞文化进行展示，增强人们之间的

交流互动，增强传承场所的保护和民众的文化自觉、自

信，增强民众的传承热情；在社区举办文化艺术教育讲

座、文化宣传活动中，为了增强民众对少数民族歌舞的

了解和认同，应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借助社区资源，对

少数民族歌舞进行宣传，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

（3）与时俱进，打造和推广文化名片

目前，文创产业的发展形式越来越乐观，为了更好

地传承少数民族歌舞，应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带动少

数民族歌舞发展，通过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将少数

民族歌舞传承与经济产业相结合，形成少数民族歌舞

的品牌，打造和推广文化名片，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

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增强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播。

如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歌舞

的传承，并从文化典故角度出发，采用发展文化景区等

相关文化产业，不断加深人们对少数民族歌舞的认识，

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经济旅游业的发展。另外，挖掘和

提炼少数民族歌舞的民族文化精髓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并借鉴其他民族歌舞的优秀文化，将本民族歌舞打造

成独具一格的民族特点，形成少数民族歌舞品牌文化。

如田东县政府选派瑶族金锣舞参加一系列电视节目大

赛等活动，通过展示瑶族民俗风情、文化，促使金锣

舞打破民族和地域界限，走出了村寨，如百色市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旅游电视周优

秀旅游电视节目大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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