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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安徽民歌传承路径!

荣蓉
"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4$###$

摘5要#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的安徽民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既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安徽民歌走向新时代的基本路径有$旧瓶装新酒%"创新表现形式"注入其他艺术血液的转型

发展!以及借助现代传媒!去拓展生存发展的空间等# 而保障这些传承发展的路径!则需要建立良好的组织机制促进新

时代民歌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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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民歌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的民间艺

术形式#其孕育与流传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息息相

关%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现代化(都市化进程

的快速推进和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民歌的生存

土壤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何在新时代生存(发展#

中国民歌正面临历史性的抉择%

安徽民歌历史悠久(曲调多样(内容丰富#并

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特征#在中国民歌的版图

上具有独特的位置% 在前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上#安徽有 2种民歌收录其中#分别是巢湖

民歌(当涂民歌(桐城歌(五河民歌(徽州民歌(大

别山民歌和凤阳民歌% 安徽民歌的传承与传播#

可以折射中国民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一5新时代安徽民歌的传承要求

进入 !$ 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民歌

热'% 自 !##1年启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来热度更甚% 标志性事件是各种类型(各种

层次以民歌传唱为主要内容的歌会(赛会层出不

穷#影响较大的有!$%%+ 创办的西部民歌"花儿$

歌会#迄今已举行 $1 届/$%%% 开始每年举办一次

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从 !##!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

的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及其改版-中国原生民歌

大赛.和-中国风1民歌会./!#$# 年#农业部(文

化部(中国文联还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农民艺术

节#民歌展演是其中重要部分/!#$* 年河北电视

台举办的-炫动中国风.民歌展演活动目前已进

行了第四季/由央视推出的竞技性综艺节目-中

国民歌大会.!#$1(!#$2(!#$+ 年分别举行了第一

季(第二季和第三季比赛#更是将各地优秀民歌推

向了央视舞台% 央视举办的的&清逸1佳雪杯

779l西部民歌电视大奖赛'规模更是宏大#参赛

者有来自三十多个民族的三百多位歌手#共九十

多组节目#一连七个晚上在黄金时间播出# 又正

值 !##4年春节#让无数中国观众享受了一个色彩

缤纷的&民歌春节'% 安徽的情况同样如此#滁州

市于 !##+ 年开始承办全国性的 &中国农民歌

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 还有全省性的&安徽

省民歌歌会' &皖中南民歌大赛'等比赛#市县级

的诸如&巢湖歌会'和&南巢歌会'就更多% !##1

年的当涂民歌大赛#参赛演员多达千人以上#极一

时之盛# &民歌热'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之后#文化

繁荣#民族(民间文化得到高度重视的表征%

但是#在滚滚热浪的表层之下#传统意义上的

民歌作为一种原生态声乐样式正趋于衰落#甚至

濒临消失#&时代在进步#民歌在退步'已经成为

任何人无法否认的现象% 传统民歌作为农耕文明

孕育的产物#与简单的生产方式和贴近自然的生

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形态各异的民间习俗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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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式微成为必然的趋势!曾经孕育出民歌华彩

乐章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民间习俗无不如是% 现代

传媒的强势冲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化#民歌传

唱的主体青壮年农民大批离乡背井进城务工#民

歌的生存空间日益被压缩% 总之#民歌的存在价

值和以自然传播为主体的传承方式正受到严峻的

挑战% 正如音乐评论家乔建中所说!&在传统音

乐与现代社会处于几近断裂的当下#如何在)原

生态*民歌)舞台化*历史进程中#尽可能保持其

)原生*特征#将成为)保护*还是)丢弃*传统的

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

安徽民歌同样要面对这个&十分严肃的问

题'% 但民歌真正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原生'特

征其实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探讨

如何保护和延续原生态民歌成为人们关注的话

题% 有人认为原生态文化的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

是少受外来文化的污染#就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

环境% 但现代安徽以至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不可能

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即使有也无益于原生态民歌

的延续和发展% 远离外来影响和社会变化#民歌

只能成为拒绝长大的孩子%

二5安徽民歌的艺术特征

安徽是一片古老的热土# 安徽民歌同样历史

悠久!我国见诸于文字记载的第一首女声独唱!

&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涂山之阳 女乃作

歌#歌曰!)候人兮猗*%'"见-吕氏春秋.$表现了

禹王妻妾盼望禹治水早日归来的心情% 这首只有

4个字的歌#可称得上是安徽民歌的滥觞% 汉代

乐府中安徽民歌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长篇

叙事民歌-孔雀东南飞.为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

以生命来殉情的爱情悲剧一唱三叹#成为千古绝

唱#故事就发生在安徽大地上% 主人公焦仲卿的

身份是&庐江小吏'% 到了明清两代#安徽民歌的

标志性作品&凤阳花鼓'更是唱遍了神州大地%

!一"安徽民歌的基本类型

安徽民歌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大体上可以归

入号子(小调(山歌三个基本形式% 号子是在打

夯(打桩(车水等场景中边劳动边即兴演唱的歌

曲% 它的结构短小精悍#旋律铿锵有力#十分口语

化#上下句对仗押韵#节奏感很强#常常衬有虚词#

以烘托气氛% 如-舂米号子.!&小小碓窝四方方#

呐呕#一窝糙米装中央00'小调形式自由#常具

有叙事意味% 传唱久远的安徽小调很多#其中有

一些广泛流传于全国#-凤阳花鼓. -摘石榴. -王

三姐赶集.等已成为安徽民歌的招牌% 山歌#有

山区山歌和平原山歌"又称秧歌或田歌$之分#进

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大别山民歌'和

&巢湖民歌'分别是两者的代表% 山歌的曲调或

高亢明亮#或悠扬悦耳#都是紧密结合所处的劳动

和生活场景#抒发歌唱者的情绪内容%

!二" 安徽民歌的主要内容

安徽民歌中反映农民爱情生活的最多#有着

与众不同的风韵% -摘石榴.以充满谐趣意味的

生活场景用欢快的旋律渲染爱情的甜美#演唱形

式生动活泼#这首五河民歌多次在全国民歌大赛

中征服了评委和观众% 无为民歌-送晚茶.借少

女给情郎送晚茶"傍晚的点心$的情景#很风趣地

刻画出农村少女微妙的爱情心理!&00山前坑

洼路难走,山后头孤单妹害怕,大路常有人来往,

又怕人多说闲话,弯弯子扭来扭扭子弯,弯弯子小

路到南洼,情哥哥见妹迷迷笑,小妹妹见哥羞答答

00'这首民歌经改编#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

唱#赢得了广泛好评% 另一类是反映劳动生产场

景的民歌#如六安民歌-车水不唱瞌睡多.(和县

秧歌-认不得稗子要姐教.(五河民歌-大米好吃

要把秧栽.等% 这类民歌以朴素的生活观念来描

绘劳动的场景#赞美勤劳的美德% 而其反面则常

常成为批抨和讽刺的对象% 安徽民歌还取材于乡

村日常生活场景% 如流传很广的一首-凤阳歌.!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

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

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

方%'普通农民也会将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编成

歌#有赞美#有揶揄#也有调侃#如!&天上下雨地

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

同枕一个小枕头%' "巢湖民歌-小两口吵架不记

仇.$有时还即兴演唱#&望风采柳'#这是一种富

于生活智慧的创作形式#睹物抒情#即景歌唱% 如

正月里闹花灯#来到每户门口的门调往往是领唱

人信口拈来#自然天成!&锣鼓一打喜盈盈,大家

都是爱玩人,去年玩灯人丢了,今年玩灯又丢人,

!"$

!

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的舞台化实践与&非遗'保护,,,,在&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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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红灯闹过后,男女老少享太平%' "大别山民

歌$这类民歌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与时俱进#不

断地注入新的内容#如被收入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的红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采用金

寨民歌-八段锦.的曲调填词而成%

!三"安徽民歌的地域特色

这些持续传唱了千百年(内容十分广泛的民

歌#展现了江淮儿女的勤劳善良(多才多艺#为我

们留下一幅幅具有鲜明安徽地域特征和不同时代

色彩的生活图画% 正如安徽音乐家崔琳所说!

&如果我们把几千首安徽民歌按年代排列起来#

就形成一条有声的历史长河%'

!

民歌作为民间音乐艺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区域性'特色十

分鲜明% 安徽由于南北被淮北平原(江淮丘陵(江

南山区所分割#相互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又地

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地带#从自然气候

到语言(习俗都具有这种南北之间的过渡性特征%

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安徽不同地区的民歌在

旋律(音阶(调式(节拍以及演唱形式上#都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特点#具有南北风格并存与兼容的音

乐特征% 按照地域风格#一般把安徽民歌划分成

五个色彩区域#即皖北(皖南(皖西"大别山$(皖

东(皖中"巢湖$民歌% 地域特征的差异#造就了

不同的民歌风格% 从总体上说皖南民歌优美抒

情#皖西民歌高亢嘹亮#皖北民歌粗犷朴实#皖东

民歌风趣幽默#而皖中民歌则以南为主(兼有北

味#从而以各富特色的曲调共同谱就了安徽民歌

多彩的乐章%

三5新时代安徽民歌的传承路向

不进则退#不进则消亡% 在新时代日新月异

的社会环境中#有着悠久传统的安徽民歌正面临

生存和发展的选择关头% 固步自封#与时代的发

展方向渐行渐远#带来的只能是民歌的生存危机/

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开拓创新#在传承基础

上发展#天地会更加广阔%

!一"继承优良传统'融入全新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新内容融合到传统的形式之中#或曰

&旧瓶装新酒'%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安徽民

歌的发展流变中#特别是来自&草根阶层'的民间

新民歌创作中#已经发现了不少利用传统形式的

成功尝试% 例如#在五河县 !##% 年的民歌普查

中#就发现了诸多反映新时代农民工生活的歌曲%

其中#留守妇女和外出打工的丈夫之间的相互牵

挂(相互思恋成为民歌的新素材% 小调-才郎一

去不回来.表达的是留守在乡村的妇女对进城打

工丈夫的无尽思念% 而在外打工的农家青年除了

爱情的牵挂之外#更多地抒发思乡(念家之情% 如

一首借-四季归来.的曲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

心声!&00夏季流浪的人归来#荷花水中开#进

了家门里#我看见家乡面貌改#秋季流浪的人归

来#大雁他飞两排#眼望处处五谷香#难把头来抬#

鸟儿尚有留巢意#我却跑在外00'近年出现的

无为民歌-香椿树下等丫丫.则以新的视角反映

时代的变化% 该歌曲表现在城里工作的女儿回乡

接母亲进城#因为感到&如今农村不比城里差'#

母亲不愿离开乡土的情节#以之展现新农村的新

生活新气象% 这首歌虽然由专业作者作曲#但采

用&秧歌调'的旋律#用的是农家朴实的口语% 在

童声伴唱或伴白的烘托下#女声主唱用情感语气

词行腔#尽情渲染&母女之爱(佳肴之宴'的农家

乐气氛#有着浓郁的传统民歌风味#体现的又是全

新的生活内涵% 这些以传统形式凝聚时代精神的

新民歌#让我们看到了安徽民歌在新时代赢得新

生的希望%

!二"更新观念'理清发展思路

在全新的时代环境中#自然状态的民歌生存

土壤已经很难再见#原来的传播方式#包括演唱场

所(演唱方式(受众群体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民歌最初的本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在这一背

景下来探讨安徽民歌的生存发展#清醒的理性认

知是必要的前提% 新的民歌传播机制正在形成#

千百年来的自然传播方式已经被舞台化(电子化

的传播方式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现代传

媒作为前人无法想象的传播平台#大大拓展了民

歌的生存发展空间% 但是安徽民歌在插上腾飞翅

膀的同时#也不应当离开养育她的这方热土% 我

们要用各种手段保护(促进来自乡野(来自民间的

非专业人员的创作,,,近年来保持乡土鲜活性的

民歌广为人知的标识是&原生态民歌' &原生民

歌'% 同时#安徽民歌要保护(传承#更需要创新#

既要有来自民间的原生态#也要有出自艺术素养

较高的专业词曲家创作的新民歌#前述-哥是山

*"$

!

余琛!-歌舞之乡 歌声悠扬,,,追寻安徽民歌的古往今来.#-合肥晚报.!#$$年 1月 $4日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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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妹是水.就是成功的范例% 另外#不少地方在

保护民歌的过程中#常常与发展经济(开展旅游活

动相联系% 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到底是民歌搭

台#经济"旅游$唱戏#还是经济"旅游$搭台#民歌

唱戏#为谁主谁辅的事而闹心% 完全可以形成互

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也只有双赢#安徽

民歌也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

四5创新安徽民歌的表现形式

具有悠久历史韵律的安徽民歌在新时代重新

焕发新生#不仅必须在内容上注入时代精神#形式

上推陈出新也是重要路径之一% !# 世纪 +# 年代

以来#巢湖民歌涌现出革新派集体#推出一批以传

统巢湖民歌音乐素材为核心的民歌新创作品#创

作形式多样(手法多元% 其中一大批力作使用了

叙事合唱(大型歌剧(音乐电视剧等形式#让传统

民歌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貌#走进了千家万户

的荧屏#登上了现代都市的舞台% 其后又相继出

现了男四重吉他弹唱-乡村吉他声.(萨克斯独奏

-我家宝宝睡着了.(二胡独奏-十里长冲好风光.

等一批形式多样的佳作% 这段令人感慨(难忘的

历史#为安徽民歌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传承

发展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表现新时代生活时#虽然没有&旧瓶'照

搬#但恰当地利用安徽传统民歌的某些音乐元素#

也是新民歌创作形式创新的重要一环% 在这一方

面#一些专业词曲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2

年#国内知名词曲作家天助登上天堂寨#有感于这

块为中国革命奉献出十万子弟的热土#又为支援

国家建设又送出数以十万计的大别山青年#运用

皖西民歌的元素创作了-哥是山来妹是水.% 歌

曲表现妹妹送哥去打工时的难舍难分!&哥#哎

0,你是山来妹是水#水绕山啊不停留#不停留% ,

放心地走莫悲伤#妹妹送哥去远方#去远方% ,带

上这瓶家乡酒#想家你就喝一口% ,绿水青山长相

守#哥哥永在妹心头%'这首情真意切(旋律清新

柔美的新民歌#配上笛子的巧妙运用#形成了质朴

温婉的独特魅力#在美食音乐小说-食为天.中问

世后#在网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安徽民歌的许多元素#还可以融入到现代音

乐作品的优美旋律中% 一个突出的实例是被看做

安徽民歌代表作的-凤阳花鼓.#曾经成为国内外

艺术家多种音乐形式的创作素材% 其中有作曲家

瞿维早在 !# 世纪 4# 年代创作的钢琴曲-花鼓./

有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曲-中

国花鼓./英籍亚裔青年小提琴女演奏家陈美演

奏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也以-凤阳花鼓.为背景

音乐% 安徽民歌音乐曲调和安徽民间锣鼓被融入

到这些在中外有影响的音乐作品中#赢得了新的

生命% 这足以证明#安徽民歌的许多传统形式#许

多音乐元素#在新时代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如何合理利用(融汇贯通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新时代民歌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它

艺术形式的影响#对于安徽民歌来说这可能成为

迷失自我的危机#也可能是充实自我(发展自我的

机遇% 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传统民歌的传承发展#

应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 一

个可能的方向是和流行歌曲的结合#借鉴流行歌

曲的演唱方式和其它成分% &流行歌曲作为新鲜

血液的注入#促成了民歌在当代的最大的 )转

型*#使)民歌*的面貌有了重大的改变% 转型后

的民歌#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

色%'

!民歌向流行歌曲方向的&转型'实际上已经

汇成有相当影响的潮流% 例如近几年的南宁国际

民歌节#推出了许多用现代器乐(新的演绎方式或

西方的配器方法来重新诠释民歌的所谓&新唱'#

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被请上舞台#传统意义上的

民歌已经很少#民歌节其实有些名不副实% 笔者

认为#安徽民歌既无法封闭发展#&民歌要流传下

去#必要跟现代的生活接轨'"卞留念语$#对现代

音乐形式的借鉴是一条生存发展的路% 但也不能

盲目兼收并蓄#任何借鉴或&转型'都要把握一个

度% 作曲家白诚仁就民歌的发展走向指出!&一

个东西从量变到质变#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对自己

好的东西又不掌握#最后就是)嫁*到人家家去

了#而不是它)嫁*到你这儿来#我们借鉴它是来

丰富我们的东西的#你现在是丰富人家的东西去

了#在人家的框架里去丰富别人的东西%'

"

五5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技术

在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的今天#现代传媒的

迅猛发展#大大改变了民歌的生存环境% 在当代

中国#除个别偏远地区外#以口头传播为基本手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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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荣蓉!新时代背景下安徽民歌传承路径

的原生环境中的民歌#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民歌的发展甚至生存在 !$ 世纪正受到严峻挑

战#这也是安徽民歌生存的大环境% 但现代传媒

对民歌来说又是一个前人无法比拟的传播平台%

如何利用现代传媒构建有效的民歌传播平台#给

有志于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民歌遗产的音乐人留

下了广阔的空间% 中央级媒体已经搭建了民歌发

展的平台,,,民歌不断出现在荧屏上#其中不仅

有前所提及的各类歌会赛会擂台赛#也包括与民

歌有关的各种专题片% 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

!##!年开始推出的&魅力十二'#将经典民歌做成

内容丰富多彩#学术性(资料性很强的系列专题#

从历史渊源(民俗背景#原唱形式到舞台的演绎变

迁#对近百首传统民歌进行了立体而生动形象的

展示% 央视的十五频道-民歌1世界. "原名-民

歌1中国.$栏目也是全景展示民间音乐的窗口%

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大大提升了民歌的影响力#

这是传统的自然传播方式无法相比的#正如作曲

家徐沛东所说!&民歌电视大赛就是一种高科技

的采风方式#把一辈子走不完的地方#听不着的民

族音乐通过电视呈现给了我们%'

!当然#可能难

免会出现一些与民歌的健康发展不协调的因素#

特别是竞技类比赛中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比

如流行音乐元素的喧宾夺主% 但让民歌在现代生

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在现代化大潮中延续悠

久历史的艺术生命#新的传播渠道必将成为民歌

传承发展的重要平台% 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

省级传媒以传播本省民歌及其它民间艺术为主的

有效平台#较之中央级媒体#显然差距太大/之二

更重要的是有志于传承发展安徽民歌的音乐人#

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到现代传媒的传播能量#适应

其传播方式的特点#来推动安徽民歌新创作的不

断涌现%

六5优化安徽民歌传承的组织机制

民歌作为来自民间的群众性创作#需要适宜

的生存环境% 安徽民歌的发展无论选择哪条路

径#都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

机制#为之提供组织保障% 笔者认为#优化组织机

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历史悠久的安徽

民歌在新时代再创辉煌#奠定坚实的创作基础%

!一"建设民歌资源平台

传统艺术的传承是建立在把握其精髓基础上

的再创作% 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利用是发展新

时代民歌的奠基石% 应当通过文字记述(乐谱记

录(音像资料等方式将传统民歌固化为我们永久

的艺术资源% !# 世纪 "# 年代以来#通过三次大

规模的安徽民歌普查#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安徽卷.就是普查

的成果结晶% 这些成果主要是由音乐工作者将民

间传唱的&口头文本'记录成&书面文本'#也包括

一部分音像资料#为安徽民歌留下了非常重要的

记录% 但仍会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有待完善#更

不用说这三次普查之后出现的新民歌% 特别是自

然生态中的口头传承#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正日

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口头文本'曾经是民歌传

承的主要方式#带有即兴创作的因素#因为演唱场

合的不同(歌手自然而又自由的心境#形成所谓十

唱九不同的效果% 随着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完

善#应当抓紧时间#将一些民歌传承人在日常环境

中的演唱记录下来#这些都是难以复制的历史资

料% 同时#要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文献(音像资料

进行合理的整合分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建安

徽民歌信息库并及时更新% 运用信息技术的数字

化管理#构筑起安徽民歌传承发展创新研究的资

源平台#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进而促进安徽民歌

的发展% 据悉已有高校将建立安徽民歌信息库项

目列入科研议程#信息库一旦建成#将有力地促进

安徽民歌的传承发展%

!二"强化民歌非遗保护机制

安徽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歌已

有 2种#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 $2

种#除去重合的 4 种#两者合计已经有 !# 种% 列

入非物质文化保护目录的民歌应该得到切实的保

护和弘扬"

% 如果这 !# 种安徽地方特色鲜明的

民歌能够像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得到政

府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悉心保护#将会成为

安徽民歌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 许多地方已经采

取切实有力的保护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当

涂民歌 !##1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之后#该县确立&挖掘是基础(传承是关键(

创新是提高'的思路#立体化(多元化地为民歌传

承做出了许多努力#要让当涂民歌成为千年名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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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除了每两年举办一届数百

人以上的当涂民歌大赛外#该县在民歌搜集(整

理(研究方面的工作也卓有成效% !#$# 年出版大

型史料性书籍-当涂民歌.#收集当涂民歌 !!"

首/!#$$年出版了研究专著-当涂民歌研究.% 同

时#通过全方位开展民歌文化交流#让当涂民歌走

出去#唱到了上海世博会#唱到了文化部主办的进

京汇报演出舞台#也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留下了

身影%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举行的&文

化中国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晚会上#当

涂民歌-唱得绿海泛金波.是唯一一首歌唱曲目%

世界艺术最高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也两次

演唱了经典的当涂民歌% 我们高兴地看到#凤阳

民歌(巢湖民歌(五河民歌(皖西"大别山$民歌等

在列入非遗目录之后#都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

视% 当地政府也已经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措

施#努力营造民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完善社区传承民歌文化发展体制

民歌作为民间音乐需要群众性的创作(传播

平台#在城乡社会结构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

民歌传承发展不仅应当是乡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更应当纳入城市的社区文化建设之中%

城市广场舞风靡全国#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关#也

有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以举办广场舞比赛等方式

积极支持有关% 如果民歌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也得

到相应的引导和扶持#将得到一个远胜于传统民

歌的创作(传播平台%

!四"建构民歌学校传承基础工程

安徽民歌的欣赏和演唱不仅应当成为省属高

校音乐欣赏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当进入中小学

课堂#从娃娃抓起#这是安徽民歌传承发展的基础

工程% 中小学音乐课程以学生从小了解家乡的音

乐(学唱家乡的歌为目标#不仅着眼于安徽民歌的

长远发展#也是青少年热爱家乡,,,爱国主义教育

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一针见

血地指出!&义务教育之后#如果没有学生能唱家乡

的歌了#民族的(地方的优秀音乐也就开始消亡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6'

!让我们欣慰的是#已经有地

方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如当涂民歌已成为该县中小

学音乐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编写了相应的特色教

材% 该县还持续开展&当涂民歌进校园'活动#让

非遗的省(市级传承人和每年当涂民歌大赛中涌现

出的&当涂民歌手'为在校学生教唱当涂民歌的经

典歌曲% 音乐评论家张振涛说!&中国人终于醒悟

了#一个不会唱自己家乡的歌#或者不会用自己家

乡的唱法唱自己家乡歌的人#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没

有鲜亮的文化身份"

% 当涂从小抓起的做法对于

安徽民歌的传承发展有着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安徽民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

关头#既在现代化大潮中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相信#只要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更新观念与

时俱进#新时代的安徽民歌将创造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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