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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民歌保护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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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民歌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学习传统民歌可以更好的理解当时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状态以及生活条件。并且，我国现在
很多音乐曲目都是基于传统民歌演变而来的。但目前我国传统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传承保护工作出现断层、传播方式
狭窄以及传播过程中忽略传统民歌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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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和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喜欢通过

观看短视频的方式消遣生活。而传统民歌作为我国文化瑰宝，由于
传播渠道狭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因此没有被更多人了解。相关
工作人员应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保护并传承我国传统民歌文化，进而
使得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继续发扬光大。 
一、传统民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传统民歌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民歌是一种语言艺术，是人
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艺术，相关学者通过民歌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
的心理、感情和生活状态。并且，人们通过歌唱民歌的方式也可表
达自身的愿望。我国当代民族声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民
歌的。例如，我国音乐学者根据传统民歌曲调的不同以及民族特性
建立了不同种类的民族声乐。而且，我国当代声乐演奏曲目大多都
通过改编传统民歌曲调和歌词而建立的。因此，当代民族声乐在某
种程度上相当于传统民歌的变体。 

此外，我国传统民歌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传统民歌经历了
漫长的岁月，不断通过筛选和改进，最终形成了这一文化瑰宝。传
统民歌富含了丰富的艺术价值，虽然是通过未经音乐培训的劳动人
民所创作，但由于传统民歌能最大化的体现劳动人民内心真实情
感，因此相关学者通过传统民歌中不同的歌词以及诗歌写作手法便
可得知不同民族的精神状态以及民族活力。 
二、民歌在我国传承保护工作的现状 

（一）传承保护工作出现断层 
随着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

高，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影视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但据调查发
现，以我国各大热门的数字媒体平台来看，传播我国传统民歌的制
作人群非常小，而传统民歌在网络的传播率也非常低。由于互联网
的高普及率，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那些生动有趣的内
容，因此传统民歌很难在大众中流行。此外，虽然部分具有视频剪
辑能力的人通过再次创作的方式，将传统民歌流传至网络。但真正
懂得传统民歌如何创作的人们由于互联网意识不强，或不会将传统
民歌利用互联网的方式上传，导致传统民歌的传播途径出现断层[1]。 

（二）传播方式狭窄 
目前，我国传统民歌的传播方式主要基于各大综艺平台。选手

通过演唱以及评委点评的方式，将传统民谣歌曲传播给广大群众。
这种传播方法虽然能提供一定的流量，但据调查，我国综艺类节目
传统民歌的出现率很低。主要在于传统民歌是当地劳动人民抒发自
身情感以及生活状态的一种演唱方式。倘若歌唱者不能通过内心真
正体会当时劳动人民的心路历程，就无法为社会、媒体以及人民群
众歌唱富有感染力的传统民歌，自然也就不会让人们对传统民歌产
生足够的兴趣。而只通过综艺节目进行传统民歌的传播过程，又因
为其传播途径单一，使得人们普遍对我国传统民歌表现形式以及作
品内容没有清晰的意识[2]。 

（三）忽略传统民歌的真正内涵 
传统民歌传承与发展活动主要集中在我国各大音乐院校中。音

乐院校相关教师通过为学生讲解和表演传统民歌的方式，让学生更
好地体会传统民歌的意义与内涵。但部分教师为了追赶教学进度，
而忽略了传统民歌学习与传承过程中其内在的精髓，因此使得学生
只知道传统民歌基本知识，但却不能让学生深入的了解，当时劳动
人民创作民歌过程中心路历程，进而难以将传统民歌这一艺术表达
方式更好的传承下来[3]。 
三、传承保护民歌的意义 

我国民族众多传统民歌的出现，使得我国各民族文化能够紧密

的联系在一起。由于传统民歌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相关学者通过
研究传统民歌中劳动人民创作传统民歌的写作手法以及民歌内容
便可了解该民族的文化特性。之所以中华文化能历经 5000 年源远
流长，是因为像传统民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世世代代相
传。因此，为了保护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我们必须传承并保
护传统民歌，通过不断探究和学习的方式，理解我国各民族的精神
和民族风貌[4]。 
四、传承保护民歌的具体措施 

（一）拓宽传统民歌传播渠道 
为了更好的传承和保护，我国传统民歌就需要为传统民歌注入

鲜活的生命力。首先，各地政府以及社会结构应大力开展有关传统
民歌的剧院舞台。定期开展关于传统民歌的音乐比赛并通过电视台
互相转播。其次，社会机构通过与我国各大音乐学院合作的方式，
通过音乐教师对传统民歌内在价值的讲解让更多人学习并了解传
统民歌的意义和价值。 

（二）加强对传统民歌艺人的流量扶持 
由于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我国

主流视频软件观看各种新闻资讯以及节目。而对于正在传播传统民
歌的艺人，相关机构应加大对该类人群的流量扶持，更好地将传统
民歌文化传播给更多人。并且针对部分已经出名的传统民歌艺人，
当地政府部门以及社会机构应主动与其进行合作，以便于更好地开
展传统民歌的宣传工作[5]。 

（三）加强学校传统民歌教育工作 
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主要基于学校来开展，而我国音乐

院校的教学内容是基于我国民族音乐相关内容之上。因此，为了更
好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歌，音乐院校相关管理人员应加大传统民歌
在音乐院校中开展教学活动的力度。首先，音乐院校相关管理人员
在课程设置中应加大传统民歌的课时安排。其次，教师在为学生讲
授相关乐理知识的同时，还应为学生提供传统民歌历史以及独特的
文化内涵讲解。最后，教师应通过互联网平台为学生提供有关传统
民歌纪录片的方式增强学生对于传统民歌的认知。 
结束语： 

为了实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富强，相关人员应通过拓宽传统
民歌传播渠道、加强对传统民歌艺人流量扶持以及加强学校传统民
歌教育工作的方式。加大传统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不但能够保护
好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还能提高我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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