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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忠，士族， 1950年12月生，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人。 曾供职于

天祝县政协。 曾任第四届甘肃省青联委员、第八届甘肃省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

协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士族研究会常务理事，

甘肃省武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 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主

话等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60余万字。爱好摄影，有400多幅照片在省内外

各类报刊书籍和展览中发表和展出。

短篇小说《艾怨的恋歌》曾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奖，短

篇小说《雪山下的洪涛》获甘肃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集《艾

怨的恋歌》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

主编了《天祝藏族自治县志)) ((武威通志 · 天祝卷)) ((天祝60年》

《甘肃士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等书籍，与人合著了专著《凉州佛

教)) ，其中《天祝藏族自治县志》获甘肃省史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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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杨得中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李万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天祝藏族自治县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

十八大精神的正确性与预见性。譬如近年来开展的卓有成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由特定民间社区群体世代相传，反映该地区群体历史

渊源、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观念形态、宗教信仰及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特征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总称，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现

及民族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源泉，也是连接民族情感

的纽带、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

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位于青藏

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会地带，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丝

绸之路的要道之一。这里是藏、汉、士、回、蒙古等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在数千

年的开拓和发展中，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祝县历史的见证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天祝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天祝县相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相关

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保护机制和体系基本建成，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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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zhu' 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 3 

华锐藏族民歌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渊源

藏族社会，是歌的海洋，到处都传唱着诗情画意的歌曲，到处能听到清脆嚎

亮的歌声。华锐藏族，世世代代居住在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中心的青藏

高原东北麓，是安多藏族的一支。华锐藏族民歌作为华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追湖其渊源，早在藏文字出现以前，就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民间广泛

流传。根据敦煌文献资料的藏文残卷中的记载，公元 6 世纪，在古代藏族人的语

言交谈中，就已经习惯于用民歌作为表达方式。华锐藏区在其形成之初，就与甘

青一带的各民族交错相居，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兄弟民族的文化养分，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华锐藏族民歌以其唱词洗练，富有文学性，旋律优美动

听而著称，是华锐藏族民间 哥二 ..-. 

文化中的精华 o 1. ~已窍'

公元 7 世纪，自藏文字

创制形成和应用推广后，藏

族民歌经过文人们整理、加

工、提炼，更加形象生动，更

加凝练精彩，更具有艺术感

染力，把华锐藏族民歌发展

到新的阶段。到公元 11 世

家级非 hE￡ ι遗产
藏族民哥大·华锐藏族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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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天祝非物质文化遗产

纪 ，华锐藏族民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勒"(藏i吾家曲)体民歌的

发展，出现了质和量的飞跃。 此后，华锐藏族人口不断增加，传统文化不断提高

和完善。 华锐藏族民歌发展到今天，它内容丰富，分类齐全，已经形成了一套体

系完整、形式独立的华锐地方本士的民间文化。

分布区域

华锐藏族民歌主要流传在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 ，也包括张掖

市的肃南县以及青海省门源、大通、互助、祁连、乐都等县的藏族居民区域。

流传现状

华锐藏族民歌浩如烟海，但到 21 世纪初在华锐藏区流传的只是沧海一粟，

大部分已在岁月的更迭和历史的迁延中散失。 就是流传至今的也大部分已面目

全非 ，残缺不全 ，甚至有的更是只知其名 ，而不知其内容。民歌作为一种民间文

学艺术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为的偏见，在新中国成立前能登大雅之堂的

、，们叶4讪Z扒问吆ψ俨!耐M 川叫 ø ，，..，. ，...耐叫咐少?川 '41伊~ ~:沟、干忡T

ι，" .. ~....:~...叫飞飞6ιl 叫叫叫、 JJLμμd矶、J川.

川川 川叫屿叫川七川山....~…‘呻o川.、ν. 、 U川飞川!川什k吨、、 u叫叫'，' 火咛、..….巧<~λ、eγ时 A扣、帆内叫U 飞山v 段，通过口 f传专心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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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田b、豆、叫了铲~V' '1''''''、个叫 \咛吵叫叫.\~\，'飞机、~~队、川缚，、. 「-F、山 角 Q 大量的华锐藏

族民歌由于无人组

织搜集、 整理和挖

掘，只能自生自灭 Q

据调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 天祝藏区

中比较优秀的一些

民间老艺人多已衰

'吧立士、与立二个叫…工 二i 老和谢世，在他们
华锐藏族民歌原始文本 的影响下虽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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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曲珠海之宝〉 华锐藏族民歌原生态词曲精粹光盘

起来的为数不多的歌手仍在延续着华锐藏族民歌的生命但所记的数量已很有

限。加之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华锐藏族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植根的土壤

越来越贫婿，甚至在逐渐消失。新中国成立以后，华锐藏族民歌得到党和政府的

重视，进行过一定程序的挖掘和整理，但因政治运动频繁，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

到认真地执行，所以华锐藏族民歌的命运也是坎坎坷坷、起起伏伏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华锐藏族民歌遇到了春天，特别是自 2003 年国家启动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以来，华锐藏族民歌的抢救和保护才得以重视，发生了转机。 2008

年"华锐藏族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后，天祝县

高度重视华锐藏族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天祝县藏语文办公室则多次组织人

员深入华锐的山山洼洼，追寻民间艺人，搜集民歌。截至 2011 年，搜集整理了

50 余种民歌调类的 3000 余首民歌，整理出版了 70 余万字的藏文版华锐藏族

民歌集《藏由珠海之宝}，又于 2010 年翻译出版了 30 余万字的藏汉文对照的

《华锐民歌词曲精粹》。

从 2010 年开始，天祝藏语办面向社会积极举办藏语培训班，组织人员传授

华锐藏语方言以及华锐藏族民歌开展此类研讨演练活动进一步贯彻"保护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I 夭祝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华锐民歌，传扬华锐文化。 2011

年 3 月 1 日在天祝县民族中学召开专门会议安排华锐藏族民歌进校园活动有

关事项。包括音乐课堂、校园广播，随时都能听到华锐民歌的优美旋律，并通过

学生的学习传承，推广到社会，以达到发扬光大的目的。

民歌分类

从习惯和传统上，华锐藏族民歌词可分为两大类，即家曲(藏语称"勒")和

山曲(藏语称"拉伊")。家曲，又可分为酒曲、劳动生活歌、长篇酒曲。进一步细

分，可分为下列几种，即叙事曲、情歌、哭嫁歌、讽喻歌、劝解曲、诙谐歌、迎宾曲、

歌舞曲、赞歌、酒歌、问答曲、报恩歌、吉祥祝福歌、挤奶歌、JL歌等。

叙事曲是一种集事、理、趣为一体的长篇传唱，反映了华锐的历史故事、神

话传说以及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福禄绵羊歌H创世纪三部曲H珠

东论战H斯巴创世歌H青裸的来历H大鹏鸟的来历H骏马眠H马鞍颂H绣鞋

歌H俊美帽歌H宾客在临歌H大地宝歌H华丽衣饰歌》等，这类民歌在华锐藏

族民歌中所占比重最大。

哭嫁歌是姑娘在出嫁前改变发式的仪式上唱的。歌曲以哀婉幽怨的曲调表

μ D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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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拉f尹〉

达了出嫁女对父母亲人的惜别之情，以及

故士难离的伤感情怀，对凭借媒的之言、

父母之命决定女儿婚姻的控诉等等。同时

它也象征着对身份改变的一种哭别。

讽喻歌是华锐藏族民歌里最为主要

的对唱形式之一，歌手通过夸耀自己贬低

对方，甚至讽刺、挖苦对方，赢得听众喝彩

和欢笑，显示自己的才华，以此求得集会

热闹。它是一些集庆宴会上歌艺演唱的主

流节目。

诙谐歌是歌手通过插科打i军、嬉笑怒

骂等多种风趣幽默的演艺手段，展现才

艺，歌唱生活，娱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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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藏族民歌传承演习活动现场

迎宾由是重点用于婚礼场合的一种问候宾客的礼仪歌曲，它有一整套较讲

究的完整体系，主要包括客人进门时欢迎致辞，以及客人落座后嘘寒问暖的关

怀表达。 它的曲调热情高亢歌词富有浓厚的赞颂色彩。

歌舞曲多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形式既歌又舞，又称之为"则柔" 。

赞歌通过比喻或夸张等多种手法来赞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席

赞~~福禄家庭赞~~女宾赞》等。

华锐藏族的酒歌在广义上讲，己不再是仅仅把酒高歌的单纯含义，它同时

还涵盖了与酒相关联的所有歌唱内容。

问答歌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或交流思想或辩驳观点，是华锐藏人比较独特

的歌唱形式之一。

报恩、歌一般是宴会当中，歌手通过歌唱皇天后土、父母亲情以及万物生灵

的种种恩泽，表达对养育之恩的感恩心理。

挤奶歌以节奏欢快，主题鲜明的词曲赞美奶牛及与其相关的事物。 在挤奶

过程中轻声吟唱，可以起到稳定奶牛情绪，提高奶产量的作用。

儿歌以简捷、短促、鲜明而生动活泼的词曲形式表述童趣。

劝解由是用在讽喻歌当中的一种插曲，当讽喻对歌达到情绪化的对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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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会有人用它来出面调解，以达到缓和气氛的目的。

吉祥祝福歌是吉庆宴会的结束曲，是宾主双方互致美好祝愿之歌。

山曲即"拉伊"是以情歌为主的民歌。按照藏族的风俗，情歌是不可以在家

中或者有大小辈和兄妹姐弟在场的场合中唱的，多半在没有上述忌讳的山岭野

外吟唱，这也是称其为"山曲"的原因。

情歌词多以比兴的手法以倾吐情感为主旋律，同时也反映了生活习俗、历

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广泛的社会现状等内容。它又可根据歌唱的内容分为问

候、欢迎、说理、嬉戏、倾诉、愿望、忧伤、誓言、对唱、决裂、祝福、咒骂、试探、吹

嘘、告别十五个种类。

民歌特点

丰富多彩的华锐藏族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杰作，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产

生的，是在劳动、生活中成型的一朵艳丽的花朵 ，虽然经历了各种劫难 ，但其仍

经久不凋，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是因为民歌唱出了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人民

的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能够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除了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人民

性以外，还有许多特点。

首先它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宗教神话的认同性。华锐藏族民歌来自于人

民群众，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华锐藏人在平日的对饮中，在佳节喜庆时，都能昕

到男女老少的歌声，这就说明，藏族民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老人们这样说"要

问我们的歌在哪?歌在我们的心窝窝，山山水水都有歌，要问我们的歌多少，天

上的星星多少颗?牛身上的细毛你数过?"这更说明了民歌的群众性。从华锐藏

族民歌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一方面源于古老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根

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宗教神话作为华锐藏人古老的文化形态，代表天

地合一的精神，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理念。

其次是它的口头性、传承性、即兴性。华锐藏族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

作，流传在口头上，这是任何一种民歌都具有的特点。正因其具有口头性，也便

有了传承性，它通过横向的互传和纵向的上辈传下辈，从这一辈人传达到下一

辈人或下下一辈人，从这个地方传往另外一个地方。华锐藏族民歌的传承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借助文字传承。在多年的民歌演唱中，有一些识藏文的人将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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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祝县民族广场举行华锐藏族民歌传承活动

民歌搜集并系统地加以整理，用藏文将其记载下来。最早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

传，这种子抄本又四处流传。从现存的歌曲看，凡珍贵的歌种都有手抄本，后来

又有了木刻本。同时，那些民歌的集大成者一一歌手，他们不但继承了上辈的民

歌财富，而且灵活地即兴口头创作，其创作又丰富了民歌。由于华锐藏族民歌伴

随民俗活动形成了各种场合不同内容的演唱特征，歌唱多以比兴手法在表演中

创造了大量的即兴唱词，尤其在选用词语、表达手法、旋律装饰等方面更是异彩

纷呈，体现了华锐藏族民歌自古以来所具备的广阔空间与无限张力。

华锐藏族民歌还具有较高艺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由于华锐藏族民歌分

类精细，歌词系统工整，语言生动，语句精练，结构严谨，歌词没有瞎编、死板之

感，听起来有如凉凉溪水，奔流不息，使人感到有一种美的享受。歌词严谨中不

失灵活，最多的歌词是三段六句，每一段两句。它采用土、中、下三段开头，如果

唱山就是山顶、山腰、山根为三段开头，唱天空便是日、月、星或天上、半空、地下

三段。每一段的字数相等，多采用七音节，分三顿，其结构为xx xx xxx。其次

还有八音节，分三顿，其结构为xxx xx xxx。还有其他形式，在长歌中结构比

较灵活，有自由体。在大量的民歌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它的趣味性，也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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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许多知识，这是由它的内容多样性所

决定的。华锐藏族民歌的内容有历史故

事、宗教故事、神话故事、天文地理、民

俗爱情、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

华锐藏族民歌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点。华锐地处藏区边缘地带，历史上，历

经战乱动荡与生活变迁，它的词曲代表

也 了整个藏人的思想与古老信仰，其词曲

的悲剧情结浓烈深沉。另一方面，华锐藏
丰泣'

立·吨 族民歌保留了大量的古藏语成分，同时

又具有鲜明的方言特色。华锐藏族民歌

门类众多，每个门类都有相对规范的结

构与曲式，且各歌唱套路中的调式、旋

省级传承人马金莲现场表演 律、节奏、速度等有各自一定的规则，其

曲调门类繁杂又相互统一，表演形式多样又相互交叉。它歌唱的调式有三十余

种，多以平稳1日谐、自然而有所拥制的曲调，同时又不乏悲哀、忧伤的曲调和热

情奔放的欢快曲调。

演唱方式

华锐藏族民歌的表演方式，包括独唱、对唱、齐唱、载歌载舞等多种演唱形

式。在基本框架下的自由表演是华锐藏族民歌的独到之处，各套路间的不断更

替又是它独特的表达方式。

各种演唱方式在酒曲中都可以得到表现。~国由是家曲(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藏族民间文学艺术中最绚丽多姿的瑰宝，人民群众最为喜爱，藏族男女老少

几乎人人都能唱。酒曲一般句数不等，有三、五、六句，多至十余句，每句的音节

相等。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形成对仗，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程式。

当尊贵的客人来到藏家做客，主人必定会拿出美酒，先敬上祝愿吉祥的"且

智森巴"(三杯酒)，紧接着就献上动听的酒曲。酒曲中赞歌比重最大，演唱形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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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内容十分丰富。它广泛运用日月星辰、蓝天白云、雪山草原、江河湖海、花草

树木、珍禽奇兽、历史人物、宗教故事等来赞颂喜庆佳节和尊贵的客人，比兴得

当，语言生动。这一部分唱的最多，传播最广泛。

酒曲中的讽嘲歌是歌手们唱罢赞歌后对歌讽嘲对方时唱的，也是以对唱的

形式表现的。在酒曲中也占很大比例，无统一固定的歌词，多为歌手即兴演唱，

十分热闹有趣，堪称酒曲的精华。当酒曲唱到最后一般都要唱祝福吉祥的歌，一

且唱了祝福歌，当天的活动也就完结了，这适合于每一个饮酒场所。

在平时的劳动生活中，藏族人民常常会边干活边唱歌，所唱的歌大略有赞

颂歌、临客歌、酒歌、逗趣歌、讽嘲歌、祝福吉祥歌、思恩歌等。其内容反映了劳动

项目、方法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能激发劳动兴趣、调解情绪、解除疲劳，反映了

藏族人民热爱劳动、勤劳吃苦的品质。这类歌一般伴以"亚拉索川阿隆罗"等为

衬词，节奏鲜明。流传下来的有打墙歌、带毡歌、打青裸歌、挤奶歌等。

叙事歌是以说唱的形式来叙事的，也称"长歌少则几十行，多则有上万

行。它有情节、人物、场景的描述。这类歌的歌词篇幅长，内容复杂，牵涉生活、习

俗、生产、历史等各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很少演唱。

舞蹈歌主要有则柔、锅庄。则柔是一种表演歌舞，其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

两妇女相对而立，一袖上举，一袖下垂，边唱边转，以唱为主;二是四人以上的男

子集体歌舞，舞蹈的动作大部分为劳动动作或动物动作，形象、幽默、夸张;三是

男女对唱，边歌边舞。华锐藏区的则柔，流行很普遍，尤其是松山、夏玛等地，每

当喜日佳节或对饮时，妇

女们便翩翩起舞，高声歌

唱，男子们也随之起舞。

华锐藏区原生的锅庄歌

舞现已不多见，目前流传

的大多是由康巴藏区和

青藏地区流传来的，一般

在农闲时节或喜庆节日，

人们三五成群，围成一个

圆圈，男女老少都加入其 华锐藏族民歌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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