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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原生态民歌美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艺术起源的现存遗痕、把握世界方式
的相似性、绚烂多姿的审美视界、音乐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教育手段、把握世界方式的相似性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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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蔚，女，1978年8月生于瑞丽市弄岛农场。
1997年考入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
2003年8月，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一年。
先后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2002年获云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2006年获云南师范大学“第六届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云南赛区美声组铜奖”；2007
年12月，独立编导的《采花行》女声组合节目，获文化部“中国原生民歌大赛”“优秀演唱奖”和“
评委会特别奖”。
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学术探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从文学名著到经
典歌剧试析的创作特色》、《音乐教育与现实人生》、《试论音乐在构建和谐人生中的作用》、《高
师音乐教育改革探索》、《试论民族艺术审美价值的共同性》、《试论民族艺术审美价值多样性的形
成原因》等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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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我们的祖先从莽莽的丛林中站立起来，在风霜雪电的坚韧搏击中，挺直了腰杆，挺直了双腿，
昂着自信坚毅的脸庞，走出丛林、走过厮杀、走过死亡和重生，走过了千百万年蹒跚历程，走出了欢
笑、走出了希望、走出了变化，从元谋猿人、山顶洞人⋯⋯走到了今天的我们。
在我们血管里流动着的是我们祖先当年传留给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埋藏着我们祖先曾经
拥有过的憧憬和向往。
历史不能重复，情感却能绵延；岁月一去不会复返，精神却能永远活在心中。
祖先们的生理遗传在现代科技条件下须臾即可验明，一路播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情感却不易轻而
窥见，可能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某个稻菽千重浪的收获季节、在某个醉歌狂舞的篝火晚会，甚
或在强敌入侵的誓死反抗中，那种亘古未变的性格重又张现，重又复苏，重又惊醒。
确实，民族之魂是看不见的旗帜，曾高高飘扬导引着人们一步步昂扬前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平时
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候总能催人奋进；是融人水的血，虽不见形不觉味，但在细微处，总能发现它
的存在。
原生态民歌，就是这联系我们血脉的文化遗传中的一种，它凝聚了我们民族先辈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
，它带着我们祖先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缓缓走来。
走近它，就如走近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人世沧桑，尽收其中；品味它，就如掀开一坛陈年老酒，芬
芳醇酽，奇味无比；解读它，又仿佛置身梦境，似曾相识，若即若离。
正是原生态民歌的这种奇特魅力，召唤我们走近它、探寻它、感悟它，去探求其看似寻常又奇崛的奥
秘所在。
　　近年来，原生态艺术持续受到关注和热烈讨论，尤其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12届青年歌手电视
大奖赛”首次设立了原生态唱法组，促发了音乐界与大众传媒对原生态民歌问题的讨论。
2006年，被称为“原生态民歌的划时代性界标之年度”。
代表性的论者包括田青、乔建中、冯光钰、金兆钧、杨民康、俞人豪、李松、樊祖荫、贾舒颖、黄允
箴、崔健等。
讨论覆盖范围广、层次多，不仅提出了新的命题，而且从新的视角对很多重要问题作出了较为新鲜的
考察，而且研讨者大多突破了此前民间音乐的研究模式，更加广泛地应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化
研究等相关理论成果，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思考，对于厘清民间音乐保护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具
有积极的意义。
①　　一、关于什么是原生态民歌　　对原生态民歌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原生态民歌等同
于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
田青认为它是对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②金兆钧指出，原生态民歌的本意是指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现在更精确的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
原始生存状态的民族民间音乐。
③黄允箴分析道：“原生态民歌是音乐与生活的复合体，是生成于我国久远的农业社会，与其自然环
境相依、与其民俗事象相融，与其各种生活需求相应的传统民间歌曲。
”俞人豪则提出原生态音乐是指大致形成于自然经济时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民间音乐。
②付晓玲将它定义为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形式。
③另一种侧重从原生态民歌起源与创作、传播特点角度进行界定，认为原生态民歌是由劳动人民集体
创作、在民间口头传唱的歌唱形式。
乔建中将原生态民歌定义为“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
”④。
李松也认为“原生性民歌是非创作作品，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用当地方言进行演唱的，靠
的是人民生活中的口口相传”⑤。
当前对原生态民歌内涵的界说，较突出地强调了原生态民歌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的环境因素，如乔建中
就指出原生态民歌的人文含量大于传统民歌，它不仅包括民族语言与地区方言、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
（家族、村寨、社区等）、特殊的歌唱方法与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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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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