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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是一块被誉为“歌舞的海洋”的热土，这里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各民族都有其丰富的文化资源
。
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此基础上，云南原生态音乐作品精品不断，《云南映象》、《云岭天籁》、《丽水金沙》、海菜腔
等享誉中外，掀起了一股原生态音乐的热潮。
但在这股原生态音乐浪潮之中，媒体喧嚣的声音居多，音乐研究者对原生态音乐进行系统地研究还很
少，本书正是因此而出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研究>>

作者简介

李晓红，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声乐系副主任，别教授；云南省第一位荣获“中央电视台第五届全国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荧屏奖”的青年教师；2004年、2007年、2008年分别荣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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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　　第一节　原生态音乐的界定　　什么是原生态？
有不少学者对原生态音乐的内涵提出了一些说法：　　（1）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之所以冠
以原生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突出其主要的艺术特征，即源于民间，非专业人员创作、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域性；二是在民间音乐受到多方面冲击的背景下，强调原生态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文
化价值，以引起人们对它的尊重与保护。
　　（2）原生态音乐就是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业余的农牧民音乐；是初始的、口传的、未加
工的、未异常演变的民俗音乐；是自娱性、自发（随意）性的民俗音乐活动。
　　（3）桑德诺瓦认为，“原生态”音乐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开放与共融的综合，应当允许它适应工
业化和都市化，允许转型，这样传统音乐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
桑德诺瓦在《质疑“原生态”音乐》中指出，对音乐实施完整、原始或博物馆式的“实用化”保存，
均与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相悖。
奢盼“原生态”音乐实现所谓“原汁原味”、“未经污染”、“净化灵魂”等附加值，只会加速其失
去原有的再生功能与存在价值。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所谓“原生态”音乐的存活几率几乎为零。
　　（4）启楠在《你说我说“原生态”》中认为，只要离开了歌手、舞者生活的乡土和村寨，就是
离开了“原生态”。
呈现在各种舞台、民族园、大会堂的歌舞，终究掩盖不了“表演”、“展示”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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