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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南民歌文化传承意义

（一）增强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特色

岭南民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岭南

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审美追求。传承岭南民歌，有助于增强我们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岭南民歌独特的艺

术风格、丰富的表现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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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岭南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传承困境。本文从岭南民歌文化的内涵入手，探讨

其传承意义，剖析当前传承困境，提出创新突破策略。岭南民歌传承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延续地方

特色；但同时受到传统观念制约、传承方式单一、传播渠道狭窄等因素影响。为持续发展，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

新传承载体形式、拓宽传播渠道、加强人才培养、深化理论研究。只有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辩证统一，岭南民歌才能

焕发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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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ingnan folk song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which is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inheri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Lingnan folk song culture, discusses its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analyzes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dilemma, and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The inheritance of Lingnan folk 

songs helps to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tinue local 

characteristic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e single way of 

inheritance, the narrow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innovate the carrier form of inheritance, 

broad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ly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an Lingnan folk songs glow with the 

glory of The Times.

Keywords :     Lingnan folk songs; inheritance dilemma;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彰显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 [1]。弘扬岭南

民歌，让国人深入了解岭南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重要意义。

（二）促进区域交流，传播岭南文化

岭南民歌作为岭南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当地风土人

情和价值观念。传承和发展岭南民歌，能够加深各地区间的文化

引言

岭南地区地处岭南，自古以来民歌文化源远流长。岭南民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璀璨明珠。然而，在社

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当代语境下，岭南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却面临诸多困境。传统观念制约、传承方式单一、传播渠道狭窄等因素，都对

岭南民歌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为延续岭南民歌的生命力，必须立足传统优势，顺应时代需求，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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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民歌这一载体，岭南文化得以走出本

地，让更多人领略岭南之美。民歌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互动与对

话，拉近了不同地域间的情感距离，成为连接南北、沟通中外的

文化纽带。在民歌传唱中，人们对岭南文化有了更全面、更立体

的认知，加深了对岭南的了解与热爱，有利于形成多元包容、和

谐共生的文化生态。

（三）延续地方特色，丰富音乐形式

岭南民歌历经数百年沧桑而风味不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源

于岭南深厚的文化积淀。传承岭南民歌，就是延续和发扬岭南地

区特有的文化基因，保持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岭南民歌融合了岭

南方言、民间曲调以及地方风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风貌 [2]。

这种根植于乡土、源于生活的音乐形式，不仅丰富了我国民歌文

化的表现形式，也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艺术遗产。传承

好、发展好岭南民歌，对于守护岭南文化根脉、彰显地方特色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岭南民歌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困境

（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制约传承发展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一些传统观念对岭南民歌文化的传承造

成了阻碍。部分人仍然固守 " 重学轻艺 " 的思想，认为民歌缺乏

提升与发展的价值。这种陈旧观念使得民歌在教育体系中往往缺

位，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3]。同时，受功利主义影响，不少人追

捧快餐文化，对民歌这样需要时间与心力去感悟的艺术形式缺乏

耐心。在速食时代，工匠精神日渐式微，一些传统手工艺面临失

传，岭南民歌也难独善其身。传统观念的桎梏，使得岭南民歌难

以获得应有的文化地位和发展空间，传承之路困难重重。

（二）传承方式单一陈旧，难以吸引年轻群体

当前，岭南民歌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和陈旧，难以适应

时代发展需求。许多民歌仍然停留在口耳相传的阶段，缺乏系统

的整理和记录。一些民歌传承依靠民间艺人，但随着老艺人凋

零，许多珍贵的艺术瑰宝面临失传的危险。同时，民歌呈现形式

较为单调，多以歌唱为主，缺乏戏剧、舞蹈等多元表现手段，难

以满足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 [4]。在数字时代，各类娱乐形式层出不

穷，如何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增强民歌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成为

摆在传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传承方式亟待创新，方能让岭南民

歌焕发勃勃生机。

（三）传播渠道狭窄封闭，影响交流互动

岭南民歌在当代传播过程中，渠道较为狭窄和封闭，难以实

现广泛交流与互动。民歌传播主要依托民间曲艺团体和地方文化

活动，覆盖范围有限。一些民歌资源尚未完全数字化，难以在网

络平台上实现共享。民歌传播缺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有效融合，

难以产生 "1+1>2" 的效果。此外，民歌传播过程中，受众往往处

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参与感和互动性，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传播渠道的狭窄和封闭，制约了民歌的影响力，割裂了民歌与社

会群体间的联系，导致民歌难以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拓宽传播

渠道，实现双向互动，成为破解传承困境的关键一环。

（四）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后继乏人

民歌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然而，当前岭南

民歌人才培养机制存在诸多短板，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困境。民歌

领域缺乏完善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难以为传承输送源源不断的新

鲜血液。高校相关专业设置较少，课程体系有待完善，民歌人才

培养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民间曲艺团体后继无人，许多老艺人

虽然身怀绝技，但苦于找不到传人 [5]。青年群体受就业压力等因素

影响，往往不愿投身民歌事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民歌人才的支

持力度不足，缺乏相应的激励保障机制。种种因素交织，导致民

歌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传承之路徒增阻力。

（五）理论研究滞后，缺乏系统指导

岭南民歌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指导与支

撑。但当前民歌理论研究明显滞后，难以为传承实践提供系统指

导。民歌研究在音乐学科中的地位较为边缘化，研究力量分散，

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许多研究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和介绍，缺

乏理论深度和创新视角。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民歌与文学、历

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有待加强。民歌研究成果转化不足，难

以为传承实践提供可操作的方案 [6]。此外，民歌研究与国际学界交

流较少，缺乏比较视野和全球眼光。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得民歌

传承实践缺乏明确的方向和路径，传承困境雪上加霜。推动理论

研究与实践互动，用科学理论武装传承，成为新时代民歌传承的

必然要求。

三、岭南民歌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突破策略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破解岭南民歌传承发展困境，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文化部门可制定专项规划，将民歌纳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给予资金、项目等方面的倾斜。财

政部门可设立民歌传承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歌的搜集整理、教

育培训、展演推广等。人社部门可将民歌传承人才纳入专门的评

定表彰机制，在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7]。此

外，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

侵权盗版行为。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制定民歌传承发展的具体

措施，在场地、设施、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民政部门可简化民

间团体的注册登记手续，为民间力量参与民歌传承提供便利。各

部门协同发力，形成工作合力，必将为岭南民歌的传承发展营造

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二）创新传承载体形式，增强互动体验

在数字时代，岭南民歌要实现创新性传承，必须创新传承载

体形式，增强互动体验。传统的口头传唱可与现代录音技术相结

合，建立完备的民歌数据库，实现曲目的永久保存和随时调用。

借助数字化手段，可开发沉浸式的民歌学习软件，将枯燥的练唱

过程转化为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利用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

术，可打造身临其境的民歌演唱场景，让人们在虚拟空间感受民

歌之美。针对青少年受众，可开发民歌主题的音乐游戏，在趣味

互动中引导其了解民歌、热爱民歌。在剧场演出方面，可将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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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戏剧、舞蹈、杂技、多媒体等艺术形式相融合，创作富有创意

和感染力的曲艺节目 [8]。通过线上线下展演，引导群众参与互动，

在寓乐于美中感悟民歌魅力。总之，唯有不断创新传承载体，用

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民歌故事，岭南民歌才能重焕生机、

代代相传。

（三）拓宽传播渠道，借力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时代，拓宽传播渠道是岭南民歌传承的必由之路。要

充分借力新媒体平台，实现民歌的立体式传播。各类音频平台可

开设民歌专区，上线优秀民歌作品，方便人们随时欣赏。视频网

站可邀请民歌专家开设公开课，介绍民歌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

和欣赏门径。学校可利用智慧课堂，开设民歌鉴赏课程，引导学

生在互动中感悟民歌之美。政府和民间组织可建立民歌宣传网

站，集中展示优秀民歌作品、传承人事迹和学术成果。要注重发

挥移动互联网优势，开发民歌主题 App，方便人们利用碎片化时

间学唱民歌。要积极开展线上展演活动，利用直播平台开展民歌

演唱赛事，吸引更多人参与民歌传唱。要善用社交媒体进行精准

传播，开设民歌主题账号，通过生动有趣的短视频、H5页面等形

式，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和传播。

（四）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

民歌的传承离不开人才支撑，必须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建立

多层次的民歌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应将民歌纳入音乐教育范

畴，开设相关课程，普及民歌知识。高等院校要设立民歌专业，

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力量，为行业输送高素质人才。鼓励高

校与曲艺团体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民

歌魅力、增强传承意识。各地可建立民歌传习所，聘请民间艺人

授课，开展师徒传承，让珍贵的民歌技艺代代相传 [9]。文化部门可

定期举办民歌培训班，邀请国内外专家授课，提高从业者的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要注重民歌后备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在中小学

开展民歌特色教育，成立民歌社团，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针

对民歌传承面临断层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可设立专项奖学金，鼓

励更多青年学子投身民歌事业。要通过制度设计为民歌人才搭建

成长平台，让民歌薪火代代相传。

（五）深化理论研究，为传承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岭南民歌的创新性传承，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化，亟需加强

学术研究，为民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应成立民

歌研究中心，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民歌历史、风格特点、

传承方式等开展深入研究。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田野调查

和文献整理，建立完备的民歌资料库，夯实学术研究的基础。要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传承中的突出矛盾和瓶颈问题，开展对

策性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与其他

人文社会学科的对话，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多元理论，实现学

科交叉融合，催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10]。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

极 " 走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岭南民歌的国际影响力。要注

重成果转化，搭建产学研用平台，让学术成果走进实践，指导传

承，推动创新。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民歌研究人才，完善相关学

科的学位点布局，加大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力度。总之，要让民歌

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动理论与实践

良性互动。

四、结束语

岭南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创

新事关文化命脉的延续。只有立足传统、顺应时代，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岭南民歌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加

大政策扶持、创新传承方式、拓宽传播渠道、加强人才培养、深

化理论研究等举措，必将推动岭南民歌文化在传承创新中实现可

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音乐宝库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岭南民歌

这一文化瑰宝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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