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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
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
的意思和情感。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
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
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能体现一个民族
的精神气质、观念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等内
容。土族，是我省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
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里的土族儿女创
造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音乐，久久回荡在
高山河谷间……

七月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一步一景、
风光旖旎。互助丹麻镇宛如一片歌的海
洋，许多身穿土族传统服饰的群众欢聚
一堂，参加第十五届传统丹麻土族花儿
会和第十九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
（丹麻分会场）。与此同时，中国土族音乐
学术交流会也迎来了省内外五十多位音乐
家、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土族音乐的历史、
文化、发展及未来。青山绿水间，一首首充
满民族风情的花儿在土乡上空萦绕……

本期“文化”特辟专版，邀约青海省音
乐家协会主席苍海平和星海音乐学院教
授、博士杨正君撰文，与读者一起了解土
族音乐的现状与发展，品鉴土族音乐的内
涵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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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音乐的研究过程同我国其他少数民

族音乐的研究过程一样，始于民歌搜集，后到

对音乐形态和音乐文化分别研究，再到“把目

光投向人”后对二者结合研究的过程。经过

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

经济文化的繁荣，土族音乐研究空前繁荣，研

究者群体日益多元，研究领域范围愈发广泛，

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引人注目。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至 20 世 纪 60 年 代 ，是

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对

土 族 民 间 音 乐 的 研 究 和 全 国 其 他 地 区 民 族

音乐一样，主要是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其中

又以搜集花儿（即“少年”）为多，从事这一工

作 的 主 要 是 当 时 支 边 的 音 乐 研 究 者 和 当 地

的一些地方文艺工作者，如：钟子林、郭炎、

黄 荣 恩 、刘 毓 芩 等 。 当 时 收 集 民 间 音 乐 ，主

要并非以理论研究为目的，而是以专业文艺

团体收集创作素材为需要，这些早期的音乐

研究者所进行的大量采风工作，较全面地搜

集 了 青 海 乃 至 整 个 西 北 地 区 各 民 族 民 歌 和

其 他民 间 音 乐 ，其 中 自 然 包 括 了 土 族 民 歌 。

虽 然 早 期 搜 集 的 土 族 民 歌 大 多 没 有 及 时 出

版，但少量、零星的初步整理、研究却已初露

端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少量从外地

来青海、甘肃的音乐研究者加入到了对土族

民歌的搜集中来，如：马忠国、卜锡文、张谷

密、旭明、马正元等。但对土族民歌的搜集步

伐却较之前一时期明显放慢，搜集的民歌同

样没有被尽快编辑出版、公开发行，学者之间

也缺乏足够的交流，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成

果也没有尽快公诸于世，专门的土族音乐研

究者仍未出现。

对土族民间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虽还处

于起步阶段，研究程度还相对较浅，继续以对

土 族 民 歌 的 搜 集 、整 理 为 主 ，而 对 其 音 乐 形

态、音乐民俗、音乐美学等研究比较薄弱，甚

至尚未涉足。但为后期研究者的继续、更深

入研究在资料和经验等方面做了开拓性和准

备性的工作，为土族民间音乐继续、深入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奠定了基石。

改革开放后，土族音乐研究随之恢复，除

了对花儿及其他土族民歌进行更为全面地搜

集外，也逐渐向音乐形态研究和音乐民俗、文

化研究过渡。一些甘、青民间音乐的研究文

献已经旁涉土族民歌，且一些土族民间音乐

研 究 的 相 关 内 容 开 始 散 见 于 各 类 音 乐 文 献

中，但因其研究还不很深入，基本停留在对土

族民歌及其音乐形态和音乐民俗等较为简单

的介绍、概述层面，仍以描述性研究为主。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专门研究土族民间

音乐的学者，土族音乐家马占山是其中较为

突出的研究者。他在大量搜集土族各类型民

歌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以介绍土族民间音

乐 和 风 情 习 俗 为 主 的《土 族 民 间 音 乐 介 绍》

《土族音乐谈》《土族婚礼曲》《土族叙事长诗

和儿歌》和《土族民间音乐概述》等一系列土

族音乐研究专题论文。其中《土族民间音乐

介绍》是专门论述土族音乐且在国家级学术

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该文较全面

地介绍了土族民间音乐，把土族民歌分为花

儿（山歌）、赞歌、问答歌、叙事长诗曲、民间舞

曲和婚礼歌六部分并分别作以介绍，打开了

土族音乐研究的新局面；《土族婚礼曲》介绍

了 土 族 婚 礼 习 俗 和 婚 礼 中 演 唱 的 传 统 婚 礼

歌；《土族叙事长诗和儿歌》分别介绍了土族

儿歌和土族叙事长诗曲，并详细介绍了最有

代表性的叙事长诗曲《拉仁布与吉门索》以及

《祁家延西》等曲目；《土族民间音乐概述》一

文 在 综 合 介 绍 土 族 传 统 婚 礼 曲 、情 歌 与“ 少

年”、叙事长诗曲和儿歌、赞歌和问答歌以及

安昭舞曲的同时简单分析了各自的一些音乐

形态特点。马占山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

乐舞蹈卷》撰写了土族音乐部分的条目。20
世纪 90 年代，马占山继续发表了《土族的风情

习俗与音乐文化》和《土族音乐论》等重要的

土族音乐研究文论，《土族音乐论》分游牧时

期（元代前）和定居农耕时期（元末明代后）两

个时期分析和介绍了土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

的历史。

赵维峰是另一位专注土族音乐研究的学

者，先后发表了《土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

征研究》《土族的民俗与民俗音乐》《试论土族

婚礼歌的艺术特色》《土族音乐中的他民族文

化因素》等多篇高质量的土族音乐研究文献，

其中《土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研究》除

对土族民歌种类作分析介绍外，对音乐特征

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初步涉及其文化内涵。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他重要的土族音乐

研究文献还有：张谷密的《谈花儿的旋法特点

及艺术规律》，该文分四节论述了回族、汉族、

撒 拉 族 和 土 族 花 儿 的 旋 法 特 点 ；卜 锡 文 的

《“花儿”的体系与流派》一文中也有专门论述

互助地区土族花儿的段落，将土族花儿归为

河湟花儿，并对土族花儿的旋律、调式等音乐

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王文韬的

《土族民歌的区域性特征》一文中将土族民歌

分为互助与民和两大色彩区，并对两区土族

民歌的音乐形态作了一些分析，提出了各自

的一些特点。

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民

间歌曲集成（青海卷、甘肃卷）》相继编辑出

版，其中收录了土族各聚居地、各类型土族民

歌，是迄今为止收录土族民歌种类最全、曲目

最多的文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和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也都收录了由马

占山撰写的土族音乐章节。

而且，一些专业作曲者用土族民间音乐

素材创作的歌剧、舞剧、歌曲以及器乐曲等开

始出现。如：根据土族民间叙事长诗《拉仁布

与吉门索》改编的同名歌剧（原互助县文工团

集体创作），《打核桃》（朱万成曲）新编歌曲、

舞剧等。

对土族音乐的研究也逐步向以音乐形态

和音乐民俗文化等其他相关因素结合为主，

补充搜集民歌为辅过渡，研究角度也更加丰

富，逐渐从单一的音乐研究向美学与音乐、民

俗与音乐、宗教与音乐、民间文学与音乐等多

角度的研究方向过渡，研究角度的丰富和研

究对象领域的细化使对土族民间音乐的研究

更加深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土族文化研

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如文学、民俗、傩戏及语

言等方面的研究文献中也有大量涉及土族音

乐内容，如土族民间文学家马光星的《土族文

学史》中就论述了歌谣和叙事长诗等与音乐

有密切关联的内容。

进入 21 世纪后，土族音乐的研究者群体

愈发广泛，更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

甚至成为了新的土族音乐研究专家，音乐人

类学等更前沿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开始被学者

用于土族音乐研究。苍海平《土族民间信仰

及其仪式音乐研究》和叱培虹、马占山的《土

族情歌与“少年”音乐风格比较研究》是重要

的土族音乐研究文献。

祁慧民和笔者在近 20 年也长期关注土族

音乐研究。祁慧民除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整

理出版了著作《仪式·音乐与婚姻——青海互

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音乐的调查与研究》外，

还在《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等各大学术期

刊发表了《土族民歌的传承与传播》《论互助

土族民歌中的“风搅雪”结构》；笔者除完成了

硕士论文《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

族民歌研究》外，也在《中国音乐》《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等发表了《土族民歌分类新说》《土

族民歌特点及其区域性特征成因探析》《金声

玉振 妙笔生花——记土族民族音乐学家、作

曲家马占山》等多篇土族音乐研究论文。

李昕、郭晓莺、苏娟、商文娇等活跃于青

海的中青年学者也多有土族音乐研究论著发

表 。 吕 霞 的《西 部 少 数 民 族 民 歌 的 审 美 意

蕴》，郭晓莺的《土族传统婚礼歌及其音乐特

点》等都是重要的土族音乐研究成果。

可喜的是，除了土族音乐形态、文化研究

的不断深入外，开始有更多研究者关注土族

音乐表演研究，如张连葵《土族“花儿”演唱技

巧及艺术特色》就对土族民歌花儿的演唱技

巧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来，土族音乐的研究经历了

从 民 歌 搜 集 到 对 其 音 乐 文 化 、表 演 、创 作 等

多 领 域 、全 方 位 的 研 究 ，研 究 也 在 逐 步 深

入 。 多 年 来 ，大 批 研 究 者 涉 猎 了 这 一 领 域 ，

付 出 了 努 力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的 成 果 ，为 土 族

音 乐 研 究 的 进 一 步 深 入 和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的基础。

诚然，民间音乐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土族

民间音乐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对土族音乐的

研究对象不论是在流传区域上还是在体裁类

别上都还需要更加全面；另一方面，迄今对土

族民歌音乐形态和音乐民俗的研究大多呈分

离状态，即便是有些结合性的研究，也还有失

粗浅，缺乏对其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认识，需要

进一步深入。此外，土族民间音乐与其地理

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方式、宗教、民族特点、

其他文化等方面的相关性研究也颇有必要加

强，还需要加强与周边他民族音乐的比较研

究，以期对土族音乐的特征及其与赖以生存

的生态土壤之间的关联等获得更为清晰的认

识与把握。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更多新一代研究者

不断加入的过程中，土族音乐研究必将结出

更加丰硕的成果！

□杨正君

让土族音乐插翅翱翔让土族音乐插翅翱翔

土族，是中国人口比

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聚

居 在 青 海 省 互 助 土 族 自

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 甘 肃 省 天 祝 藏 族 自

治县等地也有少量聚居。

土 族 语 言 属 阿 尔 泰

语系蒙古语族，现今的土

族 音 乐 中 至 今 还 保 留 着

较 多 的 蒙 古 民 歌 古 音 和

古词。从《新唐书》《旧唐

书》《五代史》以及清初文

献《秦边纪略》到《青海通

史》中 ，都 对 历 史 进 程 中

的 土 族 有 记 载 ，由 此 可

见，土族音乐文化中的农

耕 文 化 、草 原 文 化 ，是 历

史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

艺术互相交融，相互碰撞

的 必 然 结 果 。 现 存 的 土

族 民 间 文 艺 作 品 是 历 史

文化发展汇流中，逐渐淘

洗 、沉 淀 出 的 智 慧 结 晶 ，

这 一 点 我 们 可 以 从 大 量

的 民 间 传 统 音 乐 作 品 中

得到佐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土族与汉族、藏族、

蒙古族等民族和睦相处、

互邻共融、交友联姻、商贸

互惠、协同生产。勤劳朴

实的土族儿女在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造

了自己的辉煌，他们周期

性举行的花儿会、安召、轮

子秋、 会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促

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音乐之间的

交流与融合，是历史文化的必然性选择，也形成

了土族音乐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鲜

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下，在土族儿女的努力拼搏下，土族音乐文化

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近几

年来，在土族音乐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研

究、传播和创作，以及音乐文化人才的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在民族艺术文化的传

承、研究、创新和发展方面硕果累累，创作和排

演了大量的优秀剧目和音乐作品，如歌舞剧

《彩虹部落》《彩虹儿女》，秦腔《土族元帅》，歌

曲《三杯青稞美酒》《安昭索啰啰》《土族敬酒

歌》《赞互助》《习主席来到咱土乡》《阿姑恋》

《河湟花儿香》等在青海乃至全国流传的优秀

作品，同时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土族文化艺术

人才。

2006 年，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青海大通

老爷山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08 年，由青海省和甘肃省联合申报的中国花

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青海花儿曲令、湟中

南朔山花儿会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全省现有青海花儿项目的国家级

传承人 5 名，省级传承人 8 名，其中互助县丹麻

花儿会国家级传承人有马明山，省级传承人有

席恒雄、席淑花、杨全绪。同时，互助县丹麻镇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花儿艺术之乡”。

今天，青海音乐的发展百花齐放，就土族

花儿而言，在演唱形式、传承内容、研究成果和

演唱阵容方面都有了一定规模，社会关注度都

很 高 ，为 推 动 创 新 性、可 持 续 性 发 展 奠 定 了

坚实基础。比如互助县以丹麻土族花儿会为

中心，辐射到全县多个乡镇举办花儿会，尤其

成立了 6 个花儿专门团社，从 2010 年至今共举

办 16 期培训班,培训人数达 800 人次，发现花

儿优秀歌手 60 余名，其中在省内外有影响力

的歌手近 20 余名，曾参加全国、省、市、县民歌

大赛，获得 100多个奖项。

从发掘的花儿曲令和出版成果来看，互助

县搜集土族曲令达 40 多种，如《溜溜山令》《梁

梁上浪来令》《拔草令》等，并编排了实景舞台

剧《丹麻花儿会》，开展了关于“如何传承与发

展丹麻花儿会”的座谈会，录制传统土族花儿

的曲令，拟出版《丹麻土族花儿会》一书，并录

制了《互助丹麻花儿会》系列光盘。此外，还通

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在县职业技

术学校等地开展花儿讲座。

互助丹麻花儿会的演唱形式采用了独唱、

重唱、齐唱、对唱、领唱、合唱等形式，曲调随着

不同的语境、言辞、语言特色等也出现了一些创

新性的发展，内容从传统的大传花儿逐步拓展

为歌颂当今社会生产生活高质量发展的花儿。

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

高，现有音乐文化的发展成果已远远不能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了进

一步提升土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创造出更

多更好的音乐作品，我们有了召开土族音乐学

术交流会的想法，想通过交流研讨进一步挖

掘、传承和保护传统土族民间音乐文化，探讨

土族音乐文化成果对青海音乐文化发展的贡

献，并从土族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去展

望土族音乐创作的未来和发展，将土族音乐文

化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比较研

究，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承、创新青海少数民族

音乐的发展。我们还期待着能够进一步探讨

土族音乐以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

路径和方法等等。

我们相信，通过学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的

举办，必将大力推动土族音乐的发展，促进青

海民族音乐艺术的繁荣，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事业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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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也是土族歌者的舞台。

青海花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土族音乐蕴藏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口邦口邦

花儿会上“漫”花儿。

花儿歌舞剧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