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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民歌的艺术特征研究 
钟国富 

(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大庆  163318） 

摘要：鄂伦春族为我国东北地区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其传统民歌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还承

载丰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2008 年，鄂伦春族民歌“赞达仁”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其文化地位的

高度认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受到政策的强力支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中明确指出，要通过教育推广、数字化记录和多元传播等方式加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

景下，鄂伦春族民歌所依赖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淡化，这对民歌的传承提出新的挑战，通过对鄂伦春民歌的艺术特征、文化功能及

现代发展路径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理解其内在价值，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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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鄂伦春族民歌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

分，融合了高亢与抒情的曲调特征、自由即兴与节奏感相结合

的表现手法，以及抒情性与生活化高度融合的歌词特点，展现

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其功能涵盖了生产与社会、传

承与教育以及宗教与精神等多个维度，是鄂伦春族文化认同和

传承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鄂伦春民歌通过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当代艺术创新与表现以及教育实践的普及，不断焕

发新的生命力，为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适应与发展提供启

示。 

1、鄂伦春族的历史与文化概况 

鄂伦春族是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

区的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布特哈旗以及黑龙江省的呼玛、

逊克、爱辉等地。该族人口较少，至 2020 年统计，人口约为

8,000 人左右。鄂伦春的名称有两种解释，一是“使用驯鹿的人”，

另一种是“山岭上的人”，两者都反映了其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

系。 

鄂伦春族的传统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特别是以驯鹿为重

要资源，历史上他们以捕猎鹿类、狼、熊等野生动物为生。此

外，鄂伦春人还从事渔猎、采集和农业活动。在社会组织上，

鄂伦春族的家庭结构紧密，族群内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传统

上以氏族为单位。萨满教作为其传统宗教信仰，深深植根于他

们的精神世界，萨满祭祀与巫术活动常常伴随着他们的日常生

活。 

鄂伦春族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包括独特的歌舞艺术、手

工艺及仪式。特别是在音乐上，鄂伦春族民歌以其独特的曲调

和节奏，以及即兴填词的特点，展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 

2、鄂伦春族民歌的艺术特征 

2.1 曲调特征：高亢与抒情并存 

鄂伦春族民歌的曲调特征主要表现为高亢激昂与抒情柔和

的并存，这种曲调的多样性反映了其音乐的情感深度和表达的

广泛性。鄂伦春族的民歌多为山歌调式，旋律通常呈现出高亢、

圆润的音色，具有一定的颤音效果。如，在情感激烈的部分，

旋律常常上扬，带有明显的情感宣泄。而在表达温柔、细腻情

感时，曲调则趋向柔和、悠扬。高亢部分常用来表现鄂伦春族

的豪放、勇敢等特质，而柔和部分则多见于抒发爱情、思乡、

悲伤等情感。例如，鄂伦春族的《赞达仁》民歌，便通过高亢

的节奏和柔美的旋律来展现对自然、对生活的赞美与感激，充

分展示了其曲调的双重性。 

2.2 节奏与表现手法：自由即兴与节奏感的结合 

许多民歌演唱过程中，表演者根据现场的情感或气氛，常

常即兴改变节奏和旋律，这种即兴演绎的方式使得民歌富有灵

动感和个性化。例如，在《摩苏昆》这种说唱性质的民歌中，

歌者会随着情节的发展自由地调整节奏，甚至融入歌唱和说唱

交替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歌词的戏剧性和表现力。 

2.3 歌词特征：抒情性与生活化的融合 

鄂伦春族民歌的歌词兼具抒情性和生活化，歌唱内容紧密

联系实际生活，体现出他们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独特感受。

这些歌词常常是即兴创作的，表露出歌者的心声和情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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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星星》这首歌中，歌词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绘，表达

了对爱情与人生的感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词简单却富有

深刻的寓意。此外，鄂伦春族的民歌也常通过描述日常生活的

琐事，如狩猎、放牧、亲情、爱情等，展现出他们对家人、自

然和生命的珍视。 

2.4 音色与演唱技巧：情感的表达与音质的特殊性 

鄂伦春族民歌的音色独具特色，以清透而高亢的音质为主，

略带颤音和拖音，这种音色赋予了民歌独特的情感表达能力。

歌者在演唱时，会通过音色的变化传递不同的情感，例如高亢

嘹亮的声音常用来表达豪放的情感，如狩猎时的欢欣、庆祝时

的热烈；而柔和婉转的音色则多用于抒发个人的思念、忧伤或

对自然的赞美。演唱歌者常利用颤音、延长音以及呼吸的强弱

变化来塑造旋律的张力。例如，在表现孤独或悲伤情感时，歌

者会采用更缓慢的节奏，并通过颤音细腻地传递出情感的层次

感；而在庆祝或喜悦的场合，演唱则更加直白和高亢，呼吸和

音调的快速转换增强了歌曲的活力和节奏感。 

如歌曲《出色的歌手》，其中对乌娜吉歌唱的描写，展现了

鄂伦春族民歌中情感与技巧的紧密结合。乌娜吉在歌声中所表

达的情感，既有通过高亢音色传递的豪迈，也有通过颤音表现

的温柔细腻。 

3、鄂伦春族民歌的功能与文化意义 

3.1 生产与社会功能：歌唱与狩猎、祭祀的结合 

鄂伦春族的民歌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更与其生产生

活紧密相连。作为狩猎民族，鄂伦春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深

刻体现在民歌之中。狩猎活动中，民歌既是狩猎队员之间沟通

的工具，也是鼓舞士气的重要方式。在一些场合，猎人通过高

亢的旋律和有节奏的吟唱模拟自然声音，例如模仿鹿、鸟等动

物的叫声，借以引诱猎物靠近，展现了音乐与实际生产活动的

融合。 

在祭祀活动中，作为萨满教信仰的重要民族，鄂伦春人在

祭祀仪式中通过歌唱与击鼓的结合，与神灵沟通。这些歌曲旋

律深沉、节奏多变，歌词内容充满对自然和神灵的祈愿，表达

了对狩猎顺利和家族平安的期盼。例如，在鹿图腾祭祀中，民

歌不仅赞颂了驯鹿作为生产伙伴的贡献，还通过叙事性的旋律

展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器乐曲《库玛哈》的

原型便是一首民歌，它以深情的旋律讲述了驯鹿母子的故事，

寄托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情感。这类民歌在功能上远超

娱乐，它们将族群文化、信仰和生产实践有机结合，成为鄂伦

春族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 

3.2 传承与教育功能：民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在口传文化中，民歌以生动的旋律和灵活的歌词形式，传

递了生活智慧和传统价值观。例如，在摇篮曲《鄂伦春族摇篮

曲》中，母亲用歌声教导孩子未来的生活方式，歌词中提到的

“弓箭”“骏马”不仅象征了狩猎技能，也寄托了对孩子成长的

期望。这种文化传递通过歌唱潜移默化地完成，使年轻一代在

音乐中自然吸收了民族文化的精髓。 

除生活教育外，鄂伦春族民歌还承担了道德教化的功能。

许多民歌以叙事的方式传递社会规范，例如强调尊重自然、珍

爱生命、家族团结等观念。这些价值观深深植根于歌词之中，

通过代代相传的民歌，使这些核心理念成为鄂伦春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民歌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认同民族身份的媒

介。在当代，鄂伦春族民歌的传承方式也逐渐从家庭教育扩展

到学校课堂和公共文化活动中。许多非遗传承人通过教授民歌、

举办文化活动，确保这种传统艺术形式的延续和推广[1]。 

3.3 宗教与精神功能：萨满文化的映射与精神共鸣 

作为以萨满教为主要信仰的民族，鄂伦春族通过民歌与神

灵、自然进行沟通，这些歌曲不仅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连接人类与超自然力量的媒介。萨满教仪式中，萨满使用鼓

声和歌声引导参与者进入一种神秘的精神状态。民歌的旋律深

沉且富有张力，歌词多为祈愿词，表达对猎物丰收、族群安康

以及自然庇护的期望。例如，在森林祭祀和动物灵魂安慰仪式

中，民歌通过节奏和音调的变化营造神秘氛围，使人们产生对

神灵和自然力量的敬畏[2]。 

此宗教功能的核心在于，它将自然万物与人类紧密相连。

在鄂伦春族的传统观念中，所有的生命都有灵魂，而民歌则是

唤醒这些灵魂、与它们对话的重要途径。例如，《库玛哈》的旋

律灵感来自于驯鹿的传说，而以动物为主题的音乐不仅讲述了

族群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也传递了对动物灵魂的尊重[3]。 

4、鄂伦春民歌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4.1 民歌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鄂伦春民歌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其文化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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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意义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民歌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于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平衡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现代社会的需求。

对于鄂伦春族民歌而言，这一平衡尤为重要，因为其文化载体

——狩猎、萨满教祭祀等传统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 

非遗政策的支持是鄂伦春民歌保护的重要基础。政府通过

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和支持传承人培养等措施，积极推动鄂

伦春民歌的传承。例如，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确保熟悉传

统曲调和演唱技艺的长者能够将这些知识系统地传递给下一

代。此外，非遗文化活动的举办，如鄂伦春族文化节、民歌大

赛等，也为民歌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教育层面，

一些学校和社区文化中心也开始引入鄂伦春族民歌课程，将传

统曲调、歌词创作和表演技艺纳入音乐教育体系。而数字化技

术的运用也为民歌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些文化

机构和非遗研究者通过音频、视频录制以及数字档案的建立，

将鄂伦春民歌的演唱形式、曲调风格和历史背景保存下来，使

其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比如，《库玛哈》的经典曲目通过数

字平台被改编为器乐曲，其在专业音乐界引起关注，还吸引了

更多年轻人探索其背后的文化内涵[4]。 

4.2 鄂伦春民歌的当代艺术创新与表现 

4.2.1 传统与现代融合：音乐编曲与跨界合作 

鄂伦春民歌在保留传统旋律和风格的同时，通过现代音乐

编曲和跨界合作，展现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器乐曲《库

玛哈》将原有的民歌旋律与现代管弦乐结合，加入大提琴、长

笛等现代乐器，使传统的山歌曲调在新的音乐形式中焕发出更

加丰富的层次感。此外，一些音乐家和舞台艺术家尝试将鄂伦

春民歌与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结合，通过改编和重新演绎，将

传统民歌推向更年轻的观众群体。 

4.2.2 多媒体艺术与舞台表演：视觉化的呈现 

当代艺术表现中，多媒体技术为鄂伦春民歌的舞台呈现注

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在文化节或音乐剧表演中，借助投影、

灯光设计和舞台布景，民歌与视觉艺术的结合使观众能够更加

直观地感受鄂伦春民族的文化氛围。某些表演还融入了舞蹈和

戏剧元素，通过模拟狩猎、祭祀等传统场景，再现了民歌的文

化根源和情感张力[5]。 

4.2.3 跨学科合作与艺术教育：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当代艺术创新还体现在跨学科合作上。一些音乐家与民族

学者、历史学家合作，将鄂伦春民歌的创作背景与艺术价值系

统性地融入研究和创作中。例如，某些高校音乐学院将鄂伦春

民歌引入课堂，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创作，探索民歌与当代艺术

的结合可能性。同时，民歌也被应用于社区教育和文化活动中，

例如通过音乐剧、儿童歌谣改编等形式，让更多年轻一代接触

并理解这种文化遗产。 

结束语：总之，鄂伦春族民歌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成为少数民族音乐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通过对民

歌艺术特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音乐形式在民族文化

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艺术创新以及教育实践等方式，鄂伦春民歌得以不

断延续并融入当代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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