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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对外传播初探

◎徐琳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文化交流和互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也应

借此良机进行对外传播和创新传承，构建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构建差异化传播模式以及立体传播手段，依托战略平台，

打造重庆音乐文化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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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

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文化和旅

游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艺

术传承发展计划”民族音乐舞蹈专项扶持

工作的通知》。该计划积极鼓励国内艺术

团队创作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艺术作

品和相关演出，大力扶持艺术院团进入“一

带一路”沿线城市进行艺术传承发展和文

艺传播。各地方积极响应国家方针政策，

纷纷颁布战略行动方案。2015 年重庆市人

民政府发布了《重庆市“一带一路”倡议

行动方案（2015-2017 年）》的通知， 其

中提到加强文化旅游合作，扩大与沿线国

家在文化体育、文艺演出等交流，推动特

色文化“走出去”。这些时代政策背景给

重庆民族民间音乐进一步传承、发展与海

外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

乐的传播价值

（一）文化交流价值

“一带一路”战略方针给我国文化交

流与互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既是推

动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海外传播及深化传承

的重要机遇，也是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积极

走向世界的战略机遇。重庆是“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城市，民族民间音乐种类繁多、

体裁众多，有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从地理位置划分为

西南主城区、东北三峡库区、渝东南片区。

其音乐种类丰富、历史悠久，有深厚的音

乐文化底蕴。渝东南地区有石柱县的土家

族啰儿调、断头锣鼓、川江号子、斗锣；

彭水县的鞍子苗歌、娇阿依；秀山县的秀

山花灯、劳动歌、农事歌、山歌；武隆区

的后坪山歌、鸭平吹打、仙女山耍锣鼓、

平桥薅秧号子；酉阳县的木叶情歌。渝东

北地区有城口县的三人锣鼓和薅草锣鼓；

云阳县的新津船工号子、打夯号子和五句

子歌；巫山县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万州的

锣鼓乐、高腔山歌、灯调小调、婚嫁歌。

西南主城区有巴南接龙吹打。这些民间音

乐彰显了巴渝特色和地域文化。

（二）文化传承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传承和对

外传播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本地音乐

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互通交

流需要对重庆诸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挖

掘，开发民间音乐资源，整合地区优秀音

乐资源，选择适合传播、弘扬的音乐类型

音乐代表作品。尤其是对于目前研究开发

比较有限的土家族民歌、巫山龙骨坡抬工

号子、木叶情歌、接龙吹打、高腔山歌等，

给予更多开发、传承与保护。因此整合、

梳理重庆地区优秀音乐资源，在此基础上

通过国际媒介传播，能有效推动重庆传统

音乐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

有着深厚音乐文化底蕴的重庆民族民间音

乐，一定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重

庆民族民间音乐发展，提升重庆直辖市的

城市自信心。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

乐的传播局限

（一）音乐文化认同不足                          

“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民族民间音

乐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对该音

乐文化是否认同，这样才有利于推进民族

音乐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但是重庆地处内

陆，四周环山，音乐文化丰富却鲜少对外

传播，同时受当今多元文化冲击和现代音

乐的影响，重庆本地区人民自身对于民间

音乐认同不足，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特色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够。如川江号子中对万

州船工号子的研究传承与保护比较多，但

是对打夯号子、抬石号子研究和开发相对

较少；在民歌中对秀山花灯与彭水鞍子苗

歌的研究较多，对于土家族婚嫁歌、劳动

歌等研究较少；在民间锣鼓乐巴南接龙吹

打与城口三人锣鼓等都有待进一步开发。

因此，对民族民间音乐挖掘深度和广度不

足，严重制约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容选择与

输出自信，成为阻碍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传

播的首要困境。

（二）跨文化传播载体不足

不同音乐文化都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生

态环境和传播方式。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往

往以口传心授、现场展示为主来传播。例

如彭水鞍子苗哥娇阿依以苗语（酸话）演

唱，采用口口相授的形式传承， 主要的

传播形式是以民俗节日、群体聚会的现场

展示为主，以融入中小学教育传承为辅，

传播载体有限。众多的重庆民族民间音乐

具有特定的区域性，如果进行跨文化传播

则必然需要借助传播工具，借助于现代大

众传媒等技术。欧美发达国家民间音乐的

传播现代传媒技术上一直优先于我国互联

网，我国的媒体传播载体不足，传播过程

以惯用的中国思维，是否符合沿线国家人

群的文化接受习惯，传播内容是否针对性，

这也成为制约重庆民族民间音乐跨文化传

播的阻碍。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

乐的传播路径

（一）构建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

重庆民族民间音乐对外传播过程

中，我们首先要打破惯用老套的传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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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祛除传播过程中的“官方喉舌”姿

态，打破“我想传播什么”“你应该知

道什么”的传播误区，而是在研究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接受习惯，

充分挖掘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特色文化资

源的基础上，选择适宜于对外传播的针

对性内容。

（二）构建差异化传播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

在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正视各国家之间

的文化差异，选择具有一定文化认同基础

的周边国家以及易于接纳多元文化的国家

作为突破口，依托战略平台，更深层次开

展文化交流。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传播国家

的民族性格和音乐文化接受方式，了解当

地民众的文化形态、思想意识、风土人情

等，并针对不同差异的国家地域有针对性、

有倾向性地制定内容，选择传播国乐于接

受的传播方式，深入其日常生活中进行传

播。在传播载体选择上需要结合传播对象

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如在新媒体比较发达

的国家进行大众媒体对接，而在不发达国

家可以采取传统模式进行传播；在传播广

度和深度上，选取区域性、阶段性、循序

进行的传播模式，选择重要的区域以点带

面进行传播，有阶段性循序渐进地进行音

乐文化推进。

（三）构建立体传播手段

新时代背景下，在传播手段上不仅

要关注传播平台的整合，更要关注传播手

段的产业化。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一带一

路”跨文化传播需要运用多元传播手段，

联合政府、企业、民间社团、教育、个人、

媒体等多元平台进行深度传播。政府手段

多指借助政府，重视重庆民族民间音乐的

跨文化传播，通过文化交流、政治访问等

形式实现传播。企业手段则是将重庆民族

民间音乐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让传播

对象国在产品消费过程中体验重庆民族民

间音乐。民间社团手段则是运用社团的交

流和音乐交互实现音乐互动。教育手段则

是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孔子文化学院

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

播，通过开设相关的课程、展览、讲座和

演出等为其传播奠定基础。个人、媒体手

段则是运用网络、自媒体、电视等等信息

技术手段进行重庆音乐文化宣传。单一

的传播手段效果是有限的，因此还可以

将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以不同的主题打造

产业型的文化交流形态，实现其与企业

产业、旅游产业、演艺产业、影视产业

等的联动式发展，从而最终提升跨文化

传播话语权，增强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

化产品的表现力。

本人在前期研究中，收集整合了重

庆各地区的民间优秀音乐作品视频以及部

分打造作品，在国外大型互动博客“推特

网”“油管”视频网和“INS”网站上，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了名为“重

庆民族民间音乐之窗”的专栏，自 2020

年 11 月开设以来，受到沿线国家不少音

乐粉丝的欢迎，点击率较高，也收到不少

评论，内容主要是对重庆民间音乐的喜爱

和对原生态音乐的尊重，他们也提出了很

多对民间音乐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有些

关注者甚至给我写信留言表达对民间音乐

的喜爱，从整体反馈形式上更倾向于喜爱

将民间音乐改编打造的现代音乐风格形

式。对于如何更好地在专栏中宣传重庆民

族民间音乐以博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诸此内容本人及团队在继续研究中。

四、结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民族民间音

乐传播研究是对现有重庆民族民间音乐传

播的重大拓展与补充。它预示着“重庆民

族民间音乐”将遵从“一带一路”发展规

律与文化交流、认知发展规律，从传统内

部传承和保护，转化为对外弘扬重庆民族

民间音乐特色的传播研究。该研究以文化

和旅游部相关文件为指导，以民族民间音

乐文化实践为基础，以探索音乐文化传播

为核心，以“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民族

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为重点，探

索未来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播方向，

尊重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强调多元、多

渠道的音乐文化发展，通过多平台，打造

重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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