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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研究

◎李孝梅　杨沁
摘要：古歌，是黔东南州凯棠镇凯棠苗族表达情感、追忆祖先、传承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工具，正是在古歌的演唱和传承中，

凯棠苗族学会了为人处世及生活的经验和技巧，获得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凯棠苗族古歌具有独特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

在现代化背景下，古歌虽然还在传唱，但是出现了传承危机。应对传承危机，应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层面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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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凯棠苗族古歌

（一）曲目和内容

凯棠苗族古歌的内容涉及凯棠苗族的

神话、传说、历史等方面。凯棠镇凯棠村

的歌师 GRX ①向笔者讲述了凯棠苗族古歌

的曲目：

第一组：《开天辟地》《运金运银》

《十二个太阳》。

第二组：《洪水滔天》《妹榜妹留》《爬

山涉水》。

第三组：《仰阿莎》《过年歌》《酒药》

《砌房盖屋歌》。

古歌是凯棠苗族世代传唱的诗歌，它

是凯棠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吟

唱古歌时，在主人家的堂屋摆放一张大桌

子，桌下有装酒的酒缸，桌上有各色菜肴

和酒碗。主客歌手分为两队人马，主队首

先用歌来试探客队是否会唱古歌，如得到

肯定的答复，主队就会根据古歌内容向客

队提出各种问题，客队重复主队提出的问

题，然后才解答问题。双方反复盘歌问答，

反复吟唱，直到这首古歌唱完为止，有些

古歌歌词很长，往往连唱几昼夜都唱不完。

在盘歌对唱的过程中，如果对方的歌师回

答不上来就算输了，输的一方要被罚酒。

赢了比赛的歌手充分展现了出口成章的口

才和渊博的知识，他（们）扬名四方，输

了比赛的歌手往往脸上无光。

二、凯棠苗族古歌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

（一）传承主体

凯棠苗族古歌的传承主体主要是鬼

师、理老、寨老。 

1. 鬼师。凯棠苗族的丧葬仪式活动的

主持人是鬼师。鬼师不仅负责主持整个丧

葬活动，而且还在死者埋葬当天要焚烧擦

拭死者身体的白布，并念唱送死者灵魂归

故土归姜央所在地的送终歌曲《焚巾曲》。

《焚巾曲》当中包含了讲述人类起源的《妹

榜妹留》等古歌内容，还包括送祖归宗的

路线，这个路线实际上就是本支系本族迁

徙的路线，这些历史知识的获得需要熟悉

精通苗族古歌。因此可以说，鬼师是古歌

传承的主体之一。

   2. 理老。理老是根据苗族习惯法来

帮助人们处理婚姻家庭、财产分配、田土

纠纷的“法官”或“仲裁人”。在调解和

处理重大矛盾纠纷时，理老要引经据典，

对唱理歌理词，请双方当事人互相陈词申

辩，然后依据古歌中的经典案例来进行判

决，如果双方不服，就要进行最终的判

决——神灵裁判，如，“捞油锅”“砍鸡

狗头”等形式。在神灵裁判的时候，双方

理老还要念捞油锅词和咒语。总之，理老

的职责也促成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古歌

的了解与精通，在古歌传承过程中，理老

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3. 寨老。寨老是苗族村寨中的自然领

袖，一般由本家族辈分较高，对本民族文

化精通的有威望的长者担当。寨老的主要

职责是：负责组织寨内的生产、分配和消

费活动；维系和调解本寨子各个成员的关

系；用古老的流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章制

度约束和教育子孙；代表本寨子和其他寨

子进行交往，在交往中维护和保证本寨子

的利益等。从寨老的主要职责就可看出寨

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的，他必须具有

关于本民族的文化和典籍的渊博知识和极

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对子孙后代进行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民族

的出现和迁徙等内容的教育，也才能对寨

子内外产生的纠纷进行评议和判断。总之，

担任寨老人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处理

寨老职责的能力很大一部分需要从集大成

的苗族古歌当中摄取和吸收，所以说，寨

老是通晓和传承古歌的重要主体。

（二）传承方式

凯棠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篇幅巨大、

内容庞杂的古歌传承主要采取口传心授和

自学的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知

识的普及，新式传承工具的引入，古歌的

传承方式也出现了书面、录音自学等新兴

形式。

1. 血缘传承。“血缘传承指同一血亲

（包括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范围内的传

承。……它是苗族古歌最原始、最普遍的

传承方式。……过去演唱苗族古歌有着严

格的条件限制，只有长子才有演唱继承权。

后来，随着苗族人口不断繁衍，需要演唱

古歌的场合越来越多，凡是歌师自己的后

裔都可以传承。这种传承一般都不举行特

定的拜师仪式”。血缘传承一般只传儿子，

不传女儿。

个案 1  向父亲学歌的 YZQ ②

凯哨村的歌师 YZQ 所掌握的古歌就

是其父亲教授的。YZQ 的父亲是凯哨村

① GRX，男，74 岁，凯棠村羊别寨人，会吟唱古歌，并能说出古歌的名称，但不能用汉语翻译古歌大意。以下的古歌大意翻译是由羊别寨的勾休

老人完成。GRX 老人于 2020 年去世。

②访谈对象：YZQ，男，68 岁，凯哨村人。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YZQ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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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出名的歌师。父亲去世后，YZQ 子

承父业，成为凯哨村的歌师，只要别人上

门来请，他就会到主人家演唱古歌，一唱

就是几天。

2. 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更具开放性，

它打破了血缘传承的狭窄限制，使得古歌

能够在更大范围传承。师徒传承需要有一

定的拜师谢师礼仪。

个案 2 勾九的拜师经历①

据火香村的勾九回忆，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他和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去找

本寨的一个歌师学唱古歌。当时由于家里

贫穷，生活条件不好，没有带鸡或鸭到歌

师家拜师。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礼品给歌

师，但是歌师还是非常乐意教授大家。他

们学唱古歌的时间是在每天晚上干完农活

后，等师傅有空时才教授古歌。去时，带

上几个大米粑到歌师家，一边烤粑粑吃，

一边学唱古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人

放弃了。因为古歌很长，又没有文字记载

或文字辅助记忆，能够学会的人非常少，

只有记忆力绝佳头脑灵活的极少数人才学

会。学成以后，就买一只鸭子到歌师家杀

吃，买几瓶酒给歌师喝，大家吃一顿就表

示感谢了。

师徒传承不如父子传承那样的彻底

性，因为师傅总会留一手，有一些古歌的

部分内容歌师会略去不传，他只把古歌的

主干教授给徒弟，其他的内容需要徒弟在

生活中不断地完善。

3. 社会传承。有些人既没有正式拜师

学习古歌，家族世代也没有歌师，但凭借

自己卓越超群的记忆力和创作能力，硬是

把在节庆场合、红喜事听过的古歌学会了。

个案 3   自学成才的 GYM 老人②

凯棠镇南江村的 GYM 老人，男，77

岁，南江小学的退休老师。GYM 老人家

里没有人会唱古歌，不是歌师世家。但他

从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苗族古歌，一听哪里

有人演唱古歌，只要自己有空，就会跑去

听歌。由于年轻时还要工作，家里事情较

多，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和整理古歌。在

退休后，出于爱好和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

传承责任，他全心全意投入古歌的学习和

整理记录工作中。他学会了凯棠地区流行

的所有古歌，并到凯棠以外的地方，如，

地午、翁项等地向其他歌师学习当地的古

歌，这对凯棠苗族古歌可谓是一种增加和

补充。GYM 在自学古歌的过程中，采用

与苗音相近的汉字来记述歌名、歌词，并

用录音机把歌师的演唱录下来，回家后慢

慢整理记录。在记歌调时，他还用自己独

特的记音调方式，如“√”“△”“▽”

等不同符号来标识不同的音调。

三、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的现状

（一）苗族古歌传承的基础

在现代化背景下，凯棠苗族古歌在凯

棠苗族地区依然得到传唱，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个：

1. 生活习俗基本保持不变。在结亲嫁

女、立房子的场合，总免不了要唱古歌来

庆贺主人家，即用从古歌当中摘取的部分

内容来助兴、劝酒。在节日、走客时，古

歌也是必不可少的，主客双方通过对唱古

歌来表达对主人家热情款待的感谢，希望

主人家发财致富的美好愿望。在丧葬活动

中，古歌更是必不可少，没有师傅吟唱《焚

巾曲》，主人家和寨邻始终觉得缺少什么

东西，也会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

影响。在死者期满四十天，如果没有亲戚

来唱古歌，家里就不能像以前一样任意搞

热闹，不能喝酒划拳、唱歌、跳舞等。以

上种种基本不变的生活习俗是凯棠苗族古

歌得以保留的生存土壤。

2. 生活节奏缓慢。虽然凯棠人的生活

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很多青壮年劳动

力外出打工、做生意，但这并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整个凯棠苗族那种生活节奏缓慢的

社会状态。在外地谋生的凯棠人回到凯棠

以后，其生活节奏不自觉地放慢。他们在

家除了该做的农业生产外，其余时间大多

都是在走客、喝酒、帮别人的忙等事情中

度过。新兴的生活方式和真正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并没有在整个凯棠普及。慢节奏的

生活方式为古歌演唱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适

合场所。

3. 节日众多。凯棠苗族节日众多，几

乎每个月都有节日，尤其是在吃新节、重

阳节这两个盛大节日时，有专门的苗族古

歌演唱比赛，众多歌手纷纷踊跃登台表演，

这使得苗族古歌得到充分的展现和传播。

除此之外，凯里苗族协会也曾经发起志在

挽救凯棠苗族古歌和其他形式的苗族歌曲

的原生态苗歌比赛活动，这极大地挖掘和

拯救濒临危机的苗族古歌，提高了人们对

苗族古歌的关注度，大范围地传播了苗族

古歌。

（二）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的危机

虽然说凯棠苗族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

质变，很多生活习俗得以保留，传统的民

族节日继续存在，但是凯棠社会毕竟在市

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了或大

或小，或多或少的变化，这些变化促成了

苗族古歌传承的断代。现在凯棠地区掌握

苗族古歌的歌师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从歌师所述的古歌曲目和内容来看，就会

发现有些歌师掌握得多一些，有些歌师掌

握的少一些，几乎没有哪一个歌师能够完

全记住苗族古歌，用歌师 YZQ 的话就是：

“凯棠地方没有人懂苗族古歌能通头，那

些懂不通头的就不敢唱了。”对凯棠苗族

古歌比较熟悉的老人对古歌传承的热情非

常高，但是他们很难找到后继者，年轻人

大多不愿学古歌，即便是歌师的儿子都不

愿意学习古歌。白水村的 ZRY 老人说：

“现在凯棠文学艺术总体衰退，传承找不

到后继者来接受，年轻人不愿意学，学这

些需要花费很多功夫的，花费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如，一路古歌都有 150 多个小节，

很难学。现在有人愿意教愿意传承下去，

但没有人愿意接受，那些年轻人讲这个费

时间，又不带来经济效益，学这个干什么。”

因此，随着苗族古歌传承人年岁的增加，

苗族古歌传承的危机越来越大。

凯棠苗族谷歌传承出现危机的原因主

①访谈对象：勾九，72 岁，男，火乡村人，2016 年去世。访谈时间：2015 年 8 月 5 日。访谈地点：勾九家。

②访谈对象：GYM，男，76 岁，凯哨村人。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访谈地点：GYM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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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以下几个：

1. 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

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成为衡量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重要物质性标准。在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以前，每当歌师演唱古歌，人

们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津津有味地欣赏

着。在过去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时，人们在

闲暇时会主动到歌师家听歌师演唱古歌，

讲述古歌当中的传说故事、英雄人物、辛

酸的民族迁徙，人们从歌师的演唱和讲述

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生活的启发。哪一

个寨子有自己的歌师都是无比光荣的事

情，歌师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

戴和尊敬，歌师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和学

习的对象。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古歌歌师

已不再是人们向往和敬重爱戴的对象，古

歌传承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时间就

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尤其是年

轻人认为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古歌，

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效益，不能提

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家庭经济实力，

学古歌是一种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事情。

如果学古歌能挣很多钱，相信学习的人会

比现在多得多。

2. 学校教育与传统文化相脱离。现在

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和年

轻人都到学校读书。学校教育的知识是为

了适应现代化生活而设的，这一套知识体

系很少和传统文化（包括苗族古歌）有联

系。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凯棠儿童和年轻人

们习惯于现代教育传递的主流文化和用文

字记录的现代教育方式，凯棠苗族传统文

化和凯棠苗族古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反

而让凯棠儿童和年轻人感到陌生和不容易

接受。况且初中毕业后，除少数人考上高

中，继续学习之外，绝大多数凯棠年轻人

都选择外出务工、做生意，这使得他们越

来越远离传统的苗族古歌，失去了对苗族

古歌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3. 现代娱乐方式的引入。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变，凯棠苗

族的娱乐活动逐渐增多，娱乐方式呈现多

样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前，凯棠苗族的

晚上主要娱乐方式就是听老人摆古、唱苗

歌、玩马郎。凯哨村的古歌师傅杨再清说：

“以前哪家有客我们就去唱歌，唱天天晚

晚，有二三十个人在我家学唱歌，那时搞

集体没事做，当时就没有什么娱乐的。”

而随着电的普及和凯棠苗族经济收入的增

加，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

形式范围内，新型娱乐方式——广播、电

视、手机、电脑、麻将等进入人们的生活。

新型娱乐方式消耗掉了凯棠人尤其是青壮

年人的大部分时间。总之，随着娱乐方式

的多样化，凯棠人对苗族古歌的关注度大

为降低。

4. 古歌演唱的古语形式。凯棠苗族

古歌用苗语来演唱，但是这种苗语和现

在凯棠所说的日常用语不一样，它属于

古代苗语，没有经过专门学习的凯棠人

是听不懂古歌的意思的。在古歌当中，

对同一个事物的指称，譬如“月亮”，

古歌中是用另一种隐晦的词语“挡引”

来表示，而不是用“月亮”来指称，这

就使得人们在听古歌时，极难弄懂其含

义，这势必降低听者对古歌的兴趣和吸

引力，影响古歌的传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凯棠苗族古歌历史悠久，

内容涉及广泛，不仅有神话、传说，还有

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古歌有较为固定

的传承主体：鬼师、理老、寨老，还有自

己独特的传承方式：血缘传承、师徒传承、

社会传承。古歌是人们节庆、婚丧嫁娶等

人生礼仪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不过在

现代化背景下，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学校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相脱离、现代娱

乐方式的引入，以及古歌所具有的古语演

唱形式，古歌出现了传承的断代危机。

针对凯棠苗族古歌传承出现的危机，

应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层面来加以

解决：

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相关部门应

制定相应的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政策，

积极鼓励古歌传承人申报各个级别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项目，申请保护经

费，为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拍摄传唱古歌

的影像资料。

从学校层面来说，凯棠苗族地区的

中小学校应该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进课堂活

动，把古歌学习列入学生授课课程，让这

些地地道道的凯棠苗族古歌传承中坚主体

真正地系统接触和学习古歌，并传承古歌。

从个人层面来说，凯棠苗族个体应

当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优秀元素古歌的价

值，不以是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为衡量一

事物的标准，自觉地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

化，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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