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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婷

三、民间音乐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路
径和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以下是一些应对策略：
（一）加强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和传承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民间音乐

文化传播及传承就是维护中华文化多样
性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府部
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下，多举办
本地民间音乐文化节，通过一系列综合
展演等活动，充分展示民间音乐文化的
魅力和价值，提高公众对地方民间音乐
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大民间音乐文化
的传播力度。

其次，政府部门需进一步细化相关
政策、措施，对不同类型的民间音乐文化
分类施策。通过设立民间音乐文化保护
机构，加大对民间音乐文化的调查、挖
掘、保护、传承和宣传力度。此外，政府
部门还要鼓励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人积极
参与到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中，提出具体
建议，提升民间音乐文化传播及传承的
实效性。譬如，可以开展聊城黄河音乐
节、聊城运河音乐节、聊城地方戏曲音乐
节、聊城地方器乐音乐节和聊城地方民
间歌曲音乐节等诸多活动，推动地方民
间音乐文化的传播及传承。

最后，开展民间音乐文化传承工作
还须培养和选拔优秀民间音乐文化传承
人，这个群体是民间音乐文化传播及传
承的主力军。由于民间音乐传播及传承
的特点，只有在选拔出地方民间音乐文
化传承人的基础上，才可以精准实施相
关政策与措施。符合条件的民间音乐文
化项目还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
获得更好的支持与发展。

（二）大力推广民间音乐文化教育及

培训
推广民间音乐文化教育是促进传统

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依
托现有教育体系和教育部门，开设民间
音乐文化课程，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到
民间音乐文化传播及传承中来。

首先，高等院校、文化机构，特别是
地方文化馆（站）是民间音乐文化教育及
推广的重要领地。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建议在高等音乐类院校中进一步增设演
唱、演奏和音乐理论等民间音乐课程，培
养熟悉民间音乐的专业人才。在中小学
校引入适合学生年龄层次的民间音乐文
化讲演活动，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对民
间音乐文化的兴趣，拓展其视野。

其次，政府部门要多提供一些传播、
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学习交流场所，打
造更多民间音乐文化平台，让更多人了
解、感受民间音乐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
同时也为年轻人打造可持续学习交流展
示的平台。积极扶持一些有资质的社会
培训机构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培训，扩大
教育培训覆盖面，为民间音乐文化传播
及传承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地方文化
馆（站）要有侧重地开展民间音乐文化活
动，进一步增强地方音乐活动开展的活
力和持久性，特别是要发挥好乡镇文化
站的作用，因为这里是民间音乐文化的
一线阵地，民间音乐文化的原生地往往
就在这里。

（三）要利用好新媒体平台，大力宣
传推广民间音乐文化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
展，新媒体平台成为推广音乐文化的重
要载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可以让更多
人了解、感受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促进
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

精心制作的音视频作品，全方位展示民
间音乐文化的魅力，吸引更多人了解民
间音乐文化，增加曝光度。还可以通过
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更多人在线观看民
间音乐演出，增强传统音乐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
社交媒体平台，发布音乐资讯、音乐剧
评、音乐家专访等内容。同时，还可以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民间音乐文化互动
活动，推介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信息等。

民间音乐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
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宣传好、推广
好，才能传承好、发展好，才能赋予它新时
代的气息，才能让其成为文化百花园中最
灿烂、最具地方特色的“音乐之花”。

（四）加强地域间、民族间民间音乐
文化学习与交流，赋予民间音乐文化新
的生命力

首先，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
行更广泛的学习与交流，进一步增强不
同地域民间音乐文化之间的了解，从而
对本地域的民间音乐文化有更为清晰、
准确的定位。绝对不能走坐井观天、故
步自封、盲目排斥的旧路子，而是要互相
促进、互相借鉴，通过学习与交流进一步
促进民间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其次，只有进一步拓宽视野，提升眼
界，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融合。通过建
立形式多样的民间音乐文化合作交流平
台，进一步增进信任和理解。只有将不
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间音乐文化工作
者充分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扩大各民
间音乐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共同营
造一个健康的、良性的、有活力的民间音
乐文化大环境。

（五）要坚定不移走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的民间音乐文化发展道路

民间音乐文化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
文化沃土，处理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就
必须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
取精神，努力实现民间音乐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对民间音乐文化
的形式与内涵进行进一步补充、拓展与
完善，真正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现形式，创作、排演出一批高质量、高
水平，符合新时代、新思想、新面貌、新需
求的新的民间音乐文化作品，切实为民
间音乐文化的传播及传承注入新的生命
与活力。

通过对民间音乐文化传播和传承路
径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还存在着
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缺乏有效的
传承和教育机制、民间音乐文化人才不
足、年轻人对传统音乐文化不感兴趣、民
间音乐文化发展受地域性和民族性约束
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部门、
大中小学、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民间音
乐文化传承个体的共同努力。要通过政
策支持、机构建设、教育教学、推广宣传
等多种途径，全面加强对民间音乐文化
的传播及传承工作，大力推动其在现代
社会中更好地、可持续地、高质量地快速
发展。同时，我们需要提高对民间音乐
文化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的认识，通过
进一步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民间
音乐文化，为其更好地传播及传承注入
新的活力与生机，让民间音乐文化真正
融入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奏唱出新时代
的民族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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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晨）9月16日上午，聊
城市 2023 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聊城
火车站广场举行。自此，这些新兵告别家
乡，带着家人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福，怀着
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保家卫国的新
征程。

欢送仪式现场，新兵整齐列队，身着戎
装、胸戴红花，肩披“光荣入伍”绶带，满怀
对部队的憧憬，接受聊城军分区领导和家
乡父老的检阅。“保家卫国是每一个新时代
青年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壮志男儿应当用
青春守护祖国母亲的平安。进入部队，将
是一段新的旅程，战友们，让我们以昂扬的
斗志，澎湃的激情去履行我们的诺言，苦练
本领、磨砺意志，不负各位领导和家人对我
们的嘱托与期望。”新兵代表李梓杰的发言
铿锵有力。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现场，不少新兵
的家长前来送行。“孩子们，你们即将跨入
军营，要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磨砺自己、奉
献自己，努力成为一名真正有责任感和使
命感的优秀好男儿。”新兵家长代表苏庆刚
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兵役机关和
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
命令，严格政策规定，严肃征兵纪律，严密
组织实施，扎实开展体格检查、政治考核、
审批定兵、役前教育等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下半年征兵任务。

聊城

2023年下半年新兵奔赴军营

乐团正在演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

“我经常过来听，他们唱得很好，都
是经典红歌，声音嘹亮、慷慨激昂，很有
力量感。”9月16日下午，家住高新区裕
昌·九州国际小区的张女士来到九州洼

月季公园西北角的文化长廊，看聊城高
新区丹心乐团（以下简称“丹心乐团”）
的演出，看完后，她止不住地赞叹。

每周定期来公园听一听丹心乐团演
唱的红歌，已经成为九州洼月季公园附
近很多居民的习惯。这个乐团成员近40

人，其中伴奏人员就有 15 人，二胡、板
胡、电子琴、电子管等乐器一应俱全。每
周三上午、周六下午，丹心乐团都会在这
里演唱，演唱曲目有《东方红》《我的祖
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
亲爱的妈妈》等，合唱大气磅礴，独唱特
色鲜明，乐队联奏引人入胜。

“我们这个乐团成立两个月了，团里
大部分成员是离退休老党员，大家因为
共同爱好走到一起，热情很高，有的自发
给乐团提供音响、印制歌谱。”丹心乐团
团长刘庆明说，团里很多成员曾在聊城
市老年大学学习过乐器、演唱等相关课
程，所以乐团的整体演出水平是有保障
的。“每次演唱，很多来公园游玩的市民
都过来听，多的时候有近百人。”刘庆明
说。

自成立以来，丹心乐团除了在九
州洼月季公园定期开唱，还多次参加
社区演出，获得了群众广泛认可。“歌
曲是时代的心声，一曲红歌就是一段
鲜 活 的 历 史 ，是 一 笔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演出，将这些
家喻户晓、传唱不衰的红色歌曲传唱
下去，带动更多人铭记历史，坚定理想
信念。”刘庆明说。

各种乐器一应俱全 唱起红歌催人奋进

丹心乐团唱响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