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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位于祖国大西南云贵高原东部，面积为17.6万平方公里，97％为山地和丘陵。
全境山脉纵横，珠江、长江水系的支流奔流于万山丛中。
在中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贵州是一条民族交会的大走廊，是一块多民族的集结地。
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
入贵州，与贵州的原住民相交会，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这种分布特点，使贵州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了小块多元的特色！
　　贵州高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贵州历年来多处出土的史前文化遗址，清楚地显示出贵州高原上古人类活动的足迹。
出土文物还证明，商周时期，贵州逐渐从铜石并用过渡到青铜时代；战国晚期，贵州开始有了铁器；
西汉中、后期，贵州快速进入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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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方刚，1930年出生于江西广丰，汉族。
原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会长，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原评审专家。
　　杨方刚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的主编；此外主编或联合主编的音乐学术专著还
有《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贵州创作歌曲导读》、《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本土乐话——贵州
大学音乐家论坛》等多部。
其主要研究方向和主要学术成果为贵州民间芦笙音乐文化研究，发表的论文有《芦笙记谱法的研究与
实践》、《对贵州民间芦笙的逆向考察》、《贵州传统芦笙音乐研究的社会视角》、《贵州苗族芦笙
文化研究》、《芦笙乐的变革探析》等。
其中《贵州苗族芦笙文化研究》和《芦笙乐的变革探析》两文，获“凯里国际芦笙节”学术论文一等
奖；关于芦笙记谱法的创见，对于贵州民间传统芦笙乐的采录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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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流行于丹寨县的艺术性很高、观赏性很强的芦笙《斗鸡舞》和流行于花苗支系的舞乐并重的芦
笙乐舞《花场曲》等，音乐简洁，节奏明快，舞步轻盈，极富美感。
这类芦笙乐舞，不是先有乐后生舞，或者据舞作乐，而是乐和舞共生：舞蹈与乐奏不是一种分离式的
协作关系，而是舞者即是奏乐者——既奏且舞。
舞是乐的外化形态，乐是舞的灵动思维，这是舞乐一体传统的出新。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表演角度来看，这种艺术形式，相当确切地体现了乐和舞的高度融合性。
　　乐舞的纪事性　　由大写意似的纪事到工笔性的言事，是芦笙乐舞继承并发展我国乐舞立言纪功
传统的一个例证。
作为代表我国乐舞古老传统的“三代乐舞”，无论是歌颂夏王朝开国君主大禹治水功绩的乐舞《大夏
》，或是赞颂商开国君主汤征伐夏桀战争胜利的乐舞《大漤》，或是庆祝武王伐纣胜利的著名周代乐
舞《大武》，其内涵均属立言纪功，其宗旨在于向社会树立某种道德风范。
正如《乐记》所言：（意译）所谓乐是反映已有业绩的（“夫乐者，象成者也”），乐是德行的花朵
（“乐者，德之华也”），乐的功用，是施行教化（“乐也者，施也”）。
由一代代民间乐师编创而成的芦笙乐舞《大迁徙》，其结构规模虽不及“三代乐舞”精致辉煌，但其
意蕴与呈示手法相同，且在艺术上显得更为质朴生动。
把惨痛的战争失利、悲壮的迁徙流离、艰辛的漫漫跋涉之路、悼念战死的英烈、祈盼自由幸福的遐想
、祭天地祖灵乞佑安康的祈愿，有机地包容在乐舞记叙之中。
　　芦笙乐还通过它有确切语义的曲调的传播，生成了通常意义上的乐舞所不具备的“说话”功能。
仅从现在尚存活于民间的一批芦笙词来看，芦笙所“言说”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历史传说、生产知
识、爱情婚姻、社会公德、乡规民俗、生活意趣等等，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通过以上简说，已勾勒出作为文化复合体芦笙的基本形象。
　　二、苗族芦笙乐曲的审美创造　　综观苗族的芦笙乐曲，大多是由芦笙歌演化而来的。
其目的是为了能确切地传达词意，发挥“以乐传文”的功能。
但芦笙曲毕竟是器乐曲，不是芦笙歌调的简单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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