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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是对西藏昌都地区热巴艺术活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热巴是西藏流浪家族卖艺谋生的手段，主要包括鼓铃舞、杂技、相声和小戏剧、弦子歌舞等内容。
它以家族为主要传承方式，表演技艺水平和职业化程度较高，是一种融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民间活
动。
由于艺人到处流浪，热巴的流布较广，家族较分散，20世纪中叶，主要集中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
笔者曾三次到昌都地区各县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较为丰厚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热巴音
乐文化的研究著述工作。
　　首先，对于热巴活动的源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追溯到西藏的吐蕃时期，特别是佛教传人西藏以
后，西藏第一所寺庙桑耶寺的建立，对于西藏文化的形成具有着特殊意义。
根据有关桑耶寺的记载和传说，以及西藏考古岩画等研究成果，《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对热巴活
动的起源做了论证分析。
通过对佛教噶玛噶举派大师米拉热巴的传记、道歌集等文献的研究，对民间的“米拉热巴是热巴的创
始人”这一传说进行了逻辑推论，最终认为米拉热巴并非热巴的直接创造者，热巴的直接创造者是西
藏社会底层的流浪乞人。
在梳理和分析了近代热巴家族个案活动的实例之后，笔者展开了对热巴音乐形态特质、宗教社会文化
背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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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华，汉族，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承担项目：　　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中国西藏热巴歌舞音乐研究》（独立）　　国家文化
部重大项目《藏族音乐研究》（合作）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
》（独立）　　国家“十五”“211”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数据库建设》（独立）　　国家“985
工程”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教育机制改革研究》（合作）　　代表论著：　　《中国少数民
族合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萨满教活动与安代歌舞的考察研究》、
《萨满调的艺术结构探析》、《谈“非遗”保护中的意识建构问题》、《热巴之宗教文化阐释》等。
　　学术活动：　　先后多次到美国、法国、捷克、比利时、荷兰、韩国、台湾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并
发表论文。
　　先后多次到西藏、贵州、云南、宁夏、甘肃、四川、新疆、内蒙古省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中做田野考察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较丰富的研究经验。
担任的大学课程：《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音乐学概论》、《田野工
作的理论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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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横向贯穿的节奏是热巴音乐中最突出的元素，也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第一部分击节而舞的古老的鼓铃舞形式，鼓铃节奏在表现手法上占有了的核心地位。
吟诵和吟唱的节奏被统一在鼓铃节奏之下，随着鼓节奏的脉动进行。
单从鼓铃舞部分来看，其以乐伴舞为主要形式，该角度审视下的热巴舞表现出乐舞的性质和特征。
　　鼓铃舞的横向节奏是固定鼓点的反复，这些鼓点是历史陶冶的结果，是热巴艺人对节奏创造的精
华所在。
浓缩性的节奏型鼓点一般有两拍或最多十拍左右的长度构成，每次的表演都是用相同的一套鼓点节奏
型构成乐舞的节奏。
每个舞蹈各用套中的一种鼓点，或一敲，或三敲，或五敲，或九敲。
凝练的鼓点在不断的反复中，凭借速度变化、舞蹈的舞姿情绪变化等多种手法，有序的、程式化的为
舞蹈伴奏。
根据不同的鼓点，艺人们表演出不同节奏风格的、彼此间有机联系的系列舞蹈。
鼓铃舞中诵唱的节奏也十分有特色，不仅节奏样式丰富，而且与鼓铃节奏形成一定的关系。
　　与鼓铃舞比较，弦子歌舞的确是一种旋律性较强的歌舞形式。
艺人拉奏弦子和舞蹈的同时，加入歌唱。
整个活动之中，歌、舞、乐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它们之间彼此非常独立，相互呼应、映衬。
这与鼓铃舞部分中的歌、舞、乐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
鼓铃舞部分的诵、唱显然处于较弱的位置，它更多的是仪式活动的文化功能的需要，而鼓舞为主要表
演形式。
例如祭祀、祝福的语言等。
弦子歌舞中的歌是歌唱性很强的艺术形式。
弦子歌舞的节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丰富多变的。
上下起伏的线条和舞蹈动作的变化，使得弦子歌舞的节奏既具有音乐的歌唱性，又具有舞歌舞乐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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