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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阿都高腔在彝族民歌中的运用
杜定然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阿都高腔是彝族民歌中具有特色的一种表演形式，他的表现特点有声音高亢，腔调显得十分的高昂，在众多的民

歌中脱颖而出，它的特色不同于其他的民歌，嗯，刚好是极少数民歌中所具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让它具有音韵浓厚，唱腔优美

特点。文章基于这个特点，以彝族民歌阿都高腔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载歌载舞，首先会将阿都高腔的艺术特征来展示，它主

要以假声为主，内容显得十分的丰富展现其中的美，在阐述他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做一种非物质传统文化，它在于精神层面，最

后再将阿都高腔的传承方法做一详细的介绍，并做好推广和宣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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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彝族是我国 55个少数民族其中一个，他的人数相对而少，

他所拥有的这份文化是极为珍贵的，因为只掌握在少数人的

手中，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经过多年

文化的积淀和历史的洗礼他们的这份文化保存至今，显得十

分的珍贵。

一、彝族民歌中阿都高腔所具有的艺术特征

（一）假声为主

作为彝族民歌中一种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他所表达出的

歌，通过假声和真声的结合，表达出一种应用浓厚，让人难以

摸索的奇妙感觉，让人不禁产生了对阿都高腔的好奇，虽然是

有假声还有真真，但是还是以假声为主。从整体上来看，阿都

高腔它的特点具有高音的尖腔，假声绵长，多数民歌会在曲调

中反复演唱，而虽然歌词相同，但是在演奏的这个具体过程中，

对音调稍作变化，阿都高腔就显得有了和谐的美感，从阿都高

腔开始唱会从中高音突然升至高腔，在利用假声唱歌，最后在

歌曲结束的时候，让唱声变得悠扬绵长，阿都高腔在人们的心

中留下了久久的回忆和深刻的印象。

（二）载歌载舞

彝族也有他独特的节日，火把节是它古老的民族节日，在

进行火把节的时候，人们会利用阿都高腔和节日的氛围，进行

歌舞活动，而这种属于一种群体性的活动，表演者呢一般都是

女性，一般少则十来人，多则上百人，他们活动的场地非常的

简单，只需的室外点起一堆篝火即可，而这种简单的活动场所，

却带给人们很多的快乐。这种形式的活动也只有存在于这种少

数民族之中，这是通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所传承下来的，内涵

丰富，具有很深的历史底蕴，让人们不禁都彝族人的阿都高腔

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这种感觉一直使阿都高腔深受彝族人民的

喜爱，这也是他们文化完整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这个

传承的过程之中文化还不断的补充，使之更加完美 [1]。

二、阿都高腔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一）阿都高腔在彝族民歌中有这广泛的应用，它不仅是

简单的民歌，应用在山歌祭祀歌中等，让它应用的价值更大，

它所发挥的能力越多，而这些身影，正是彝族民歌所具有深厚

的文化价值，突出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阿都高腔的内容虽然

是以人们的日常的生活为主，但也反映了他们历史上的主要人

物和历史故事也有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随着新中国的到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彝族人所生活的基本环境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不一样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近年来，他们的民歌内容和题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涌现了不少新生活的阿都高腔作品。

（二）民族文化价值

作为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的民歌是在许多年的积累和沉

淀之下现成的，他们的民歌中包含了他们基本的生活，他的民

歌通俗，简单，接地气，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来表

达出这首歌。彝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实行的是奴隶制度，阿都

高腔也反映了在奴隶制度下，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状态，

它也涉及到了奴隶制度生活为数不少，为我们了解彝族民族文

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历史的沉淀，对研究彝族历史也有

着重要的意义。

三、阿都高腔的传承路径 

（一）做好推广工作

阿都高腔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民歌，他所表现出的特征非常

的吸引观众，可以利用它的特点且做好民众的宣传和推广，让

人们去接近，去学习阿都高腔，这样在众多的人之中，对阿都

高腔产生兴趣的人便可以，去传承这份文化。在学校里可以开

展音乐教育，课堂上开设彝族民歌课程，让不同省份的学生去

了解和学习彝族音乐文化了解阿都高腔，这样让阿都高腔的传

播范围更广，传播人数更多 [2]。

（二）加大对传承人的补助力

阿都高腔已纳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阿都高腔的传承

人承担着对它的传承，无论采取何种传承方式都会占用传承人

的时间，因此，政府需要向传承人进行补助，让传承人有一定

的经济基础，让传承人更有信心的，完整的去学习阿都高腔，

将文化完整的进行传承。比如在师傅收到徒弟的时候，每年可

以给师傅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徒弟也需要一定的开销，

那么也可以给他一定的生活补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尊

重传承的社会地位，那么传承人也将尊重传统文化，去努力做

好文化的传承。对于传统的话，可以建立基金公司以及公益性

的活动，这样可以让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保障，等传统文化，

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去传承，未来体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四、结束语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着独特的音乐文化特色，

他们的阿都高腔则是彝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高腔

假声为主，高亢饱满，情绪充沛的特点，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阿都高腔也被纳入了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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