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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 
郭  扬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满族颁金节、鄂伦春族萨满、赫哲族乌日贡大会、朝鲜族流头节等，

其中赫哲族的伊玛堪说唱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是

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话题之一，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都要肩负起责任。本文介绍了高校传承发展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

的重要意义，介绍了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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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散杂居边疆

省份，全省共有 53 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5% 左右。黑龙江省

当地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但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部分少数民族艺术处于后继无人的窘

境，濒临失传。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非物质

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始于2004年，

界定的原则是“突出黑龙江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具有代表性

及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80 年以上的传承史，传承谱系清

晰，传承人具有代表性，项目处于濒危状况”。黑龙江少数民

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也

是地方高校科研和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内容。高校要在党和国

家的领导和政策扶持下，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课程体系和教

育研究的改革工作，真正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的历

史重任。

1 高校传承发展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2011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四章第 34 条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按照

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由此可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科

学系统的教育机制，是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

高校应深刻认识到教育工作对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意

义，将教育的功能定向化设计，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民间

文化普查、发掘、研究、整合和记录工作。将少数民族音乐引

入高校，在课程体系中引入更多民间音乐内容，一方面可以培

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通过教学实践来为这些非遗产物寻找

接班人；另一方面则是可以通过非遗项目的教改和课题研究来

改进和创新我国的民间艺术形式，使其更加大众化，促进了非

遗工作可持续发展。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

校的传承与发展可以概括为：第一是让大学生真正了解非遗，

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特征，提高其音乐素养；第二

是推广少数民族音乐，实现民间音乐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丰富

与创新民族音乐；第三是增强师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通过精

神文明建设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

2 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和发展

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和发展要建立

在继承、融合、发展和创新的理念之上，以非遗传承人才储

备为培养目标，从教改和科研两方面实现非遗保护工作的代代

相传。 

2.1 举办艺术教育活动来唤起师生的非遗保护使命感

近年来，高校举办的各类艺术教育活动受到广大师生的青

睐，对于提高高校师生审美水平、思想境界和行为高尚性都有

显著的作用。艺术教育活动属于高校文艺隐性课程，通过开展

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活动，可以充分发挥艺术教

育的育人功效，唤起师生的非遗传承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弘扬

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举

办和推广的艺术教育活动有实地考察参观、编排文艺节目、举

办主题校园文化节等。

2.2 改革教学内容，为非遗传承培养专业人才

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

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明确指出，音乐专业实践

类课程要根据当地师资和文化特征选择传统民族音乐作为教学

内容。将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教学内容引入课堂，

不仅能够让学生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还能让学生投身

到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事业中去，将其艺

术发扬光大。比如在音乐实践教学中引入达斡尔族乌钦说唱的

相关内容，学生掌握说白的唱词、曲调和唱腔后，进行语音记录、

汉文对译和照词谱曲等练习。教师要带领学生了解达斡尔族的

历史和文化背景，从语言和声乐两方面来学习乌钦说唱。通过

这一系列的学习，学生具备达斡尔族乌钦说唱技巧的同时也有

机会在毕业之后投身到非物质遗产传承的工作中去，将这门艺

术发扬光大。

2.3 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教师队伍

除了培养能够将非物质遗产发扬光大的大学生人才外，高

校还要通过师资引进、再教育等方式来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素

养。音乐专业教师要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通过实地考察、交流

学习、技能培训等方式来丰富自身的传统音乐素养。教师可以

到达斡尔族的非遗文化传承基地去采访传承人、民俗专家和相

关学者，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去学校进行讲学和表演，将我国优

秀民间艺术的魅力展示出来。教师也可以通过社科类的科研项

目研究来为非遗传承提供更具理论高度的智力支持和更具实践

深度的决策建议。

3 结语

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异彩瑰

宝，是该民族音乐文化的总结、创造和升华，应该得到进一步

的传承和发展。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当

地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可以作为探寻新

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研究内容。作为一项长期

的研究工作，高校要肩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通过艺术教

育活动、课程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式来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为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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