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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依八音”，也被称作“八音坐唱”，是布依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音乐样式，被列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着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可以供集会、演出，还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传承人老龄化

导致“布依八音”面临着较严重的发展困境，威胁到它的长期传承与保护。应利用好“非遗”与旅游业

的互动，拓展传承的保护渠道。让“布依八音”健康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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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yi Bayin”, also known as the “Buyi Bayin Sitting Singing”, is a representative folk music 
style of the Buyi people and is listed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can not only be used for gatherings and performances, but also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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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of culture. The aging of inheritors has led to serious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for the “Buyi 
Bayin”, which threatens its long-term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xpand the pro-
tection channels for inheritance. Let the “Buyi Bayin” develop and inherit health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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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布依八音”又名“八音坐唱”、“板凳戏”等，是黔西南民族的文化名片，拥有诸多荣誉称号，

成为第一批非遗传承，且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最初“布依八音”是为了满足布依族人的娱乐需求，其

表演内容中包含了布依族传统民俗文化。“布依八音”在黔西南地区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但其影响范

围有限，对外界影响力不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布依族人民的娱乐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布依

八音”的娱乐性被冲淡。从仪式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转变成商业活动演出，受众群体逐渐减少。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达 63.29 岁左右，80 岁以上的保护者共 107 位，70

岁至 79 岁共 237 位，60 至 69 岁共 287 位，40 岁以下仅有 7 人，“老龄化”已经成为制约非遗传承和发

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触目惊心的传承人“老龄化”对应的是，诸多非遗项目处于濒危状态甚至成为绝唱

的现实。 
“布依八音”传承人平均年龄达 53.2 岁，60 岁以上传承人的占比达到了 59.1%，40 岁以下的传承人

不足 1%。数据显示出“布依八音”传承人老龄化严重，对“布依八音”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了影响。这些

传承人多数住在农村，生活状况比较困难，这样的情况并不乐观，且不足以稳定地传承与发展。 

2. “布依八音”的发展 

2.1. “布依八音”的表演形式 

“布依八音”是由八种乐器演奏的组合乐队，是黔西南地区民众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布

依八音”的使用场域十分广泛，可以参与到旅游活动、宴会等欢乐性场合中，也可以出现在悲伤氛围的

场合中，在不同的场域中，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表演形式。 
第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布依八音”常以纯乐器演奏形式出现，用八音来祝愿、祈祷。平时“布

依八音”中各个曲调虽然可以单独存在，但在仪式中却紧密相连。大部分曲牌没有曲牌名，一个曲牌常

有很多首不同的乐曲，其目的是为了烘托仪式的气氛。 
第二种，在正式的展演中，以演奏与演唱结合的形式，以黔西南州“和谐金州”春节联欢晚会表演

的《贺喜堂》[1]为例。演奏过程中，每个人负责各自的乐器，演唱部分，唢呐和刺鼓不发声，其他乐器

继续为演唱伴奏。此外，演唱部分中还新加入了“念白部分”，为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 

2.2. “布依八音”的发展演变 

清代以前，“八音”曾属于宫廷盛乐，经常以纯乐器形式进行演奏。后来，演变成民间百姓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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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细乐和清乐”的丝竹小合奏在民间流传开来，与“八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概是“八音”发

展的姊妹形态。在元、明时期，“布依八音”不断吸收“摩公调”、“民歌调”，并对其不断创新，为

了更好的吸引观众，还在纯乐器演奏中添加了弹唱形式，演唱的内容也进行了丰富，加入了喜庆的民俗

内容，对其他地区的表演特点也进行了积极吸收，奠定“布依八音”基本的表演形式。“布依八音”在

清代以前初步成形，有了大致的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这是“布依八音”奠定基础的过程。 
清代初年，“屯田实边”、“改土归流”等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布依八音”造成一定的影响。

“布依八音”深入渗透到黔西南布依族民众的生活中，遍布各种仪式场合。在这一时间段，“布依八音”

的发展迅速。清嘉庆年间，土官、流官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三份势力对农民的压榨，使得布依族人民深受

生存困扰，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南笼起义”，后来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也因为鸦片战争

的爆发受到影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八音活动被迫停止。在这个时期，“布依八音”

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一度处于衰落的境地。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布依族地区推行保甲政策，甚至对布依族人民进行强制同化，不承认布依族

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民国时期布依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仅要为自己生计

着想，还要对不公的军阀、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布依八音”在这段时期的表演几乎断绝。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各种新政策实行，许多八音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很快便恢复了八

音乐队的演唱。五十年代，八音乐队去到贵阳、都匀等地进行文艺表演，受到观众一致好评，并荣获大

奖。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进入动乱时期，“布依八音”被认为“四旧”之一，禁止

演唱，“布依八音”发展速度遭到限制。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布依族经济、文化得以恢

复，传统文化重新到进入各级党委政府和民族部门的视野中，在各种扶持下，许多民间艺人看到了希望，

又重新开始了“布依八音”的演唱，在这个阶段，没有多余的娱乐项目，所以很快“布依八音”在黔西

南地区就恢复了生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到二十一世纪初，许多村寨因为修建国家重点水电工程被淹没，在政府的管理

和疏导下，大多村民举家搬迁，在这个时期中许多村寨“布依八音”表演队长期没有人管理，只有没被

淹没的册亨、兴义、安龙等地仍在演出。该时期为“布依八音”的巩固期。 
2002 年开始，八音队开始走出贵州省，在 2004 年获得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专访报道兴义“布

依八音”。兴义“布依八音”开始参加国内各种比赛，并在各级比赛中崭露头角，获得较好的评价。2006
年被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2009 年，黔西南民族歌舞团排练的“布依八音”在努力下终于

走出中国，被邀请去西班牙的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国“布依八音”在这时被全世界知道。2011 年，八音

队参加了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展演，“布依八音”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布依八音”

在这段时期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让世界、让全中国知道“布依八音”的存在。 

3. “布依八音”的传承现状 

造成“布依八音”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的原因既有地理限制，也有传承人文化水平、经济水平有关系。 

3.1. 布依族的存续空间 

“布依八音”流传范围在盘江流域，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域内布依族人民所居住

的自然环境被高山所包围，有着大大小小的田地，域内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布依族人民创造出其独特

的民族文化，“布依八音”产生并流传于布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长期的实践

劳动中，布依族人民拥有丰厚的物质文化，也孕育着独属于布依族的精神文明，形成布依族浓厚的人文

生态环境，也为“布依八音”的形成与发展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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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布依族所处的区域位置比较偏远，交通相对其他区域更为闭塞，经济开发落后，闭塞的环境

造成他们与外界交流较少，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传承人开展的传承技艺局限于本地，与外界的交流和

宣传不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传承工作的接续。 

3.2. 传承人群的老龄化 

“口传心授”是“布依八音”的主要传承方式，对于“布依八音”的传承和保护是一个长期且繁杂

的过程，涉及的东西十分广泛，对“布依八音”的保护不是目的，是传承的手段，如今对它如何认识与

发展仍处于摸索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就是实现文化的传承，“布依八音”根植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多种

方式来展现出布依族人民的文化精神。传承人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现实的保护，一旦缺少传承人，

那么“布依八音”的文化传承和实践创新的能力就会受到重大的打击，只有不断地传承下去，才能使民

族文化成为永久的财富。 
现如今传承人面临着两个较大传承危机，一是现在年轻人对“布依八音”了解不深，对“布依八音”

还停留在古板、落后的印象上，对“布依八音”缺乏情感，缺乏认同感；二是大多“布依八音”传承人

年事已高，来不及将优质的“布依八音”掌握的技巧、技能和绝活等传承下来，传承人一旦离去，就会

造成“布依八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当下“布依八音”传承最重要的就是发展

青年人才。 

4. “布依八音”的传承策略 

壮大传承人群体，一方面是“活态”艺术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依据。在数字

时代的今天，运用好科技力量，用数字化建设“布依八音”的传承，保存资料。同时结合黔西南布依族

居住的特点，推进和发展“布依八音”的宣传工作，扩大受众群体，缓解传承人老龄化的现状，最后，

大力培养传承人，为“布依八音”的传承注入年轻力量，增添新鲜血液。 

4.1. 展示·互动促共赢 

非遗空间特征本身就与旅游有密切的联系，从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化程度三个维度

看，非遗整体的空间分布与地区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2]。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将“布依八音”这一音乐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推进对“布依八音”的宣传，最大程度上实现旅游与

文化传承的共赢。遵循活态保护原则，利用现代化的社会因素与民族社会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使这种活

态的保护不断地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落到实处，从

而实现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3]。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布依八音”能够直接快速的传播布依族文化。

深入挖掘“布依八音”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底蕴，让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以最有参与感和最直观的方式加

强对“布依八音”的兴趣。黔西南旅游业的发展，可将“布依八音”大气的音调、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渲染的各种氛围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特色之一，让“布依八音”成为黔西南旅游的一张名片，促使经济、

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发展。 
合理利用好新媒体传播方式，做好线下线上双重传播，新媒体将先进的传播理念和和科技技术结合

在一起，利用网络的发展进行不同方式的传播。面对如今使用社交软件的人逐渐增多的局面，我们可以

利用社交软件平台，创建公众号和视频号，发表较为有趣的关于“布依八音”的小故事或者简约动画形

式的“布依八音”，以较为幽默、轻松的方式去吸引年轻群众，尤其是把握好年轻群体碎片化阅读时间

的规律，逐步的去累积受众群体。不要仅仅局限于利用年轻群体短暂的好奇心带来的关注，而应该在满

足新奇感的同时，对“布依八音”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令年轻群体对其进行长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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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拓宽传承保护渠道 

青年群体是“布依八音”传承创新的基础。家庭传承与师徒传习是我国传统非遗的主要传承方式，

范围小、人员少是其存在的主要不足，导致非遗文化传承存在诸多问题，以至于不能进行大规模流传。 
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传承手段，教师传授非遗文化的相关知识，学生在学习实践

中传承非遗文化，形成了一个科学系统的非遗文化教育体系。“布依八音”进校园，创新了文化传承方

式与手段，在教学实践中将相关知识与学生的兴趣整合，运用现代技术，如录音、视频和互联网，进行

“布依八音”的教学，在领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之际，同时也能丰富学生的文化体验。以教育部门为

依托，学校积极地与当地文化和非遗组织联系，寻找“布依八音”的传承人或艺术家并与之取得联系，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布依八音”进校园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布

依八音”培训，使其成为非遗传承的先行者，教师只有在对“布依八音”有了一定了解的前提下才能在

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非遗传承观念。与此同时在学校开展多形式的“布依八音”相关的知识竞赛，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激发其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有趣且教育性的文化体验，使其了解“布

依八音”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重要性。 
非遗传承人在“布依八音”传承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不仅是这一文化遗产的活化石，还是未来

传承的关键桥梁。因此需自觉履行自身的职责与义务，增强非遗传承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拓宽传承范围

与路径，在保护和修复与布依八音相关的古老乐器和物品的同时，根据现代音乐和表演形式，对布依八

音进行适当的创新，使其更加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制作布依八音的音频、视频资料，确保技艺和演出

得到恰当的记录。向年轻一代教授布依八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定期在社

区、节日或特殊场合中进行布依八音的表演，做“布依八音”的传播大使。此外尽心培养后继者，从年

轻一代中选择有才华和热情的学生，多条件地培训传承人群，开设传承人培训指导能增强传承人群的保

护意识、传承意识，为他们提供深入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实操技艺、增强文化自信等以适应社会现代

化发展。确保他们不仅学会技艺，还能理解和尊重布依八音的文化背景和价值。 
此外还可以以国家政策为抓手，成立“布依八音”专项保护基金，充分调动各个相关部门的积极性，

明确分工与职责，形成“政府 + 社会 + 传承人”三合力，构建起“布依八音”保护的长期稳定高效的

工作运行机制，推动“布依八音”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5. 结语 

在布依族人民生活中“布依八音”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布依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

于布依族人民心中，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依八音”，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过程中，保持其民族特色，彰显本民族精神风貌。对于“布依八音”传承人老龄化，让青年群

体参与其中，是目前传承人老龄化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将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相结合，让“布

依八音”这一民间音乐文化有依可寻。调动青年群体积极性，将“布依八音”从代表性转化成普及性，

壮大传承人队伍，助力“布依八音”传承人的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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