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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裕固族是我国人口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的民歌以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历史涵盖和文化

魅力受到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尤其 1953 年 -1990 年，是裕固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以杜亚雄

教授为代表，在裕固族民歌研究中发表多篇论文，创作多首裕固族民歌，为裕固族民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 年后，出现更多与裕固族民歌传承相关的论文。本文将各大数据库检索到的关于裕固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进行

分类总结，希望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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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他们的民歌与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民歌无处不在。又因受藏族、蒙古族和汉族民歌的影

响，使他们的民歌有着非凡的艺术价值。

在“知网”和“读秀”上以“裕固族民歌”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检索结果以期刊、硕博论文、专著为主，有期刊

40 余篇，硕博论文约 8 篇，专著 200 余本，本文将挑选具

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

一、概述裕固族民歌及其特点的有以下文献

期刊类：杜亚雄、卜锡文的《裕固族民歌简介》中，首

先介绍了裕固族悠久的历史以及语言，其次是他们的民歌分

类，根据本民族传统的分类概念以及民歌的实际流传情况可

分为十类。最后对裕固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做了分析。这可以

说是最早研究裕固族民歌的文献，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很

好的引导作用。

钟福祖的《谈谈裕固族民歌》和原树勋的《裕固族传统

民歌概述》都将裕固族民歌分为四类，另外在裕固族民歌的

音乐特点上做了较多阐述。

王新的《浅谈裕固族民歌的特点分类及异同》中，将裕

固族民歌分为长调、牧歌、婚礼歌、短调和从其他民族民歌

中演变而来的民歌，这种分类法是比较少见的。其次还将长

调和短调做了简单的比较。

郇军德、邹丽的《浅析民族民间音乐中民歌的地域特

性——以甘肃裕固族民歌为例》和苏金萍的《浅议裕固族传

统民歌的音乐特征》中，都从节奏节拍，以及东西部裕固族

民歌各自的旋律特点、调式特点三方面详细介绍了裕固族民

歌的艺术特点。

硕博论文类：周鸿德的《裕固族传统民歌传承现状研究》

中，列出了七种分类法及其代表人物，基本概括了所有的裕

固族民歌的分类法，还阐述了裕固族民歌的风格特点，其中

演唱方法特点和情感色彩特点更能让我们对裕固族民歌有

一个感性的认识。

专著类：贺卫光、钟福祖的《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一

书中，将裕固族民歌分为传统民歌、情歌、民间小调和新民

歌。其中对《西志哈志》、《萨娜玛珂》等民歌的时代背景

做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说明。

安维武主编的《裕固家园》中，概述了裕固族民歌，介

绍了裕固族民歌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各个兄弟民族民歌的吸

收。将裕固族民歌分为叙事歌、牧歌、风俗歌、劳动歌、儿

歌这几类。

《裕固之歌》这本书对裕固族民歌和诗歌方面的记录堪

称包罗万象，书中前面部分的民歌都只记述歌词，后面部分

才有了简谱，在时代背景介绍等方面极其详细。

二、将裕固族民歌做内部比较和与其他民歌进行

比较的相关文献
期刊类：胡文慧的《裕固族东、西部民歌比较研究》中，

介绍了裕固族东西部民歌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使我们对
裕固族民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杜亚雄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中，
分别将裕固族民歌与新疆民歌、突厥语族其他民族民歌、阿
尔泰语族其他民族民歌以及匈牙利民歌的音阶方面做了详
细比较。

硕博论文类：张明志的《裕固族传统民歌与新民歌比较
研究》中，将裕固族民歌和新民歌在音乐本体、歌曲风格以
及个别案例等方面做了比较研究。

专著类：杜亚雄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
中，将裕固族民歌与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民歌做了对比，其
中包括十七个民族的民歌，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三、与裕固族民歌的发展、现状和传承相关的文献
期刊类：杜亚雄的《裕固族民歌发展一例》中，讲了六十

年代的《奶牛犊歌》到《黄岱成》，再到《奶牛犊歌》产生的
《催眠歌》等五个变体；还讲到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时产生的《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到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受到
了汉族民歌的影响，《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又再次被改造。本
书使我们对裕固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有了详细的了解。

周艺的《浅谈裕固族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和刘海霞
的《客观因素影响下裕固族民歌的发展现状与传承》中介绍
了裕固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及保护意义，提到客观因素影响下
裕固族民歌不乐观的发展现状，以及对裕固族民歌的保护与
传承对策。

硕博论文类：周鸿德的《浅析影响裕固族传统民歌传承
的不利因素 ( 一 )——地方区域》和《浅析影响裕固族传统
民歌传承的不利因素 ( 二 )——生活方式》都从各个视角论
述了裕固族民歌的现状以及传承问题。

四、小结
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杜

亚雄为代表的众多文艺工作者对裕固族民歌的研究投入了
大量的精力，推动了裕固族民歌研究的深入，为后面的研究
者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而目前对于裕固族民歌的传承应
加倍关注，要去演唱、去宣传、去创作裕固族民歌，使这一
瑰宝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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