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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放在传统与现代视角下的嘎老传承模式考察上，将深层次探究其在人的教育中所
发挥的独特价值功能。
因此本研究对嘎老概念界定较为宽泛：以鼓楼为主要演唱场所的传统多声歌，以及在此基础上经由其
他传承方式改编加工而成的新兴多声歌。

本研究中的岩洞嘎老主要是指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岩洞村区域内流行传唱的嘎老。
一般而言，嘎老流行区域主要集中在侗族南部地区，即从江和黎平两县部分地区(此为嘎老流行的中心
地区)以及三江和榕江部分地区(此为嘎老流行的边缘地区)。
由于各地方的语言不同，风俗有异，因此其嘎老的种类、曲目和演唱风格也存在着差异，代表着一种
地方化的文化特质。
岩洞作为嘎老传唱的中心地区，歌曲类型分为“嘎所”、“嘎玛”、“嘎节卜”、“嘎响”、“嘎乡
礼”五大类，本地传统曲目百余首，歌唱风格婉转轻柔、舒缓缠绵，享有“侗族大歌之乡”的美誉。
直至今日，岩洞村仍完好地保留和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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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馨，吉林省长春市人。
1995年7月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钢琴表演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5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承与教育，2010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致力于钢琴演奏与教学、音乐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
　　2007年荣获全国高校教师首届钢琴比赛双钢琴演奏B组一等奖。
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影响幼儿钢琴学习兴趣的教师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论侗族大歌传统音乐
文化的传承》、《文化视阈下的岩洞“嘎老”音乐本体构成》等10余篇论文；曾参与编写中央民族大
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教育民族学》和《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王军教授主编）
；主持、参与多项省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取得较高水平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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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外来文化的了解　　传统的侗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地理环境阻隔闭塞，与其他民族
文化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即时的侗家人生活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稳定、单一的社会结构模式中。
随着交通发达、现代传媒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介入，现代侗乡的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与外界
民族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
与此同时，以嘎老为代表的对外展演，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外来文化更直接、更深入的另一种有效途径
，增加了人们对外来文化各方面了解的范围和程度。
　　每一个民族成员从小就受到生长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结构特征。
这些文化特征对于文化持有者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刻意对此进行更深的思考。
但是，当他们遇到来自其他文化中的人时，就会发现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些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
等截然不同的群体，而且可能与自身所习惯的文化模式有些格格不入。
歌者乃愿香在谈到去日本演出时是这样说的：　　“去年到日本演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
那个地方（的文化）和我们这里太不一样了。
比如，日本人屋里没有睡觉用的床和休息用的小板凳，而是用一种草编成的凉席（榻榻米）直接铺在
地板上，又当床又当凳子，很有意思。
当日本人和我们一起演出时，他们穿的传统服装（和服）非常漂亮，同我们穿的侗服太不一样了。
我们对他们衣服后面背的那个包包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有什么用。
当时翻译就解释说，其实那不是什么包包，只是扎起腰带后打成的结，这种腰带结可不是随便打的，
扎得怎样是可以看出你出身较好还是贫贱。
服装上面的刺绣手艺也非常好，针脚和针脚之间连的很紧密，针法和用色构图用得也非常讲究。
只是那种针法我们从没用过。
也没见别人用过，没事儿的时候脑子里还在琢磨这个（针法），想把它运用到我的刺绣活儿里。
另外，日本人吃的东西不加什么调料，太清淡了，我们都觉得有些吃不惯。
但他们做出来的菜看着太漂亮了！
盛菜用的盘子和碗各式各样的，菜的形状、颜色搭配和摆法就像图片里的画一样，看上去都有些舍不
得动筷子去夹。
我们平时做菜可从没有考虑过这样去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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