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学前沿》 ISSN 3058-9215 2025 年 第 4期

乡村振兴构建下壮族骨胡传承的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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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壮族骨胡作为广西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传承面临断代风险。本研究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壮族骨胡的活态传承路径，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提出“三

位一体”传承模式（抢救性保护、创新性转化、产业性开发），探索其文化基因解码、技艺传习创新与文旅融合

发展的协同机制。实践表明，该模式在广西靖西市的试点有效激活了骨胡的文化生命力，促进了乡土人才回流与

特色产业发展，为民族地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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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化的振兴。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需“繁荣

发展乡村文化，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壮族

骨胡以其独特的骨质琴筒、蟒皮蒙面及婉转音色，承

载着壮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审美精神。然而，随着传承

人老龄化、青年群体离乡、现代娱乐冲击，骨胡技艺

面临传承危机。本研究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结合

非遗保护理论，探索骨胡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路径，

以期实现文化赓续与乡村发展的双赢。

1 壮族骨胡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1.1 历史渊源

壮族骨胡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壮族先

民的狩猎生活。最初，壮族人民利用动物骨骼制作简

单的乐器，用于祭祀、祈福等仪式活动，以表达对自

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随着时间的推移，骨胡的

制作工艺逐渐精湛，音色也更加优美动听，成为壮族

民间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乐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骨胡承载着壮族人民的情感与记忆，见证了

壮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1.2 文化价值

骨胡作为广西民族文化的象征，其独特的造型、音

色与演奏技法体现了壮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创造

力。通过骨胡的演奏，可以感受到壮族人民对自然、对

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追求
[1]
。

骨胡的音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音色清脆明

亮、婉转悠扬，能够表达丰富的情感与意境。在壮族

民间音乐中，骨胡常与其他乐器如天琴、汇鼓等配合

演奏，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为壮族音乐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壮族地区，骨胡不仅是音乐演奏

的工具，更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在婚丧嫁娶、节

日庆典等场合，骨胡的演奏能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增强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2]
。

2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承机遇与价值重构

2.1 壮族骨胡的文化生态价值与政策赋能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乡村振兴语境

中呈现出新的内涵。壮族骨胡作为承载岭南稻作文明的

活态文化符号，其传承曾受现代化进程冲击而面临断层

危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1-2025 年）》明确提

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为骨胡艺术的保护性发展提供了政策锚点。作为壮族

“八音”艺术的核心乐器，骨胡的制作技艺与演奏传统

不仅是民间音乐的物质载体，更蕴含着壮族“天人合一”

的生态伦理，其琴筒以牛骨制作的工艺选择，暗合了稻

作民族对牲畜资源的珍视；而旋律中频繁出现的五声音

阶，与壮族梯田灌溉系统的节奏韵律形成文化同构。

从教育维度看，骨胡艺术进入乡村文化教育体系具

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其“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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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教育形成互补，广西艺术学院开设的“骨胡工

作坊”课程已纳入乡村美育实践体系，通过“乐器制作

-旋律模唱-民俗展演”的三阶教学，使青少年在动手实

践中理解民族音乐的文化逻辑；另一方面，骨胡演奏中

“以声传情”的表达机制，成为培育乡村文化自信的有

效载体，学生在学习《壮乡春早》等曲目时，能直观感

受壮族人民对土地的情感联结，实现“课程思政”与艺

术教育的深度融合
[3]
。

2.2 广西乡村振兴中的文化资源转化契机

广西作为壮族聚居区，拥有 12 个世居民族的多元

文化生态，为骨胡传承提供了独特的地域土壤。在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下，地方政府将骨胡艺术纳入“非遗+产

业”发展框架，形成了“文化资源-经济价值-传承动力”

的良性循环。例如，靖西市依托中越边境文化生态保护

区，打造“骨胡艺术村”，该村通过非遗工坊将骨胡制

作与壮族织锦、铜鼓纹样等元素结合，开发出骨胡造型

文创产品系列，年销售额突破 40 万元，带动周边 120

余户农户参与产业链分工。

同时，广西“文旅融合”的乡村发展模式为骨胡提

供了新的展演场域。德天跨国瀑布景区的“壮乡音画”

实景演出中，骨胡与天琴、马骨胡等乐器组成的“新八

音”乐团，将传统曲目《迎亲调》改编为融合现代灯光

技术的沉浸式表演，使骨胡从村落民俗活动的伴奏乐器，

转型为乡村文化旅游的核心 IP。这种转化不仅激活了骨

胡的艺术生命力，更通过游客的跨地域传播，使壮族音

乐文化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窗口。

此外，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地缘文化联系为骨胡传承

注入国际视野。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框架下，

骨胡艺术随广西文化代表团赴泰国、越南展演，其独特

的音色与演奏技法引发东南亚民族音乐学者的关注。越

南谅山艺术学院已与广西艺术学院建立“跨境乐器传

承工作坊”，共同研究骨胡与越南独弦琴的声学共性，

这种跨国界的学术对话，使骨胡从区域性民间乐器升华

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音乐纽带，为乡村文化振兴拓

展了国际维度
[4]
。

3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壮族骨胡传承创新机制

3.1 文化生态赋能与政策驱动的传承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文化

振兴”核心板块，为壮族骨胡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制度保

障。《“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提出

“推动非遗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而广西壮族自治区

发布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方案》则进一步将骨胡艺术

列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重点项目。作为壮族“八

音”器乐体系的灵魂乐器，骨胡的传承困境在政策驱动

下正转化为发展机遇，其制作工艺中“以骨为筒、以竹

为杆”的材质选择，暗合壮族“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

演奏技法里“滑音模拟山歌声腔”的艺术特征，承载着

稻作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化密码，这些特质使其成为乡

村文化生态修复的重要载体。从教育维度看，骨胡艺术

进入乡村学校美育体系具有双重价值：在广西艺术学院

开设的“骨胡非遗传承班”中，通过“制作技艺-演奏

技法-民俗语境”三阶教学模式，学生不仅掌握乐器操

作技能，更通过《壮乡月令》等曲目学习，理解骨胡旋

律与梯田农耕节奏的内在关联；而在靖西、巴马等乡村

小学开展的“骨胡进校园”活动中，青少年通过模仿牛

骨琴筒的制作流程，建立对民族文化的物质认知，这种

“手作-声传-心悟”的教育路径，实现了非遗传承与乡

村文化认同的双向建构
[5]
。

3.2 “三维转化”驱动的乡村文化产业升级

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指引下，壮族骨胡的

文化资源正通过“技艺-产品-场景”的三维转化，形成

特色文化产业链。广西非遗工坊建设工程中，武鸣区骨

胡制作工坊创新采用“非遗技艺+现代设计”模式，将

传统牛骨雕刻纹样与壮族铜鼓图腾结合，开发出骨胡造

型的文创台灯、音乐盒等产品，通过农户参与骨材加工、

纹样雕刻等细分环节，形成“一户一技”的乡村产业集

群。在文旅融合层面，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打造的《花山

音画》实景演出，将骨胡演奏与壮族天琴、铜鼓声效融

合，通过“漓江渔火”“稻作祭祀”等场景重构，使传

统民俗表演升级为沉浸式文化体验。演出中骨胡独奏

《弄拉山韵》以梯田灌溉水系为声景背景，配合 AR 技

术呈现的虚拟壮锦纹样，创造出“听觉-视觉-文化认知”

的多维体验，带动周边民宿、手工艺店铺增收，实现了

骨胡艺术从村落仪式到文化 IP的价值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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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村振兴视域下壮族骨胡教学改革实践成

效与社会价值

4.1 传承人核心素养的多维进阶

在“三维动态传承模型”驱动下，壮族骨胡传承人

的专业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通过“文化基因解码-技

艺生态重构-产业价值转化”的阶梯式培养，新生代传

承人既掌握传统制作工艺中的骨材选材、竹节定调等核

心技艺，又具备现代文化传播能力。据广西艺术学院教

学实证数据显示，参与骨胡传承项目的学生中，90后传

承人占比从 2020 年的 32%提升至 2024 年的 68%，其创

作的《壮乡骨胡新声》系列作品融合电子音乐元素，获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音乐学专业学生完成的

《壮族骨胡声学特征田野调查报告》，首次从物理学角

度解析了骨筒材质对音色的影响机制，相关成果被收录

于《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声学研究年鉴》。在实践能力培

养方面，表演专业学生通过“民俗场景复原-跨境艺术

工坊-文旅展演”的三阶训练，形成跨文化创演能力。

2024 年中越边境文化节上，学生与越南谅山艺术学院合

作的《山水和鸣》项目，将骨胡滑音技法与独弦琴泛音

演奏结合，创作出融合两国音乐元素的新作品，被越南

国家电视台作为“中越文化交流典范”专题报道。这种

能力培养模式不仅夯实了骨胡传承的人才基础，更造就

了兼具传统技艺与创新思维的复合型文化人才。

4.2 传统音乐教育的困境突破与模式创新

“三维动态传承模型”有效破解了壮族骨胡传承

中的三大矛盾：其一，通过数字化档案库建设，将口传

心授的传统技艺转化为可量化的教学资源，解决了“师

徒制”传承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已完成 12 位老艺人

演奏技法的 3D动态记录；其二，借助“非遗工坊+高校

实验室”的协同机制，将骨胡制作工艺与材料学、声学

研究结合，开发出仿生骨材替代材料，既保护动物资源

又降低制作成本，相关技术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三，

构建“线上传承云平台”，通过 VR技术还原壮族“八

音”民俗场景，使分散在各地的学习者可沉浸式体验骨

胡的文化语境，平台上线半年访问量突破 10万人次，

打破了地域限制对传承的制约。在课程资源建设上，项

目组编写的《壮族骨胡传承与创新教程》被纳入广西高

校“非遗教育”特色教材，教材创新设计“工艺图谱-

声谱分析-民俗案例”三维教学模块，既保留传统工尺

谱记谱方式，又引入现代音乐分析软件辅助教学，获全

国高校出版社优秀教材二等奖。这种“传统根基+现代

方法”的教育模式，为民族乐器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的教

学范式。

4.3 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效能释放

壮族骨胡传承实践形成了“文化-经济-社会”的

多维赋能效应。在文化层面，靖西市“骨胡艺术村”通

过“非遗+节庆”模式，将传统“骨胡闹春”民俗升级

为融合现代光影技术的《壮乡骨胡之夜》实景演出，，

使骨胡从村落仪式乐器转变为乡村文化地标；在经济层

面，骨胡产业链带动的“制作-培训-演出-文创”生态，

创造就业岗位 180 余个，其中非遗工坊开发的骨胡纹样

银饰、骨制琴弦 U盘等产品，助力 37户脱贫户实现“一

户一艺”的稳定增收。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骨胡艺术

成为展示中国乡村文化振兴成果的重要窗口。2024 年中

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广西艺术学院学生表演的《跨境

骨胡协奏曲》，通过中越两国艺术家的实时云合奏，将

壮乡旋律与湄公河流域音乐元素融合，相关视频在各大

视频平台播放量超累计超过 50万次，越南《人民报》

评价其“展现了乡村文化遗产在全球化时代的再生力

量”。这种跨文化传播不仅增强了壮族音乐的国际影响

力，更通过文化认同促进了中国-东盟乡村发展经验的

交流互鉴。壮族骨胡的传承实践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乡村振兴中具有激活文化记忆、重构社区认同、创造

经济价值的多元功能。当骨胡的旋律再次回荡在壮乡梯

田之间，它所承载的已不仅是乐器技艺的延续，更是乡

村文化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结语

壮族骨胡的传承实践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展现出文

化遗产活化的多元可能。这一承载着岭南稻作文明基因

的乐器，通过“文化基因解码-技艺生态重构-产业价值

转化”的三维传承模型，不仅实现了制作技艺与演奏传

统的活态延续，更成为激活乡村文化生态的关键纽带。

从靖西非遗工坊的骨材雕刻到德天景区的沉浸式展演，

从高校课堂的声学研究到跨境艺术工坊的跨国对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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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艺术已突破单纯的乐器范畴，升华为连接传统与现代、

乡村与城市、民族与世界的文化媒介。

实践表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植根

于乡村振兴的现实土壤，通过“传统技艺-现代教育-产

业创新”的协同机制，构建兼具文化深度与经济活力的

传承生态。壮族骨胡的“三维动态传承模型”为同类非

遗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既要深挖乐器背后的民俗

逻辑与生态智慧，又要借助数字技术与文创思维实现价

值转化，更要通过跨境文化交流拓展传承视野。这种探

索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也为全球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面向未来，壮族骨胡的传承仍需在技术融合与理论

创新中持续探索。如何将AI 音乐生成技术与骨胡即兴

演奏传统结合？怎样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非遗传承的

数字认证体系？这些问题亟待学界与业界协同攻关。正

如骨胡琴筒中回荡的稻作山歌，非遗传承的旋律只有融

入乡村振兴的时代交响，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和声中奏

响更富生命力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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