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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 陕 北 民 歌 ” 非 遗 规 范 化 保 护 落 实 较 早 、 规 格 较

高，其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 （ 项 目 编 号 为 Ⅰ - 5 ） ， 并 于 次 年 入 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

目编号为Ⅱ-73）。“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队伍整体

较强、水平较高，诸多人才入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其中王向荣、贺玉堂为

“陕北民歌”国家级传承人。

三 是 鼓 励 “ 陕 北 民 歌 ” 歌 词 歌 曲 出 版 发 表 。 许 多

年来，陕西省关注“陕北民歌”词曲出版发表工作，基

本围绕原有民歌与新作民歌展开，包括原有民歌全辑选

辑、新作民歌发表出版等。“陕北民歌”统摄类书籍视

野宏阔、领域全面、文献扎实，极具存藏、流传、研究

价值。此类书籍如《延安文艺档案》《陕北民歌版本系

览》《陕北民歌大典》等。“陕北民歌”选编类书籍有

所侧重、特点突出、可堪代表，具备科普、传播、学习

价 值 。 该 类 书 籍 有 《 永 远 的 信 天 游 —— 精 选 陕 北 民 歌

108首》《陕北经典民歌（汉俄对照）》《陕北民歌300

首——找回祖先的声音》《陕北民歌精选》等。“陕北民

歌”新作类词曲展现时代、描绘风采、记录生活，具有传

唱、交流、文艺价值。这类书籍如《歌满黄土地——原

创信天游音乐作品精选》《陕北艳阳秋——马政川原创

歌曲精选》等。此外，新作民歌《陕北绿了百姓笑了》

入围“中宣部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四是增强“陕北民歌”现场演艺实力名气。十余年

来，陕西省全力扶持“陕北民歌”现场综合演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

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

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陕西省持续贯彻落实习

近平文化思想，聚全省力量建设“文学陕军”“西部影

视”“陕西戏剧”“长安画派”“陕北民歌”等品牌。

其中，“陕北民歌”既是重要的文化品牌，亦是知名的

文艺品牌，新时代“陕北民歌”建设发展收效颇丰。

新时代“陕北民歌”文化品牌建设现状

一 是 发 挥 “ 陕 北 民 歌 ” 文 化 政 策 引 导 作 用 。 十 余

年 间 ， 陕 西 省 着 力 推 进 “ 陕 北 民 歌 ” 文 化 品 牌 建 设 工

作，分别从法规制度、讲话精神、政府工作报告、布局

措施等多方面对“陕北民歌”健康发展加以科学指导与

有效保障。2014年发布实施《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以确保“陕北民歌”在内的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事业有序建设，稳健发展。2015年推动落实“2015中国

陕北民歌传承与创新工程”，旨在以普查调研传续民歌

事业，以持续发展书写民歌新貌。2023年组织召开“全

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同年印发实施《陕西省关

于加快文旅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及2024年公开发

布《陕西省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体现着建设“陕北

民歌”文化品牌的时代意义与文艺价值。

二是落实“陕北民歌”非遗品牌保护机制。近二十

年间，陕西省坚持致力于“陕北民歌”非遗品牌保护工

作，主要从保护民歌项目、倡导代际相传、增强品牌实

力 、 拓 展 品 牌 流 量 等 方 面 实 现 规 范 化 保 护 与 连 续 性 建

论新时代“陕北民歌”文化品牌建设路径
 仝筱菲

陕西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聚全省力量建设“文学陕军”“西部影视”

“陕西戏剧”“长安画派”“陕北民歌”等特色文化品牌。其中，“陕北民歌”既是重

要文化品牌，亦是知名文艺品牌，新时代“陕北民歌”品牌建设发展成绩斐然，本文在

建设现状、现存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以法规制度为“陕北民歌”保

驾护航；二是以多元融合令“陕北民歌”百花齐放；三是以上品佳作为“陕北民歌”新

增经典；四是以数字技术令“陕北民歌”恒久典藏；五是以陕北方言为“陕北民歌”锦

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