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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化民歌展演、民歌比赛的品牌性、定期性与连续

性 。 “ 陕 北 民 歌 ” 多 元 融 合 方 面 ， 除 了 与 文 学 艺 术 合

作，与文化旅游合作之外，还需要多方开拓、努力尝试

与其他更多领域的融合协作。

三 是 “ 陕 北 民 歌 ” 新 作 词 曲 作 品 仍 待 成 为 经 典 。

多年来，基于我省多项文艺扶持政策，先后诞生诸多品

质较高的“陕北民歌”新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实现高规

格、高质量的评优获奖。然而，“陕北民歌”新作品普

遍存在的品质提升问题仍待思考推进。

四 是 “ 陕 北 民 歌 ” 数 字 化 数 据 化 建 设 尚 需 全 局 谋

划。“陕北民歌”数据化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任重道远，

需全局统筹，整体规划，分项落实，继而逐步完善。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行 业 标 准 来 看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于 2 0 2 3

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

著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落实数字化理念具有建设性作

用。当下，亟需根据“陕北民歌”数字化现状，出台指

导性意见建议。“陕北民歌”数字化资源整合方面，数

据建设的全面性、可靠性、技术性尚需提升。“陕北民

歌 ” 数 字 化 资 源 采 集 方 面 ， 采 集 流 程 的 系 统 化 、 标 准

化、规范化尚需加强。

五是“陕北民歌”所据陕北方言确需科普宣传。在

“陕北民歌”中，方言演唱、方言表达、方言词语往往

引人入胜，陕北方言对于陕北民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目前在“陕北民歌”文化品牌保护建设当中，对

于陕北方言的系统科普与广泛宣传确需加大力度。

新时代“陕北民歌”文化品牌发展建议

一是以法规制度为“陕北民歌”保驾护航。以秦腔

建设发展为参考，以地方性法规《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

传承发展条例》实施为依据，以“陕北民歌”文化品牌

迫切需求为契机，以综合深入调查研判为前提，适时制

定出台促进“陕北民歌”发展相关法规制度，精准指导

“陕北民歌”非遗事业持续发展。

二是以多元融合令“陕北民歌”百花齐放。其一是

鼎力扶持“陕北民歌”品牌性活动。依托“陕北民歌”

高级别比赛，如“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延安市陕北

民歌大赛”等，将其建设成驰名陕西、闻名全国的民歌

类专业比赛。立足“陕北民歌”全民性比赛，如“歌从

陕北来——2024陕北民歌抖音挑战赛”等，将其打造成

服务群众、传播非遗的民歌类文娱比赛。其二是持续激

励“陕北民歌”多领域融合。以《黑神话：悟空》电子

游戏与“陕北说书”有机融合为启发，积极思索并主动

尝试“陕北民歌”与影视、文旅、动漫、游戏、手办等

的协作之路。

三 是 以 上 品 佳 作 为 “ 陕 北 民 歌 ” 新 增 经 典 。 其 一

是积极谱写“陕北民歌”时代性新作。“陕北民歌”因

时而歌，有感而歌，时代性造就其独特魅力。近年新作

民歌《陕北绿了百姓笑了》即从时代性出发，以民歌形

式道出陕北治沙卓有成效，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美丽面

貌。其二是着力书写“陕北民歌”人民性新作。“陕北

民歌”因事而歌，为人而歌，人民性成就其艺术特色。

时代性与人民性是经典民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四 是 以 数 字 技 术 令 “ 陕 北 民 歌 ” 恒 久 典 藏 。 其 一

是编撰发布“陕北民歌”数字化手册。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为范本，组织编

撰“陕北民歌”数字化流程操作指导手册，从数字化采

集、录入、编辑、处理、呈现、运用等方面进行细致指

导。其二是规范采集“陕北民歌”综合性数据。培训学

习、全面掌握、依规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第三部分：传统音乐”等采集

方法，在往后的数字化采集中做到有“法”必依，对所

采民歌数据负责。其三是建设完善“陕北民歌”网络数

据库。依托“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陕北

民歌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陕北民歌”数据

库建设，普查民歌现有资源，并转化为数字化形式。

五 是 以 陕 北 方 言 为 “ 陕 北 民 歌 ” 锦 上 添 花 。 其 一

是多方科普“陕北方言”。以《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

版）·汉语方言卷》“B2-14陕西省的汉语方言” [2]内

容为依据，从方言分区入手进行科普。其二是综合宣传

“陕北方言”。可依托“陕北民歌博物馆”线下线上展

厅，增设“陕北方言”展区，以文字描述、图片展示、

讲解员讲述、文物展出、纪录片播放等方式，宣传“陕

北方言”的历史发展、方言分区、方言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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