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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音乐文化对海南旅游的影响*

李春鹏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7）

摘 要：旅游业一直是海南经济建设中的支柱产业，而多年来海南省的旅游业发展一直是以传统的观光式旅游和气候

型旅游为主，2009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

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的开放知道、绿色知道、文明之岛、和谐之岛”，国家提出建设海南

岛的战略目标，这将为海南岛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保护和传承海南特有的黎族音乐文化，并将其融入到

国际旅游到的建设当中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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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黎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黎族的文化包含

了服饰文化、纹面及纹身文化、历法文化、建筑文化、村寨部落文

化、餐饮文化、传统手工艺品、民间音乐文化、民俗节庆文化等

等。这些文化都直接的影响了海南旅游文化的发展，本人从黎族音

乐文化的角度谈一谈对海南旅游的影响。

一、海南黎族音乐文化概述

黎族可以说是海南岛上的先民。根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一直到公元3世纪，在我国的东南和南部地区，广泛的居住着骆

越人，约在3000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作为古越族人的一个分支，

他们迁入到海南岛上定居，后来被统称为黎族。黎族的成为也有一

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周秦时期的古籍中有少部分关于黎族的记

载，称为“雕题”、“儋耳”等。从汉代开始，又被称为“骆越”、

“蛮”或“蛮夷。”从唐代才开始正式的改用“黎”为专用族名，

从宋代开始就一直称之为黎族至今。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目

前海南的黎族主要聚集在琼中、保亭、白沙、五指山等地形成“小

分散、大集中”的状况。

黎族的民歌历史源远流长，古籍《吕氏春秋·遇合篇》记载:”

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这里记载的野音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的古越人善长的“野音”。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原始生产劳动中，就已

经学会了以歌解劳，正所谓古人劳逸必讴歌，黎族人民通过单纯的

呼叫声组建的发展成为有自然音律、能够表达感情的歌曲。虽然我

们没有看见原始的黎族人民的劳动场景但是通过现在流传下来的黎

族民歌，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候的劳动场面。在海南保亭黎族自治

县流传的《砍山歌》、五指山地区流传的《打山歌》，都是对黎族人

民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为被贬至崖州的宰相李德裕题诗“今日置

身歌舞池”以安慰。北宋时期，大文学家苏东坡被贬至儋州时，就

经常听见“夷声彻夜不息”，当他被赦北归时，又有“黎歌蛮舞祝

公归”，这使苏东坡感叹不已：“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明代

文豪汤显祖也有记述黎族歌舞场景的《黎女歌》，清代张长庆的《黎

岐纪闻》等都对黎族的民歌有所记载。

虽然黎族人民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欺压，但是黎族人民不屈

不挠，敢于恶势力斗争，黎族人民在战争中编唱了大量的民歌，著

名的白沙起义时，黎族领袖王国兴，号召黎族人民“紧跟党走闹

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在抗日战争时黎族人民“砍杀日本侵略

者，叫他无命回老家”，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也有“国贼失败流

下海，红军生理流回来。”这些黎族民歌成为了黎族人民的在革命中

有力武器。198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奖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定为黎族

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在1988年海南省办大特区，黎族人民更是编唱

民歌来赞美幸福生活。

黎族的民歌题材广泛，内容涉及历史人文，自然风光、劳动场

景、时政事态、婚丧嫁娶、神话传说等等领域。主要归纳起来有劳

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和故事歌。黎族人民长期居住在五

指山一代，与外地接触较少，保持着原始的音乐风格特征，虽然后

来汉人的迁入对黎族的文化有些影响，但是黎族有着自己独特的音

乐风格特征。

二、黎族音乐文化是海南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黎族的音乐文化是在海南岛独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条件下形成

的独特的音乐文化。黎族特有的音乐文化丰富了海南的旅游文化资

源，这些包括了民歌、舞蹈、歌谣、民间器乐、礼仪风俗等等的黎

族音乐文化，反应出了黎族淳朴乐观的民族精神。这些音乐所要表

达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已经渗透到了黎族的各个方面，从古至今黎

族人民都给外民族留下了诚实、勇敢、团结、热情的优良传统，这

些美好的品质都用黎族音乐文化一一的展现。海南黎族人民在于外

界长期交流中，接受和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又不是去黎族的特

殊性，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黎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非常的重

视传统，但是又与时俱进，这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当然，海南旅游文化也促进了黎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两者相

辅相成，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将黎族音乐文化融入到旅游发展之中，

我们知道三亚槟榔谷，这里就是黎族民歌、黎族器乐的原生态的展

现，目前已经成为了海南旅游的文化特色景区之一，每天都会有黎

族传统歌舞的表演，每到旺季游客们排队观看，场面甚是壮观。这

就是通过黎族传统的旅游景点进行的综合开发，全方位的为旅游者

展示与传播黎族传统音乐文化，同时通过这种独特的黎族民间音乐

文化的表现，成功推动了这一景区的旅游发展。我们可以从景区周

围发现，将这些传统音乐转换成旅游商品，并具备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黎族民歌集、黎族传统乐器、黎族音乐表演的服饰，这些都是

黎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旅游业中达到的经济效益，而我们从旅游者的

反馈来看，当人们真正面对面欣赏黎族音乐的时候，大家对黎族音

乐充满一种向往。

三、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的黎族音乐发展现状

海南黎族音乐历史悠久，它也代表着海南音乐发展的艰辛历

程，黎族音乐文化是黎族人民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黎族音乐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是海南文化的重要标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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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是，对黎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随着网络和现代经济建设的高速加快，对于黎族民间音乐文化

可以说巨大的冲击。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外来人口

的入住，海南黎族人民的生活传统正发生这改变，学习黎族民歌的

人越来越少，加之现代化耕作的进步，原始形态的民间劳作场景基

本消失，许多随着产生的民歌正在渐渐消失，再加上民间老艺人的

不断离去，这种靠着口口相传的文化形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再者海南黎族方言种类繁多，黎族音乐的曲调变化多样，也不

容易掌握，特别是对年轻人，有的学不会，有的又不愿意学，这也

是黎族民间音乐处于困境的原因之一，很多学校只进行音乐基础教

学而忽略了黎族特色的音乐教学内容，所以很多学生都并不了解，

更谈不上传承了。

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南的黎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保护

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和高校都派出了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

黎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例如南海音乐文化研究基地就落户

在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三亚学院都在积极的

申报相关课题研究，这表明高校正在承担其黎族音乐的搜集和整理

工作，肩负着传承和学术研究等工作。聘请黎族优秀的民间歌手和

艺人进行现场的讲解和示范，并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在保留其本

身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加工，整理出一大批适合各场合

表演的黎族民歌。如《黎族民歌三千首》中就记载了黎族各种民歌

体裁。通过录制出版黎族民歌的CD、DVD光盘，传播黎族民歌。随着

旅游业发展不断的提升，海南黎族音乐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品

牌和国际旅游岛的名片。黎族文化旅游已经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认

可，学多游客更愿意欣赏黎族的歌舞，感受黎族的传统文化，这不

但使黎族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播，还增加了年轻人的学习热情，同时

也促进了就业发展。更值得可贺的是黎族民间音乐文化已经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名录。

四、黎族音乐文化对海南旅游发展推动作用

音乐每时每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人类的生活当中既需要

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来描绘生活，表达情感；而黎族民间音乐已经将

黎族人民千百年来中各式各样的生活和淳朴的感情完完整整的展现

在世人面前。黎族民间音乐文化已经成为了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建

设的新鲜动力。它既为海南传统旅游形式增加新的内容，同时也给

国内外旅游者带来了全新的旅游体验，比较有益于旅游者接受。旅

游者对于旅游本身来说更多的是视觉的效果对旅游地的第一印象，

而从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旅游者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地方特色的

音乐或许已经让旅游者身临亲近，这正是音乐所带来的感知行为。

因此音乐作为旅游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能够使旅游者产生强烈的艺

术感受力。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现代旅游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单纯的景区和吃喝玩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旅游者的要求，人们在

旅游过程中希望有更多样化的旅游形式进入当中，旅游过程中的音

乐体验就是人们所追捧的形式之一。例如著名的景区天涯海角，就

有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已经为中外游人勾画出一幅热带风光的

美丽景色。三亚槟榔谷中的黎族歌舞表演，将千百年来黎族人民的

勤劳质朴、善良勇敢的美好品质展在游人面前，黎族音乐的旅游的

特色在众多的文化旅游中是非常突出的，黎族民间音乐通过黎族特

有的民间乐器与独特的黎族民歌曲调相结合表达黎族民间美丽的爱

情故事，表达黎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因此黎族音乐将对海南旅游带

来更多的吸引力。黎族音乐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是将海南独特旅游

风光和人文精光相结合的完美体验。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海南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家

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获得了国内外的赞扬，2011年的原创音

乐制作秀《海棠秀》，2015年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的大型史诗《征

程》，海南特色的原创歌剧《哩哩美》，这些作品的到了广大群众的

关注，而这些作品里面都融入了黎族民间音乐元素，而题材也都是

歌颂海南人民的美好品德，将这些优秀的作品与国际旅游岛建设相

结合起来，打造海南特有的文化旅游品牌。海南的文化发展离不开

黎族文化，旅游文化的开发更离不开黎族音乐，旅游经济的发展必

须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在海南黎族民间音乐的开发方面，充分发

挥出音乐文化作为载体的动力作用，是国际旅游岛的旅游事业更加

辉煌。

五、结语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要让外国游客到海南来能够感受和体验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海南元素，要让外国游客来到海南就能认识中

国，同时也要国人来到海南就能体会世界，更让出国的国内游客感

受到，原来在海南就体会到世界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槟榔

谷”“呀喏哒”，三亚市的“槟榔村”等都是旅游与黎族文化紧密

结合、共赢发展的有力典范。支持黎族特色村寨建设。2015年9月，

万宁市文通村、保亭县什进村、白沙县罗帅村等3个村寨顺利通过

国家民委的检查验收，被国家民委列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2014年省旅游委制订了《海南省旅游总体规划》，其中有大

部分的设想和创意是以发展黎族文化为根基的。想要达到如此的目

的，就必须将文化宣传作为前提，而黎族音乐是最好不过的传播媒

体，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离不开黎族音乐，而黎族音乐的传承发展也

定为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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