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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内容概要

《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贵州文化的生动记录。全书分为“黔苑墨风”
、“多彩歌海”、“梨园春秋”、“影视贵州”、“高原景象”和“历史文化”六个部分，共两百余
篇文章，内容涉及贵州美术、音乐、戏剧、摄影、电视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群众文化诸多方面。
《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不但从新闻的视角记录贵州文化，同时以文化的角度认识、反思贵州文化
，其中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介绍、反思和保护的诸多文章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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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作者简介

　　段丽娜，1955年9月22日出生于广东汕头，祖籍山东乳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本科毕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研究生学历。2004年获高级编辑职称及任职资格。　　20世纪80年代
，曾任贵州安顺县委通讯干事。1987年，获首届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优秀宣传干部称号。参与《安顺
晚报》（现《黔中早报》）、《贵州都市报》创建工作。先后任《贵州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贵州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现系贵州财经大学
传播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促进会秘书长，贵州省委宣传部省级媒体阅评员。　　
信奉终身教育理念，尤为关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二十余篇论文在全国音乐、新闻核
心期刊及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作品获奖。系2007年世界银行中国小额赠款项目“贵州民族
民间文化资源信息网”、2008年世界银行第二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贵阳市苗族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苗
族文化传承”、2010年贵州省艺术科学发展规划课题“文化传播下的贵州当代美术发展及美术风格研
究”负责人。曾于2006年、2008年策划组织并带领贵州黎平侗族大歌合唱团参加第四、第五届世界合
唱比赛，获民谣组决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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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书籍目录

黔苑墨风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齐乃普与他的作品故乡山水皆是情艺苑春华烂漫之极归于平淡胸中自有
侗乡情耕耘砚田抒胸臆黔韵鲁风画如其人墨韵画境皆雄奇胸有激情画中来创造艺术的魔者繁花似锦是
生活翰墨绘春光笔墨意趣的审美与艺术追求剪出一片深情刻刀下的情思农民地戏面具雕刻家人如其画
显神韵追求自然品自高天道酬勤最惬怀处是故乡为艺术为理想而活着乌蒙，我的精神家园携手雕刻美
好生活胸有彩翼纸上飞在美的王国里遨游钟情这片土地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金碧丹青尽眼中清风
扑面来笑的使者饱蘸深情画春秋画坛伉俪结缘幽默苦乐皆因漫画毛铭三：坚守漫画阵地在北京看李可
染画展春华秋实翰墨香一个版画家的石头情结走向未来的贵州美术美在意境之中立足本土，扩大交流
创新的追求多彩歌海满腔激情奉献给这块热土歌词作家王健印象你从雪山走来情有独钟唯音乐⋯⋯梨
园春秋影视贵州高原景象历史文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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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章节摘录

　　冀洲一辈子同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打交道，对此有着不解之缘，他长期接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
熏陶和滋养，在浓厚的民族民间音乐氛围中生活、工作和创作，这便使他的作品染上一层民族民间的
色彩。民族风格和民间气质是冀洲歌曲创作最基本的特征，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发表、演出而流
传下来的一些主要作品都带有这种风格特色，尤其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些歌曲，包括《吉哟》
、《那青年多可怜》（侗族民歌词）、《光印阿幸常》、《蝉虫歌》和《牡丹芙蓉一起开》（布依族
民歌词），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编创作的《迎春歌》、《请看侗寨花盛开》等。这些是他主要的
代表作，是精华部分，这部分作品较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冀洲歌曲创作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　　
在音乐创作上，他充分运用原型引用的民间音调、表现民族风格、追求民族神韵，代表作是混声表演
唱《光印阿幸常》。这里采用了北部侗族的两支“玩山歌”与“和平话”（一种民间朗诵调）的音调
进行精心编织、巧妙组合，较好地运用不同的音色对比，多样的声部结合以及速度力度变化，并根据
歌曲内容的安排使音乐有逻辑有层次地展开。富有生动的舞台演出效果。其次，局部引用的手法，如
无伴奏女声合唱《吉哟》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以及中间合唱的低声部曲调所用的两音动机来源于贵州南
部侗族的“声音歌”（大歌的一个品种），经过引子陈述后，在节奏上作些变化处理，中间部分压缩
，结尾部分则伸展开来，将这一极富特色的民歌“动机”贯穿于全曲。领唱声部的曲调似是创作的，
但与侗族民歌有血肉联系，同合唱声部紧密结合，相当谐美。　　具有彝族风格的独唱歌曲《迎春歌
》是对黔西北的一首彝族民歌《阿喽喽》进行改编加工而成。主要表现在拓宽原民歌曲调的音域（3-2
）和节奏的伸展变化上，使歌者获得更大更好的发挥空间，又保持了民歌原有的风格特色，有着大胆
的继承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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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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