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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folk art, Andorai love songs carry rich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emotions.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traditional art forms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reduction 
of inheritors and the change of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igital communication, as a new wa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dorai love songs.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will expand the research of art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 of ethnic art inheritance,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on traditional art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dorai love song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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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角下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的保护与传承
周毛措

西藏大学，中国·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安多拉伊情歌作为藏族民间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传统艺术形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传
承人减少、文化生态环境变化等。数字化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为安多拉伊情歌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将拓展艺术人类学在民族艺术传承领域的研
究，为理解和分析数字化传播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将为安多拉伊情歌的保护与传
承提供策略和建议，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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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多拉伊，亦称为藏族情歌“拉伊”，是一种流行于

中国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藏区的山歌艺术形式，其内容

主要围绕爱情主题进行表达。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

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藏族人民的情感、历史与

文化。 拉伊（Lāyī）：“拉”意为山坡，“伊”为歌，合起

来即指在山坡上演唱的歌曲，特指表现爱情的山歌。安多拉

伊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湖周边区域以及以海南、黄南两州为

核心的黄河流域，覆盖了广大安多方言藏区。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下，安多拉伊情歌作为一种富有

文化内涵的藏族山歌艺术，其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时代变迁的

挑战。数字化传播作为当今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对安

多拉伊情歌的传承机制和文化内涵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将

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传播背景下安多拉伊

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分析其在传承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以

期为我们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通过

深入剖析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艺术特征、传承方式和社会

功能的影响，我们将更好地把握这一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中

的发展方向，为保护和传承安多拉伊情歌这一宝贵的文化遗

产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安多拉伊情歌的艺术特征与传承

安多拉伊是一种独特的藏族民间艺术形式，在安多藏

区的青年男女间为广为流传，一般避开长辈，在集会场所和



26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4卷·第 01 期·2025 年 01 月

高山草原均可对唱 [2]。其显著特征在于歌词往往根据演唱者

的即时情感和现场情境即兴创作。这种即兴性赋予情歌鲜活

的生命力与丰富的情感表达。同时，安多拉伊的旋律悠扬多

变，节奏自由而富有弹性，生动展现了藏族人民对爱情、自

然与生活的热爱与感悟。安多拉伊的歌词内容丰富多样，既

有表达爱慕、忠贞、思念之情的情歌，也有反映藏族人民生

活、自然环境与宗教信仰的作品。安多拉伊的表演形式多种

多样，包括独唱、对唱。演唱者常在山野、草原或帐篷内表演，

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

在藏族社区中，年长者通过社区活动和节日庆典将拉

伊情歌的传统传授给年轻人。一些有才华的拉伊情歌演唱者

会收徒授艺，通过一对一教学传承演唱技巧与创作经验。安

多拉伊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更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它

是藏族人民表达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演唱

情歌，人们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拉伊的演唱通常

伴随社区活动和节日庆典，是人们进行社会互动与情感交流

的重要场合。

安多拉伊对唱现场

拉伊的歌词蕴含丰富的教育意义。通过演唱情歌，人

们能够学习关于爱情、生活和自然等方面的知识与智慧。拉

伊的音乐与歌词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充分体现了藏族人

民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创造力。通过分析安多拉伊情歌的艺术

特征、传承机制与文化内涵，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艺

术形式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3 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情歌的影响

数字化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对安多拉

伊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数字化

技术使得安多拉伊的录音、录像和文档保存变得更加便捷和

长久，为后代研究和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数字化传播平

台如网络、社交媒体等，为安多拉伊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

空间。通过这些平台，安多拉伊可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数字化传播为安

多拉伊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数字化资料，学

者和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安多拉伊情歌的艺术特

征、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安多拉伊可能会失去原有的文化

内涵和艺术特征。例如，录音和录像可能会无法完全捕捉到

现场演唱的氛围和情感表达。数字化传播可能会导致安多拉

伊的商业化倾向，使其失去原有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例如，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安多拉伊可能会被改编或包装，从而失

去了其原始的艺术魅力。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安多拉伊的版

权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如何保护安多拉伊的原创性和知识

产权，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

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在利用数字化传播优势的同时，我

们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针对性地制定相应

措施，以切实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4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数字化传播策略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下，数字化传播策略应旨在保护

和传承安多拉伊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征，同时促进其与现代

社会的互动和融合。

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应尊重安多拉伊的传统艺术特

征和原创性，避免过度改编和商业化。确保数字化记录和传

播的内容忠实于原生态的安多拉伊。通过数字化传播平台，

加强安多拉伊的教育和研究，提高人们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认

识和理解。可以开发在线课程、教育视频和互动学习材料，

使更多人能够学习拉伊的历史、文化和演唱技巧。建立健全

的版权保护机制，与相关机构和艺术家合作，共同保护和传

承安多拉伊 [3]。可以通过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确保艺术家的

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鼓励社区成员参与数字化传播过程，

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方式，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

增强社区对拉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保护传统的同时，可

以探索将安多拉伊与现代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

的创新方式，使其更具时代感和吸引力。利用数字化传播平

台，促进安多拉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传统音乐艺术进行对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建立数字化博物馆和档案馆，收集、整理和展示安多拉伊情

歌的丰富资源，使其成为研究和教育的宝贵资源。

通过这些策略，可以在艺术人类学的指导下，确保安

多拉伊情歌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既保持其文化价值，又能适

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实现其可持续的传承和发展。

5 案例分析

为了深入理解数字化传播在安多拉伊情歌保护与传承

中的应用和效果，选取一些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如抖音、

快手、网易云音乐等上，有专门的频道或专辑，用于发布和

分享安多拉伊的演唱视频和音频。在这些平台上，安多拉伊

的内容大多保留了原生态的民间特色，包括爱情、劳动、自

然景观等传统主题。部分内容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也融

入了现代音乐风格，如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等，以吸引更广

泛的听众。安多拉伊的音调通常高亢、辽阔，具有浓郁的民

族特色。在平台上，许多演唱者仍然采用即兴创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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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拉伊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平台上的用户可以通过评论、点赞等方式与内容创作

者互动，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情感。

用户还可能通过模仿、翻唱等方式参与到拉伊情歌的

传播中，形成一种互动性的传播机制。数字平台上的观众以

年轻人为主，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传统音乐形式的

现代演绎感兴趣。观众的地域、文化背景多元化，这也促进

了拉伊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

数字平台的传播促进了拉伊的改编与创新，使其更加

符合现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同时，数字化传播也使得更多的

人能够接触到原生态的拉伊，有助于其艺术特征的保存。数

字平台的普及使得拉伊更容易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促进了

其传承。通过数字化平台，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拉

伊，为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数字化传

播为拉伊的传承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如传统艺术

形式的商业化、娱乐化等。

总之，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情歌的内容、风格、观

众参与度以及传承机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保留了传统

特色，又促进了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案例二：社交媒体上的社区互动

在社交媒体如微信上，有专门的群组或页面，用于安

多拉伊情歌的分享和讨论。

分析社交媒体上社区成员的互动模式、内容分享和文

化交流，以及社交媒体在促进安多拉伊传承中的作用。在增

强社区凝聚力、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方面的效果。

通过对所选取案例的细致分析，我们得以更深刻地洞

察数字化传播在安多拉伊情歌保护与传承领域的实际应用

及其成效，这对于未来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实践活动的

有效执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和经验借鉴。

6 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的挑战与对策

数字化传播虽然为安多拉伊情歌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

新的机遇，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

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安多拉伊可能会失去原有的文化

内涵和艺术特征，变得商业化或过度改编，从而失去其原始

的艺术魅力。数字化传播使得安多拉伊的版权问题变得更加

复杂。如何保护艺术家的权益，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和传播，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传播平台和工具也在不

断更新。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确保安多拉伊的数字化传播能

够持续进行，是一个挑战。

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应尊重安多拉伊的传统艺术特

征和原创性，避免过度改编和商业化。通过数字化记录和传

播，确保内容忠实于原生态的安多拉伊。与相关机构和艺术

家合作，共同保护和传承安多拉伊。通过数字版权管理系统，

确保艺术家的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和

传播。为安多拉伊的传承人和艺术家提供技术培训，帮助他

们掌握数字化传播的技能和工具，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

鼓励社区成员参与数字化传播过程，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论

坛等方式，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增强社区对拉伊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同时，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音乐艺术

进行对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探索开发新的

数字化应用和平台，如虚拟现实 (VR) 技术、增强现实 (AR)

技术等，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示和传播安多拉伊情歌。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化传播对安多拉伊情歌保护与传承

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可以在数字化传播过

程中有效应对挑战，确保安多拉伊在传承与发展中保持其独

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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