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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擦亮“陕北民歌”特色文化品牌的对策建议

陕北民歌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文化符号，曾经是陕西文化的

靓丽名片。近年来，以“陕北民歌音乐会”全国巡演为代表的

特色活动，重新获得了社会关注，凸显了传统音乐艺术在新时

代仍然具有独特魅力。面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机遇，擦

亮“陕北民歌”文化品牌，推动陕北民歌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对提升区域文化实力、维护民间文化多样性具有重

要意义。

一、“陕北民歌”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短板

（一）与新时代文化需求结合不足

曾经的陕北民歌，从《东方红》到《南泥湾》，从《信天

游》到《黄土高坡》，和时代主旋律共鸣，在全国广泛传唱，

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民间文化的名片。近年来，尽管陕西省为提

升陕北民歌文化品牌影响力举办多项活动，新民歌不断涌现，

但是能留得住、传得开、唱得响的标志性歌曲还是太少，在文

化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显著，曾经风靡全国的辉煌难以再

现。究其原因，是陕北民歌新创作品与陕北社会生活现状和新

时代精神需求结合不足。

（二）与新兴业态融合不足

现阶段陕北民歌仍存在缺乏有效市场推广机制、业态融合

度不足、商业模式呆板等问题。具体原因，在专业领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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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与现代音乐产业（如唱片公司、音乐制作人等）合作

机会有限，限制了市场推广和传播路径；在品牌建设方面，陕

北民歌面临着品牌定位不清晰、缺乏标志性形象符号、营销推

广力度不足、缺乏相关品牌合作与跨界融合等问题。

（三）与前沿科技结合不足

目前，陕北民歌整体的创作演绎形式仍较为单一，主要依

赖传统的乐器和演唱方式，缺乏对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原真

采集等现代科技的应用和创新。同时，陕北民歌文化资源数字

化水平也较低，现有的数字化成果未能有效向文化市场开放，

进一步限制了陕北民歌的创新挖掘和高效供给。

二、加快“陕北民歌”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的建议

（一）围绕时代所需培育标志性精品，增强品牌影响力

一是深化研究阐释。讲好陕北民歌背后的故事，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强对陕北民歌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二

是培育艺术精品。强化和修订民歌文艺精品扶持政策，形成多

元化投入和运作机制，参考四川、江西、江苏等民歌资源丰富

的省份经验，出台相应的文艺精品奖励制度。三是创新宣传推

广。通过对接新媒体展播推送、与平台机构合作建立线上线下

融合传播新模式，推动跨文化领域的交流推广。

（二）围绕文旅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增强品牌辐射力

一是发展陕北民歌民俗文化旅游经营实体。鼓励以地方文

旅集团为龙头，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陕北民歌文化旅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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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品牌，同时设立地方民歌文化旅游企业培育孵化平台及发展

专项资金，培育一批具有陕北民歌特色的中小微文化旅游企

业。二是加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载体建设。借鉴国内民歌

支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案例如《云南映象》《印象·刘

三姐》、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等成熟经验，成立民歌传承基

地、民歌研究中心及综合性民歌文化服务中心，打造城市民歌

文化空间，形成集观光、学习、体验为一体的良性文旅产业链。

三是打造以陕北民歌为 IP 的高质量文旅产品。打造“民歌文

创+电商”等运营模式，设计艺术性、实用性、趣味性有机统

一的民歌文创产品或民歌数字藏品，甄选有实力、有影响的电

商平台，加强线上宣传与合作，开辟文化品牌建设新路径。

（三）围绕数智赋能实现创新性发展，增强品牌竞争力

一是陕北民歌艺术元素的数字化转化。融合了摇滚乐元素

的新编秦腔《花脸》随游戏《反恐精英》音乐盒传遍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更是受到

全球玩家的关注和追捧，以“中式 rap”的形式火爆出圈。借

鉴这些成功案例，大力促进陕北民歌融入游戏、动漫、短视频

等线上数字产品和服务。二是陕北民歌艺术要素的数字化转

化。加强陕北民歌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拓宽数据采集、存储、

分析和管理渠道，加大力度建设“陕北民歌文化资源数据总

库”，实现面向全国的陕北民歌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为陕北民

歌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数据基础。三是陕北民歌内容资源的数字

化转化。地方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引导，推动陕北民

歌充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融入娱乐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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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旅游演艺等新兴业态，大幅拓展陕北民歌内容资源的转化

空间，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价值。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化和旅游部重点

实验室资助项目重点项目“民歌数字资源库建设及创新展演研

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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