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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反映时代特点的新词语。中国与

韩国自古同属汉字文化圈，由于两国的语言和社会特点，汉、韩新词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从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的分布领域及反映的社会热点可知，两国新词语在社会语言学上的异同主要是由

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国家政策、社会状况等社会文化背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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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

成而产生，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是社会

文化的载体，反映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研究语

言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

索语言的社会意义，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要点问

题。［１］随着社会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新的词语

也随之出现。

中国与韩国地理位置上比邻而居，自古同属汉

字文化圈，两国社会环境与文化都非常相似，在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很深的渊源。

本文以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为例，从社会语
言学角度出发，将汉、韩语中普遍存在并更新频率

较快的新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各领域的新词

语进行归类，分析新词语的分布领域，及其反映的



社会热点，总结汉、韩新词语的异同。并对产生这

些异同之处的原因进行剖析，探索其所以然，可知

每个时期出现的新词语都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的

主要发展趋势。

二、新词语的概况

由于目前国内外对新词语这一语言现象尚缺乏

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对新词语的界定也不一

致。王铁昆认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

他语言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词

义的固有词语。［２］他还认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

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从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古

语词和行业语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

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定词语。［３］陈原认为，词汇

是语言中最敏感的构成部分，词汇的变化 （变异）

是比较显著且迅速的。［４］常志斌对新词语的定义

是，在某个语言学社会里，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

内，作为一种语言的现实存在而被大众社会公认的

新出现的词语、获得新意义及复活的词语。［５］综合

以上学者的观点可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

语言就迅速出现了与此对应的新词汇，新词语的出

现正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将新词语

定义为：伴随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描述新现象，命名

新事物，定义新概念的新词、旧词新义、死词复活

的词。人们常会混淆新词语和流行语，把二者混为

一谈，新词语和流行语虽有共同之处，但的确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流行语是在某段时间内被广泛认同

和应用的词语。与新词语不同，流行语并不一定会

成为一般词汇，且存在时间有限，除了被吸收成为

一般词汇的部分，其他会随事件、现象的消失而不

复存在。此外，流行语与新词语的使用范围不同，

更具隐秘性。

三、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一）２０１５年汉语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１．分布领域
笔者将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 《２０１５汉语新词语》［６］中收录的４７１条新
词按照时政、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药、体

育、生活、环保、反腐等１０个领域分类，分布领
域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汉语２０１５年新词语领域分布汇总

领域分布

时政 经济 科技 文化 教育 医药 体育 生活 环保 反腐
合计

数量／条 ５０ １２２ ２１ ３４ ２０ １０ １２ １５２ １７ ３３ ４７１
比例／％ １０６１ ２５９０ ４４６ ７２２ ４２５ ２１２ ２５５ ３２２７ ３６１ ７０１ １００００

　　由表１可知，生活领域的新词语居于首位，有
１５２条，占总数的３２２７％，经济领域的新词语共
１２２条，占总数的２５９％，这说明新词语与人民生
活密不可分，经济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语言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时政、反腐

领域的新词语分别有５０条和３３条，２０１４年全国
反腐行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２０１５年反腐力度依
然不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展开了一系列行

动，反腐一直都受到人民的广泛关注。文化、科

技、教育、体育领域的新词语分别有 ３４条、２１
条、２０条、１２条，说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人民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更加重视教育，强身健

体的意识逐渐增强。环保领域的新词语有 １７条，

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央通过推行各种环

保政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也

在日渐提升。

２．社会热点
新词语往往具有词语群的特点，一系列意义相

关的新词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中国２０１５年的社
会热点。

（１）万众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的重要
战略举措。２０１５年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出现了众多与创新创业有关的新词语，例

如，“创客”“创业岛”“创客群”“创客 ＋”“创
客大学”“创客中国”“双创社区”等。

（２）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在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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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方面面，反映在新词语中，国际方面有 “１６
＋１合作” “一带一盟” “亚投行热” “人民币入
篮”等；政治体制方面有 “四个全面” “纪法分

开” “纪严于法”等；行政方面有 “减权清单”

“数据铁笼”；司法领域有 “替考罪” “替考入刑”

“买拐同罪”；经济领域有 “供给侧改革” “去产

能”“去库存”等。

（３）反腐不减。２０１５年新词语中的 “八个规

范”“天网”“猎狐２０１５”“红通令”“洗权”“洗
档案”等与打击腐败相关的新词语数量之多，体

现了２０１５年国家反腐力度不减。

（４）互联网 ＋。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必需品”，给人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例如 “网约

车”“互联网巴士” “互联网班车” “网上丝绸之

路”“电商剧”等等，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在人们生

活的各个角落。

（二）２０１５年韩语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１．分布领域

韩国国立国语院发布的 《２０１５新语》［７］，共收
录２７７条新语，经统计，韩语新词语分布领域如表
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５年韩语新词语领域分布汇总

领域分布

生活 社会 经济 时尚 医学 建设 电脑 工业 军事 其他
合计

数量／条 ２０４ ３２ １４ ９ ６ ２ ２ １ １ ６ ２７７
比例／％ ７３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０５ ３２５ ２１７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３６ ０３６ ２１７ １００００

　　韩国 《２０１５新语》涵盖生活、社会、经济、
时尚、医学、建筑、电脑、工业、军事等十余个领

域。其中生活领域中的新词语居于首位，共 ２０４
条，占总数的７３６５％，可以看出新词语的产生与

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社会领域新词语共 ３２条，
占１１５５％经济领域新词语共１４条，占５０５％

另外，韩语新词语还多分布于时尚领域，反映了韩

国在时尚方面的领先程度，以及韩国民众对时尚的

关注度较高。

２社会热点
２０１５年韩语新词语中与人相关的新词语占比

相当大，这是因为人是创造词语、创造文化的主

体，换言之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是人。新词语是社会

发展的指向标，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与人相

关的词语占据多数是必然。通过分析韩国２０１５年
新词语中与人相关的新词语，有利于我们迅速掌握

此时期韩国的社会热点和文化主流，分析如下：

（１）就业难。自２０１３年以来，近１／５的韩国

年轻人失业，韩国失业率已高于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成员国平均失业率。就业形势严峻，求

职者就业难成为韩国一大社会问题。由于招聘市场

更偏向聘用理工科毕业生，很多文科毕业生连获得

实 习 的 机 会 都 很 难， 于 是 产 生 了 由

“ （因为是文科所以不好意思）”

缩略而来的 “ ”。文科毕业生就业难度日益加

剧，甚至产生了 “ （文

科毕业生百分之九十都在玩）”缩略而来的

“ ”。除此之外，还有表示在招聘中具备所有

不利条件的 “ （地方大学、女生、文科毕业

生第一个字的组合）”，指的是地方大学文科女毕

业生。以上列举的新词语都反映了此时期韩国求职

者就业的困难境况。

（２）经济阶层。通过分析２０１５年韩国新词语

发现，韩国社会出现了与 “ （汤匙）”有关的

“ （汤匙阶级论）”这样的词，此词源于

“含着银汤匙出生”（ｂｏｒｎｗｉｔｈａｓｉｌｖｅｒｓｐｏｏｎｉｎｏｎｅｓ

ｍｏｕｔｈ）的英语俗语。“ ”将社会成员划

分为 “ （金汤匙）” “ （银汤匙）”和

“ （土汤匙）”三个等级。“ ” “ ”

指的是生于富裕家庭，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援，很容

易进入大学和就业的富家子弟。 “ ”指的是

出生在平民家庭的孩子。有时为了强调阶级差异

大，还用 “ （粪汤匙）”这个词。

韩国经济持续萎靡，因经济困难放弃购房、恋

爱、结婚、生孩子、人际关系、就业、希望的一代

被称作 “ （七抛一代）”。人从属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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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人际关系，而 “ （七

抛一代）”这个新词语所表示的是连人际关系都因

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放弃，说明了普通青年人的艰

难处境。

（３）独身时代。随着推迟结婚或不婚人数的
增加，韩国一人家庭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根据韩国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２０１５年，韩国家庭人口数为１
人的有５２３４４０户，占全国总家庭数的２７２％，并

呈逐渐增长的势头。［８］此外，那些播放明星独自生

活的综艺节目也很有人气。新词语中的 “

（ｆｏｒｍｅ）”意为 “为了自己的幸福或为了自我开发

不吝金钱的人”，这反映了随着一人家庭的增加，

传统家庭观的改变和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在便利

店吃便当解决一顿饭的 “ （便当族）”，买水

果、蔬菜等时只买一人份的 “ （一封族）”

等新词语都是一人家庭时代的产物。还有 “

（独饭族）”“ （独酌族）”，意为独自一人吃

饭、喝酒。以前，如一个人在餐厅吃饭或喝酒会让

人觉得另类，而如今，随着一人家庭的普遍化，这

种新的社会现象激增，以一人家庭为营销对象的饭

店、酒吧数量也在增加， “ ”餐厅和 “ ”

酒吧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４）网络生活。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
设备和网络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在教

育、购物、饮食、休闲生活等日常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 （拇指妈妈）”是指一边照顾孩子一边

用手机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幼儿用品的消费者，这意

味着足不出户就可在家购物的时代的来临。手机和

网络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有时人

们也会过度沉迷和依赖手机与网络。 “ （手

机僵尸）”是智能手机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和僵尸
（ｚｏｍｂｉｅ）的合成词，指沉迷于智能手机，连走路
都不注意安全，容易发生事故的人。

四、２０１５年汉、韩语新词语对比分析

（一）相同点及原因

１相同点
　　通过对比分析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可以看

出二者的共同之处：

首先，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记录了两国当年

重大事件和热门话题，以便捷、形象的词汇形式传

达事件的内容，便于理解和记忆。汉语新词语中的

“创客”“创业岛”“四个全面”“纪法分开”“八

个规范” “天网”等，记录了２０１５年中国鼓励创
新、以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加大反腐力度等

重大决策的实施。韩语新词语中的 “ （坚

果返航）”，记录了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大韩航空时任副
社长的赵显娥因坚果问题延误班机这一引发社会热

议的事件。“ （ＫｏｒｅａＭＥＲＳ）”“
（ＭＥＲＳ避难民）” “ （抗 ＭＥＲＳ）”等新词
语都记录了２０１５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事件。

其次，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都受到其他国家
或民族语言的影响，部分新词语都是通过借用外来

词构成的。汉、韩新词语中的外来词多源于英语和

日语，例如 “大 ＩＰ” “ＥＷＴＯ”“ （ｓｗａｇ
ｌｏｏｋ）”“ （ｎｏｋｉｄｓｚｏｎｅ）”“ ”等。其

中汉语新词语中的 “大ＩＰ”“ＥＷＴＯ”分别为英文
字母和汉语词素组合的词语和纯英文缩略词语；韩

语新词语中的 “ （ｓｗａｇｌｏｏｋ）”“
（ｎｏｋｉｄｓｚｏｎｅ）”则是纯粹音译英文的词语。最后
“ ” 是 “ ” 的 缩 略 语，而 所 谓

“ ”正是日语 “御宅族”的韩语式发音

“ ”的缩写。日语 “御宅族”广义上是指热

衷于亚文化，并对该文化有极深了解的人，由此衍

生过来的 “ ”则是指专注于某一领域，对此拥

有极高热情的狂热爱好者。而 “ ”则指的是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成功，亦或是追星成功”。

最后，２０１５年汉、韩各自都有打破性别刻板
印象的新词语产生。例如 “女力时代”“男德班”

“ （肌肉女）” “ （做饭的性感男人）”

等新词语。 “女力时代”指的是女性精英大量崛

起，充分展现女性社会作用的时代，“男德班”指

的是为培养全新好男人、好伴侣、好父亲开设的培

训班，以及 “ （肌肉女）” “ （做饭的

性感男人）”，都体现了中韩社会开始打破性别刻

板印象，逐渐脱离 “男主外，女主内” “男强女

弱”的传统观念。

２原因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人文、经

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密切，在汉、韩新词语的

产生、分布等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原因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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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归类为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发展带动语言的发展，任何社会变

化都会给语言带来影响，在语言中得到反映，这种

影响和反映主要体现在词汇上。语言是历史的见

证，社会生活中出现新事物，语言就迅速出现与此

对应的新词汇，社会上发生的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催生了新词语的产生。因此汉、韩新词语都反映了

两国当年重大事件和热门话题。但社会语境对词汇

的影响只是新词语发展的外部原因，新词语发展变

化还受语言本身特点影响。比如语言发展具有渐变

性，因此新词语的产生不能脱离原有词素，否则难

以被人们快速理解和接受。例如，汉语新词语

“坑友圈”，仿 “朋友圈”而来，指充实广告、谣

言甚至骗局的微信朋友圈；韩语新词语 “

（就业强盗）”，仿 “ （强盗）”而来，形容好

就业的人。

其次，都受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语言的影响，部

分新词语都是通过借用外来词构成的。这是因为一

个社会形成以后都要与其他社会产生交流，以推动

社会的发展，语言就是社会文化接触中必要的交流

媒介。由于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和语言存在差异，社

会文化的交流必然会给接触的语言带来影响，促使

接触的语言相互适应、调整和吸收。语言接触最明

显的特征是外来词的出现，所以外来词也是构成新

词语的重要来源之一。

最后，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自古以来都

有 “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但随着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发生改变，女性

不再是柔弱、居家的代表，男性也不仅是刚强、事

业的代表，因此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也逐渐在新词语

中体现出来。

（二）不同点与原因

１不同点
　　首先，中韩两国的政治形态不同，文化习俗也
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不同点反映在词汇上。２０１５
年汉、韩新词语的数量、分布领域和比例大相径

庭。汉、韩新词语分布都较广。但汉语新词语的数

量要高于韩语新词语，且在分布领域上存在不小差

异，最明显的差异是汉语新词语中时政领域的新词

语占总数的１０６１％，而韩语新词语中有关时政的
新词语仅有４个，所占比例极小。汉、韩新词语在
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分布较多，汉语新词语还涉及

韩语新词语中没有涉及的反腐、环保领域，韩语新

词语则涉及汉语新词语没有涉及的时尚领域。并且

韩语新词语中有许多与外貌、时尚、追星相关的新

词语，例如 “ （骨盆强盗，形容腰臀比例

很美的女性）” “ （形容外貌或能力出众）”

“ （普通但有独特韵味的装扮）” “

（运动休闲风）” “ （喜欢漫画、电影、与明

星相关产品的人）” “ （追星成功）”等，这部

分韩语新词语数量远超汉语新词语。

其次，在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时，汉、韩新词

语中体现此类社会问题的新词语却截然不同。由于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工作岗位骤

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中韩两国都出现

了 “就业难”问题，因此与就业相关的新词语层

出不穷。例如韩语新词语中的 “ （达观一

代，因高失业率而受到挫折的年轻人们变得对生活

不抱希望、萎靡不振）” “ （七抛一代）”

“ （文科毕业生百分之九 十 都 在 玩）”

“ （化石前辈）” “ （地狱火半

岛）”等，都反映了韩国严峻的就业形势。虽面临

同样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国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应

对，所以汉语中出现了 “创居” “创客 ＋” “创客
潮”“创业大学”“双创特区”等与创业相关的新

词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国民当下的精神面

貌和心理状态。

最后，韩语新词语较汉语新词语更日常化，汉

语新词语则更加宏观。例如，韩语新词语中有很多

反映个人生活习惯和喜好的新词语， “ （不用

洗发水洗发）” “ （吃糖醋肉时偏好蘸酱汁

吃）” “ （吃糖醋肉时偏好将酱汁倒在肉上

吃）”“ （爱好收集小饰品）” “ （爱好

收集文具）”等。汉语新词语中虽然也有 “潮汐

族”“假宅族”等反映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词语，

但是这类词语的数量远不如韩语新词语多。

２原因
在多样的社会变化中，汉语和韩语都呈现出各

自的特征，汉、韩新词语中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其原因可以大致归类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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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词语的数量、新词语所占比率的高低
不能简单理解为该领域的发展程度高低，而是反映

人们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９］语言与政治关系密

切，语言是政治的表达工具，政府推出的立法、政

策、规划等都会通过语言的形式进行传播，因此，

中国政府２０１５年的政治活动也以新词语的形式记
录下来，并且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政治讨论并发表见解。而韩语新词语中时政

领域的新词语只有４个，侧面反映出韩国群众对政
治的关注程度不高。汉语新词语涉及韩语新词语中

没有涉及的反腐、环保领域，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

积极推行相关政策。２０１５年中国加大反腐工作力
度，出台一系列政令，为追捕外逃腐败分子开展

“猎狐２０１５”专项行动，因此洗权、洗档案、接力
腐败、蚊蝇腐败等形形色色腐败样态被一一挖出，

人民群众也给予反腐倡廉行动持续的关注与支持。

并且，业界誉为 “史上最严”环保法的中国新环

保法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开始正式实施，“水十条”
等环保政策接连出台，唤醒了群众的环保意识。韩

国在相关领域并没有发生大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

讨论，所以没有出现涉及反腐、环保的新词语。而

韩语新词语涉及汉语新词语没有涉及的时尚领域，

并且有很多与外貌、时尚、追星相关的新词语，其

原因主要是韩国外貌主义盛行，韩国人对自己的仪

容仪表有着较高的追求；韩国政府大力支持文化产

业建设，诞生于２０世纪末的 “韩流”深刻影响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韩国被称为 “时尚之

都”；韩国偶像产业发达，产生了独特的韩国饭圈

文化。

（２）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 “就业难”问题，

但汉、韩新词语中体现此类社会问题的新词语却迥

然不同，这是因为中国在面对 “就业难”问题时，

除了扩大就业之外，还出台了多项有关鼓励创业的

政策，争取实现 “创新型国家”，鼓励 “大众创

业、万众创业”，因此衍生出大量与创业相关的新

词语。

（３）韩语新词语较汉语新词语更日常化，汉
语新词语则更加宏观，这是因为中韩两国收录新词

语的方式和标准不同。汉语新词语是在国家语言资

源监测语料库中经过机器提取、人工确认、专家审

定等几层筛选确定的，目前语料库来源主要包括

《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南方都市报》《齐鲁晚

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韩

语新词语是以网络为资料库按照使用频率智能提取

出新词语，经过研究人员再次审核，根据使用频率

整合确定。因为汉语新词语的资料库来源于国家主

流媒体，用词上就会更准确和谨慎，而韩语新词语

是以网络作为资料库，根据使用频率提取的，所以

更直观地反映了韩国人民的关注点，更贴近日常

生活。

五、结论

本文主要以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整理汉、韩新词语的分布领

域及反映的社会热点，最后对比分析汉、韩新词语

的异同及产生异同的原因。

１．相同方面。汉、韩新词语都记录了两国当
年重大事件和热门话题，都受其他国家或民族语言

的影响，都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新词语产生。其

原因为，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语言就迅速出

现了与此对应的新词汇，这是新词语的特点；语言

中的外来成分、外来因素是社会文化交流产生的必

然结果；中韩自古同属汉字文化圈，都有存在性别

刻板印象的传统观念，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观念都

在逐渐改变。２．不同方面。汉、韩新词语的数量、
分布领域和比例不尽相同；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社

会问题，但汉、韩新词语中体现此类社会问题的新

词语却大相径庭；韩语新词语较汉语新词语更日常

化，汉语新词语更加宏观。其原因为，两国各自在

不同领域推行适合本国的政策、立法、规划等，所

以群众对各领域的关注度不同；两国收录新词语的

方式和标准不同，所以两国新词语反映的侧重点

不同。

２０１５年，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并以高强态势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因此，２０１５年时政、经济、
反腐领域的汉语新词语数量较多。２０１４年，韩国
发生大韩航空时任副社长的赵显娥因坚果问题延误

班机事件，２０１５年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由
于此类社会事件的发生，２０１５年社会、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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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语新词语占比颇高。

２０１５年汉、韩新词语都受到国家政策、重大
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汉、韩新词语在社会语言学

上的异同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国家政

策、社会状况等社会文化背景所致。但社会语境

对词汇的影响只是新词语发展的外部原因，新词

语发展变化还受语言本身特点影响。如语言发展

具有渐变性，因此新词语的产生不能脱离原有词

素，否则难以被人们快速理解和接受。同时，新

词的产生和认知也反映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

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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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随着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在民族文化事项的

传承、变革中，本民族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凸显，传

统民族精英逐渐发展为身份多重的现代民族精英，

能够更好地黏合多方力量，最终达成既定的目标。

基于此，仪式艺术、日常艺术及展演艺术之间都会

因为个体行为发生重合、借用的现象，不断扩大村

寨民族歌舞乐的内涵与外延。

当下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内容

或结构变化的加速，以及参与其间的各方力量互动

关系的变化。村寨少数民族歌舞乐行为涵盖着民族

的情绪、感情以及经验意义，从最初的 “仪式艺

术” “日常表演”到与外界产生更为密切的各种

“艺术展演”，它们都是诠释区域社会发展的 “文

本”，在最为直观的集体性背后是个体性的表达。

当然，“过去的意义取决于现实的需要。”［５］一个摆

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民众给予民族精

英行动的新的空间，除了语言、生活区域及方式之

外，一个普通的民众往往通过对本民族 “歌舞乐”

的掌握来实现民族身份认同，歌舞乐的 “被需要”

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民众赋与更多的意义。而国

家、地方、民族精英共同作用的力量加快民族歌舞

乐文化的变迁，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诉求，推动

民族艺术资源的资本转化，也成为促进村寨提升文

化经济双重效益的一项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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