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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每

天的活动状态，创造出一些歌曲、口号、民谣，在传唱

过程中被记录形成了自己的音乐。这些音乐大都来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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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如，秦朝统一之前，战乱不断，每个家庭的男丁

被迫参军，妻子整日思念，情绪无处发泄，便将心里话

唱成了歌，《无衣》《采薇》《蒹葭》，后来人将这些歌整

理成了《诗经》，现代人读诗经就能读出先秦的历史，各

个地方百姓的生活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读与前人有关

的故事，听过去的歌曲就能了解过去的文化，同样，想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听民族的歌曲，从

歌曲中听出人们的生活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一、民族民间音乐当下发展现状

1. 快餐文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影响

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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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个国家有众多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让各民族拥有独一无二的魅力。中国土地广阔，人

口众多，不同的土地住着拥有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的人群，汉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民族的众多组成了

中国人口的多样性，这些民族中又有地域差异，不同地域的人又有着不同文化素养，其中音乐是区分不同民族地域

文化差异的一个标志，我们称这些音乐为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时代，信息多样化，人们可多途径搜寻

想要的信息，新颖的事物太多了，人们似乎忘记了民族文化，音乐播放软件里是当下流行歌曲，很少有人听民族音

乐，然而，民族民间音乐是人们认识一个民族的最佳传输者，我们应当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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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的普及为所有人带来了无尽好处，从前人

们寻找信息要么通过报纸、书籍、电视，有些地区因为

资源匮乏，从来不知道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渴望走

出贫困地区，但没有可实现途径。然而，现在，即使生

活在大山里，也能很快了解到国家大事、社会资讯，学

生能方便地查阅学习资料，上微博看偶像的消息，通过

微信和亲朋好友视频，拉近彼此的关系；无论男女老少，

每个人一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和家里人联系，解决了

思念之苦，闲暇时刷视频放松。不得不说，智能设备造

福人类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文化的担忧。人们

不再通过 DVD 听过去的老歌，民族音乐似乎退出历史舞

台，大人们只看视频不听歌，学生们玩游戏、看当下流

行的各种剧，听的音乐都是网络艺人即兴而写的抒发情

绪没有欣赏性的歌曲，往往听一两天就觉得索然无味，

换另外一首歌。学生们口中说的词汇都是当下新创的词

汇“gelieveable”扭曲了原意。快餐文化丰富着人们的日

常生活，但却在暗处，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文化，尤其民

族民间音乐文化。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听民族民间音乐了，

民族文化失去了传承，或许我们的民族同胞就要被遗忘，

所有人都该反思这一问题，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民族民间

音乐。

2. 文化意识淡薄

因为快餐文化的影响，人们不再能静下心阅读文

化类书籍，在手机上下载电子书，看近期更新的各类玄

幻、爱情、都市类小说，脑海中都是奇幻故事素材，有

人问起“孔子出生年代”的问题，半天想不到，通过手

机搜索，可能连答案都是错误的。最令人担忧的是，有

些人连孔子是谁都不知道。连最基本的文化都无法重

视，更别说民族民间音乐了，谈起《二泉映月》《阳春

白雪》，或许有人还记得语文课本中出现过此类内容，

但问起是否听过二胡曲，基本上都是否定答案。没有人

再能用心听二胡曲、古筝曲、琵琶曲。文化意识的淡薄

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理解不了文

学作品，听不懂民族音乐，当然也无法将民族民间音乐

传承下去了。

二、传承民族民间音乐的具体方法

1. 社会各界举办文艺活动

（1）在各大景区设置表演场所

旅游业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促进民族民间

音乐的发展，各大景区负责人可为民族民间艺人提供

表演场场地，让静态的景和动态的表演结合起来，让游

玩的人既能观看美景，也能听到优美的音乐，及时没有

听过音乐，也能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民族音乐相比于流

行音乐的优越性。例如，在陕西关中地区，秦腔是一大

特色，朴实、粗狂、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唱加演的

方式展现关中地区人民的豪爽大气个性，同时，也可了

解到当地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每个地方都有民

俗村，村里是当地小吃和手工艺品和村落建筑等，负责

人可在外面设置表演场地，联系民间音乐人在该场所表

演，给予表演者相应补助，与其商定表演时间，可以每

周末两天来表演，曲目由艺人自己定，并提前排练，景

区人员提前布置表演场所所需道具，为艺人顺利演出行

方便。

（2）举办文化节

除了各大景区可设置艺人表演场所外，社会各界也

要参与到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中。各省市区艺术家协会积

极组织文化艺术节活动，各企业加强对职工的文化素养

培训。艺术家协会多关注民间艺人的活动状态，定期开

展交流会，询问其是否需要相应帮助，表演物资的购买、

专业知识的获取途径、或者自己对当下艺术传承的办法，

在交流活动中，艺术家们说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负责

人及时记录并想出对策，一切本着为艺术家行方便，传

承民族民间音乐为出发点，让艺术家有表演的机会，让

人民群众有接触民间艺术的途径。例如，每年国庆节，

各行各业都休息，人们利用时间出来游玩，艺术协会可

借此机会举办文化节，主要弘扬民间文化艺术为目的，

设置展览和观看表演等活动，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

并喜欢上民族民间音乐。

2. 学校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人才的培养

文化的传承必须从学生时代抓起，学生是价值观形

成阶段，家长和老师利用好这一时期，给学生灌输民族

民间音乐传承重要性思想，学生接触多了，就能欣赏民

族民间音乐的美妙之处，这对传承这一艺术有积极作用。

为了实现传承目标，学校可采取以下措施。

（1）培训教师

校方可联系专业音乐人才走进校园为教师讲专业知

识，内容包括民族民间音乐的起源，从作品的创作背景、

故事内涵、价值方面进行赏析，让教师回答相关问题并

提出疑问，培训人员一一为教师解答，专业知识讲完后，

可和教师沟通学生实际情况以及怎么把民族民间音乐的

传承融合在自己课堂教学中，培训人员还可制定专业知

识手册发放给各科老师，让老师课下消化吸收，上课时

能用到相关内容。

（2）各科教师利用课前或课后空余时间播放民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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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品

现在的老师教学生不只是教知识，更偏重综合素质

的培养，学生不仅要学好语数英政史地或大学里的专业

课程，还要能把学到的知识用在实际生活中，所以，各

科教师不用拘泥于只传输自己所教的内容，可以加一些

其他科目，在科目知识的融合下，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比如，在英语课上，导学课前，教师可播放民族音乐视

频，先让学生听中文版，再听英文版，中英对比下，学

生不仅能感受到语言的差别，还能加深对自己民族文化

的理解，进而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目标。

3. 利用自媒体有效宣传

专业的音乐人才可以通过自媒体形式宣传民族民间

音乐的艺术性和价值，让更多人回归对于民族音乐的喜

爱中，而不是沉溺于快餐式流行歌曲中。例如，音乐人

可以把某些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录制成小视频，编辑吸引

人的文案内容，每天定时定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像抖

音是如今使用人数最多的视频软件，可以借助此软件发

布编辑好的作品，关注相关的艺人，学习他们的表演方

式；还可以把民族民间音乐知识做成公众号，结合当下

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写成文章，定期更新，发送到微信

群中，让好友帮忙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内容。虽说现在

流行歌曲占了音乐软件的半壁江山，但总有喜欢民间音

乐的人，利用好现下最火的自媒体平台，先让人看到民

族民间音乐的重要性，才能实现它绵延不断地发展。

三、传承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

1. 通过民间音乐了解人民生活细节

我们想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有很多方

式，听周围人讲述、学习历史知识、查阅资料、看剧。

但正是因为获取信息渠道太多，网络资源太丰富，不知

道那一种途径才是正确的，如果查到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误导自己也误导更多人，所以，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

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最好通过前人创造出的文化入

手。历史资料记录的都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哪个时代

进行了哪些改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变化、经济发

展的如何，这些都是很容易了解到的，但那个时代普通

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平时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行为

等，很少有史书描写这些琐碎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在

音乐中窥察到。比如《诗经》中的《君子于役》讲的是

一位已婚妇女思念参军丈夫的故事，女子日日盼望归来，

伴着朝阳起床，牛羊都起来了，丈夫还没有归来，夕阳

西下，牛羊回到了栏杆里，丈夫依旧无消息。通过此诗

歌，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位紧锁眉头的女子，从房间

里走出来，靠着栏杆眺望远方，看到一个人影就激动地

上前观望，发现不是丈夫只好又失落地退回，天色渐渐

暗淡，牛羊叫了几声，女子摇摇头进了屋。再没有比民

间诗歌能反映出当时社会民生状况的艺术资料了，想了

解先秦社会各地区的全貌，想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情，不

得不读《诗经》。同样，想了解当下各民族发展进程，听

和赏析民族民间音乐是最好的方式。

2. 对教育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1）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

民族的都是稀有的，稀有的才是珍贵的。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节日风俗，各民族人民有自己

的价值追求，但任何民族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希望和栋梁，

当不同民族的孩子进入到同一所学校时，所有人都要尊

重这些孩子，接纳其带来的文化，在共同的场所学习，

只为实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个目标而努力。学校

给各民族学生提供自我展示的条件，并由衷欣赏他们的

文化，对其文化产生兴趣主动交流学习，学生便会敞开

心扉，增强学习的自信心。例如，班级里有来自维吾尔

族的女孩，她们五官深邃，和汉族学生有明显的差别，

口音不同于普通话，老师着重介绍这位来自新疆的女孩，

嘱咐学生多和女孩交流。得知女孩喜欢唱歌跳舞，有些

学生为了拉近和女孩的关系，主动学习维吾尔族民间歌

曲，不懂的问题请教女孩，女孩热心解答。在这一过程

中，女孩能体会到自己被喜欢的快乐，很可能主动在班

级里展示自己家乡的歌曲，学生也会通过女孩的表演喜

欢上民间音乐，在女孩的鼓励下，增强对民族音乐学习

的自信。

（2）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不是一蹴而就的，学生需要先了

解歌曲的文化背景、节奏节拍、表达的感情等等，为了

能学好民族音乐，学生需要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查阅资

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搜集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

如果不懂的问题，学生需要请教他人，这一过程锻炼了

学生的人家沟通能力；练习的时候，需要学生关注很多

个细节点，比如这一词是否用重音，另一个词音轻一点

会不会更好；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各项能力得到了锻

炼，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会了一首民间音乐，为音乐的传

承贡献了力量，更大的作用是，他在学习过程中积累的

经验运用到其他科目中，对学好其他科目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语文中的古诗需要学生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文化知

识，通过民族民间音乐学习这一过程，学生已经有了对

素材的理解能力，对作品的分析能力，恰好运用到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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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鉴赏中，这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效率。

四、结束语

民族民间音乐是我国文化不能忽略的部分，即使当

下社会科技生产遥遥领先，人们不亦乐乎地接受着时时

刻刻更新的各类讯息，也无法掩盖民族民间音乐的光芒。

只是现在人们忙于当前生活，花费在艺术上的时间相对

不多，但总有闲暇时候，当我们静下来用心思考时，还

是会肯定传统的东西是最醇香的，像酒一样越久越香，

越香越吸引人。然而，要实现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下的尽

快传承并不是没有机会，这需要专业人才分析音乐发展

现状，结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利用好身边资源，以正

确方式向各界人士传输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审美价值和

重要性，在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

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金平 . 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解读 [J]. 戏剧

之家，2015（11）：2.

[2] 陈 培 刚 . 论 我 国 民 族 音 乐 传 承 模 式 的 当 代 意

义——《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随感 [J]. 人民音乐，2010

（2）：2.

[3] 王 佐 伊 . 中 国 民 族 民 间 音 乐 的 当 代 价 值 及 保

护——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J]. 社会科学家，2021

（8）：1.

[4] 张莉 . 学前音乐教育中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

意义与作用 [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0（6）：4.

[5] 孙磊 . 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 [J]. 通俗歌

曲，2015（5X）：1.

[6] 胡曈曈 . 论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意义及对策 [J]. 哈

尔滨学院学报，2018，39（7）：3.

[7] 宗毅 . 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当代的意义 [J]. 大

观：论坛，20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