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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在传承黄河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研究
慈珉君

（郑州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75000）

摘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

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印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母文化载体和依托。

几千年来，黄河文化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要文化发展方向，

至今取得了繁荣发展和广泛传播。古往今来，各种文化艺术形式

以黄河为研究核心的作品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其中音乐作品在

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过程中的作用也非常明显，音乐作品通过声

乐、器乐、交响等艺术形式传承传播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引导

当代文化审美的方向。本文论述音乐作品在传承黄河文化的过程

中所起到的推动促进作用，通过具体作品与对应的作用研究，分

析黄河主题作品的主要特点和共同之处，进一步阐释黄河文化的

精神内核，解读现当下传播黄河主题文化的时代呼声和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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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作品推动沿岸城市的黄河文化建设

音乐创作与黄河故事的渊源已久：盛唐时期的诗仙李白，一

首歌谣《将进酒》是何等慷慨激昂，开篇便一语道尽“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入海不复回”的雄浑激荡、肆意徜徉；抗战时期（1939）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再次将慷慨激昂

的旋律与黄河奔腾不息的豪迈融为一体，将奋起反抗的民族最强

音传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着无数有志青年奔赴前线保家

卫国。

抗战时期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鼓舞人心、振奋人

心、凝聚人心，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的高潮；再例如近现代创作

的古筝曲《黄河魂》，更是民族乐器曲中的经典，代表了黄河文

化的传承在当代取得的引人注目成果。此类作品不胜枚举，均从

黄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进一步弘扬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

让黄河文化在当代继续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现当下，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时代打造黄河国家

文化的战略号角声下，面对“如何讲好黄河文化故事”的议题，

将以“黄河”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按体裁（声乐、器乐、舞蹈）分

类，梳理其作品背景、内容、形式、影响，通过横向对比研究，

得出影响力大、号召性强、认可度高的那些优秀作品共同点，以

此类作品之长处，来引领当下弘扬黄河文化的文艺作品创作思潮，

助力国家培育建设黄河之都、讲好黄河故事的战略发展需要。

在建设黄河文化的国家战略下，黄河沿岸城市例如兰州、济南、

郑州等都正在加快加紧建设进程，部分城市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

当然，在黄河文化的挖掘整理过程中，要结合地缘优势和本土特色，

要有预见性的避免同质化、重叠化。

整体呈现出的特点是西部中部东部差异化、错位化协同发展，

文化的产品丰富化、多元化是基本要求。个别国家中心城市，还

可以根据自身的海港、陆港、空港的枢纽地位，设定好黄河文化

产品输出的具体形式。

例如在产品设计形式、消费受众群体、潜在传播网链、品牌

标识认可度、文化元素携带度等层面做好工作，将黄河 - 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和中国人民伟大的复兴梦凝练萃取，成为拥有国际竞

争力的文化产品，也争取能在在更高的国际舞台上为黄河文化赢

得传播空间，进而做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名片。

音乐作品推动城市黄河文化建设作用明显。例如，山西举办

的《歌从黄河来》等音乐栏目，就实现了通过音乐作品来讲好黄

河故事。

经过千百年来母亲河的发展变迁历经沧桑，文人墨客所留下

的“黄河”相关诗词歌赋众多，在各类艺术形式中，音乐作品推

动黄河文化建设的作用最为明显。例如：《黄河颂》《黄河魂》《黄

河儿女》等优秀音乐作品。至今仍有当代作曲家以此类古诗词为

范本创作歌曲、乐曲，脍炙人口过耳不忘。

二、音乐作品促进黄河文化与黄河精神传承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历久弥坚，各区域独特的风土

人情和文化气质诞生了一座座著名的城市，它们在政治、经济、

交通、文化等核心竞争力上居于地域核心各个城市在城市综合实

力和软实力文化竞争产业层面也逐渐开始发力，更加重视建设文

化产业区块。黄河精神与城市发展也密切相关，通过众多的艺术

形式呈现出来，音乐作品在其中地位独特、作用重要。

例如《黄河儿女》《黄河怨》《黄河魂》等作品，将新时代

黄河精神很好的继承、传承下来，同时也将黄河精神的核心要素

准确诠释和升华。

当下，我们在沿黄经济带为主的城市群中，大力发展繁荣黄

河文化，需要抓住黄河这一文脉，是充分展现国家文化精神和价

值的主要途径，也是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

黄河文化战略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发展传播过程中的重要

构成部分，沿黄经济带的相关城市都是黄河文化发展和黄河生态

修复的重要参与者。

结合各个城市实际与地缘优势，以及各个城市的核心文化圈

层，去实现城市功能的创新与突破、迭代和升级，力求将人文主

义、人本主义打造成城市发展的内驱力，去发展绿色的生态经济、

人文的生态旅游，建立健康的生态模式。将有界边境线和无界的

区域协同真正的装在心里，在沿黄经济带上建起绿色的文化生态

走廊。

对黄河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品牌的界定与互动，同时缩小范围，

从音乐作品的角度探究具体的促进关系，并结合城市文化资源的

角度发掘其标志性的文化品牌。

音乐作品在中原地区人民群众的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风土

民情、民俗礼仪的基础上形成，是中原地区人民审美心理积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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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黄河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部分城市更是被党中央国

务院寄予厚望，并且明确表示了支持扶持的态度。当然也希望个

别城市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带头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对历史文化适度挖掘，又要培育出城

市的文化品牌。沿黄经济带沿岸城市是黄河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主

要阵地，有着丰厚的黄河文化遗产，也有着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的

历史责任。

三、弘扬黄河精神引领创作审美方向

黄河主题的音乐作品范畴较广，包含歌舞、戏剧、戏曲、民歌、

器乐等等。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创作，不仅可以丰富黄

河文化研究的内容，还可以以当代新颖的艺术形式引领文化潮流。

现当代文化审美肤浅化，黄河文化的战略在黄河的音乐审美的知

觉活动中，很重要点就是要通过对黄河音乐的把握使自已获得空

间感和时间感。

在音乐审美与黄河文化发展的吻合程度来看中，前景是良好

而优越的。现当下音乐风格多元丰富，但是年轻听众们的审美却

容易失了水准。

例如，这些年大火的各类音乐类综艺节目中导师的点评、肯

定、认可，都无形的引导着电视大众对流行音乐的基本审美准则。

甚至此类节目所角逐胜出的冠军选手就是年轻朋友们争相学习的

榜样偶像了。从这种现象看来，这是大众音乐的审美素养缺失，

成了社会学范畴的问题。

除此之外，甚至某些电视台、栏目组等主办方，过于商业化，

一味地迎合社会热点、一味地迎合大众审美口味，失掉了自己的

主观引导理念和阵地，邯郸学步忘了初衷。

凡此种种，导致今时今日乱象丛生贻笑大方，甚至尴尬不已。

所以，整体上呈现出了音乐综艺节目涉及的多种问题，最紧要的

便是上述对作品和表演的基本审美标准的解读能力问题。

恰逢其时，当下我们的根文化、母文化，黄河这一文化内核，

在文学艺术等众多形式的簇拥之下，再次回归到聚光灯下。我个

人觉得是对当下创作审美问题的一次纠错、纠正。主流的意识形

态阵地是要有的，主流的引导和普及也是要有的。口水音乐和粗

浅的作品始终是没有太多营养可以来满足我们大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消费需求的。

黄河文化品牌建设的背景中来看，现当代的《保卫黄河》《黄

河儿女情》等音乐作品无论是创作表演亦或者是精神内涵，都伴

随着时代的特点发展着，黄河的具体形象和音乐艺术的抽象相呼

应、相补充。

例如，《黄河儿女情》这部舞蹈剧，在塑造人物上匠心独运，

如何将旋律写得更美、更动人而推敲、修改等均设置的均好无虞。

音乐创作与欣赏的导向作用明显，歌曲歌词的人文气息也能超越

作品本身而存在。

黄河文化和黄河精神不仅仅在过去存在，我们要黄河文化和

黄河精神在今天也要以活态的形式在整个中华民族传承存续，更

要黄河文化和黄河精神在未来有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现阶段，国家意欲在国际上打造响亮的文化标识，那么黄河

主题就是最强有力的抓手。滔滔不绝雄浑激荡的旋律，生生不息

穿越千年的回响，正是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对时代的召唤最好

的回应。所有的炎黄子孙饮水思源，更要主动地担当起这面鲜艳

的旗帜，在新时期做好文创引领，发挥创新精神，在内容和形式

上锐意革新，建设好黄河文化的前沿之地，引领黄河文化的创作

传播方向。

新时代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撸起袖子加油干”，所发扬的正

是黄河“奔腾不息”的精神内涵。音乐作品有着得天独厚的形式

优势，利于传播弘扬黄河的时代精神。

符合大众文化前进方向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主流审美的具化。

黄河精神便是如此，自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情绪高涨奋战

了四十年，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文化建设成果，我们重温黄河精神，

再讲黄河故事，再奋斗四十年其硕果可期，不仅推进了实现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的进程，更推进了整个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进程。

四、结语

黄河从西部高原一路奔腾经过中原沃土，一泻千里入大海。

沿途孕育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传承不息，留下的文学、艺术作

品不计其数。其中，《保卫黄河》《黄河颂》《黄河儿女》《黄

河水车》等音乐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独有的中原韵味、丰富的

多彩的优秀作品和灿若群星的大师名家享誉国内外，深受广大观

众的喜爱。此类作品特点明显，影响力大、号召性强、认可度高、

生命力久。此类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保护和传承

黄河作品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当代音乐艺术应该和黄河的包容精

神一样以河纳白川、不拘一格的艺术姿态不断吸纳先进文化的内

容与形式，坚持走创新之路，结合时代声音，创编佳作滋养人民。

黄河主题的音乐作品创作与传播为学校等文化部门编制视频

资料，也是黄河文化的当代发展创新，不仅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

新契机，还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对黄河文化和音乐创作的关注和

传播。以音乐作品传承保护黄河文化，同时升格为国家文化战略

的建设定位，在继承中华母亲河文化精髓的同时，弘扬了黄河文

化奔腾不息奋斗不止的劳动精神，将在我国璀璨的音乐艺术长廊

中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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