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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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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胡是我国传统的乐器之一，其具有独有的民族色彩。新时代下，继承传统二胡演奏艺术，推助二胡演奏艺术的创新，是二

胡事业全面性发展的核心精神。对此，分析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价值，从戏曲、审美、声腔属性传承、文化属性传承、独特艺术

技巧属性传承的维度，论述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属性，阐述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困境，并提出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创新

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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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胡演奏艺术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凝聚中国民族的精

气及神韵。同时，二胡演奏艺术饱含中国人们的真挚情感及满腔热

爱，无论是在其艺术思想，还是在艺术表现等层面中都有所体现。

但从当前二胡演奏艺术传承与继承现状来看，存在二胡演奏艺术传

承方法及模式滞后问题，影响到二胡演奏艺术在我国艺术领域中的

发展。因此，新时代下，应重视二胡演奏艺术传统思想、内涵及艺

术展示技能的继承，推助二胡演奏艺术走创新发展路径，弘扬二胡

演奏艺术文化，从而提升二胡演奏艺术传承及继承的成果。

一、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价值

（一）创新二胡演奏艺术

二胡演奏艺术作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乐器形式，应在时代

发展中进行传承与创新，使其既保留传统艺术精华，也与现代化艺

术内容融合，推助二胡演奏艺术在时代发展中传承与发展。从二胡

演奏艺术发展与继承的走向来看，其逐渐向国际化发展路径进程。

例如 ：《流浪者之歌》作品、《卡门幻想曲》作品等的推广，以及近

几年来改编的《光明行》作品、《桃花坞》作品等的问世，使国际

其他国家对二胡演奏艺术也越来越重视与崇尚。国际化发展路径成

为二胡演奏艺术创新发展的一大趋势，更多的二胡演奏艺术者立足

于艺术的本身，在保留二胡精华内容的同时，也注入新的、现代化

的艺术元素，实现该艺术的创新化的同时，也推助中国文化艺术内

容在国际化市场中推广，增强中国艺术事业的实践成果。

（二）弘扬二胡演奏艺术

在艺术领域发展的今天，二胡演奏艺术成为人们追求及向往

的艺术元素之一，当前越来越多的二胡爱好者、艺术教育教师、艺

术生都崇尚于研究二胡演奏艺术，在保留其艺术文化的同时，也推

助二胡演奏艺术在国际发展范围的多个领域中推广。例如 ：将二胡

演奏作为一门艺术课程融入到教育体系中，通过系统性的传递学生

二胡演奏艺术及理论、文化内容，使学生对二胡演奏艺术认知，增

强二胡演奏艺术学习及探究兴趣，并自觉成为二胡演奏艺术传承者，

从而推助二胡演奏艺术在时代发展中继承与弘扬。

二、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属性

（一）戏曲、审美、声腔属性传承

从艺术审美层面探究，任何一个民族、地域审美的倾向，都

具有自身的根源追溯，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个元素的

融合体现。二胡演奏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其的发展与形成也是一样，

是多个元素集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二胡演奏艺术集合了戏曲、民

族审美、声乐中的声腔等内容，通过多元素的相互碰撞，形成了独

具一格的二胡演奏艺术。例如：陕西的《秦腔曲牌》演奏艺术作品，

其立足于陕西人们对艺术内容的追求及审美向往，在此基础的融入

到戏曲的元素，是作品中的民族特色内容体现显著。同时，具有民

族艺术色彩的二胡演奏艺术，继承了中国民族野性的审美内容，赋

予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及感染力，满足人们生活上对艺术的追求，并

以二胡演奏载体，传递人们自身的生活情感。例如 ：《秦腔曲牌》

作品，表达了男女互诉衷肠的泼辣及质朴性格。

（二）文化属性传承

二胡演奏艺术的传统继承属性中，最为显著的为文化属性。文

化是一个民族、地区人们在长期生活及实践中形成的信息形态，呈

现着智慧性、艺术性、文明性的特征，是独有的艺术形式。二胡演

奏艺术根植于中国，其文化属性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陕西地区，

以《秦腔曲牌》、《绣荷包》等艺术作品闻名，通过探究这些二胡演

奏艺术作品，可深层次的了解陕西地区的文化属性。二胡演奏艺术

依托于文化属性，使其具有强有力的艺术载体，推助二胡演奏艺术

在时代发展中走得更远。反之，脱离文化属性的艺术作品，影响到

二胡演奏艺术创新的发展。

（三）独特艺术技巧属性传承

二胡演奏艺术的形成形成与中国文化及地域的自然地貌、风

土人情、文化审美都关联密切。二胡演奏艺术在陕西地区发展，其

同秦地板胡一样，吸收了大量陕西地方的戏曲、文化、艺术、乐器

等元素，以陕西人们固有的思想情感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丰富艺术

作品情感，使二胡演奏呈现更具新颖性、情感性，也最能够打动受

众面，受众面热爱并追捧二胡演奏艺术。陕西地区的二胡演奏艺术，

其呈现的内容及情感慷慨激昂、缠绵悱恻，凸显了秦地音乐艺术特

定的调式、弦法、音阶。例如 ：陕西二胡演奏艺术形式，在音乐艺

术层面中完美诠释了内在的思想及情感，“搂弦”“滑音”都代表二

胡技巧的“抛、甩、抽”等内容，这是融入戏曲元素的体现，突出

陕西地区音乐艺术文化的精妙之处。同时二胡演奏艺术与板胡的融

合，以弦乐、吹管乐、弹拨乐等为主乐器，表达陕西地域风格音乐

艺术情怀的同时，形成陕西音乐文化的独立标志，从而完成了二胡

演奏艺术对区域文化的新颖传承。

三、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困境

（一）传统继承理念落后

在二胡演奏传统继承与发展中，部分演奏者、爱好者以及教

育工作者缺乏相对应的创新思维，其实践二胡演奏艺术的力度不足，

影响到二胡演奏的时代性发展。例如 ：二胡演奏与时代发展内容融

合力度不强，还是以传统的方法进行传承，很少运用信息科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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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思维传承与普及二胡演奏，阻碍了二胡演奏发展与进程。

（二）二胡演奏普及性不足

二胡演奏作为我国民间艺术形式，受到多数人们的青睐与追

评。但从二胡演奏发展现状来看，也存在二胡演奏普及性不高的问

题，部分人们对二胡演奏认知不足，融入到其中的积极性不高，影

响到二胡演奏时代的发展与创新。同时，在教育体系中，二胡演奏

虽然引入到其中，成为课程教育体系，在其教育的重视度不高，影

响到二胡演奏人才的良好培养。

四、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的创新发展对策

（一）加强二胡演奏艺术的传承

在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及创新发展中，提升二胡演奏艺术

传承的重视度，加强对二胡艺术的普及，使更多的人们融入到二胡

演奏中，发挥多人群的力量，促进二胡演奏艺术在多个领域中推广

与发展。首先，二胡演奏艺术的创新，应重视传统二胡演奏的精华

传承，加强对二胡精华的提炼，在继承二胡演奏独有的艺术气息的

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思想及元素，增强二胡演奏艺术创新的成果。

例如 ：在二胡演奏中注入钢琴及小提琴的意识信息，实现多艺术的

融合，为受众面提供艺术视听盛宴，提升声乐演唱及表演的综合水

平。其次，以生活化的元素为导向，挖掘二胡演奏中的民间艺术内

容，将这些信息传播，引起广大人民的共鸣，促进多群体融入到二

胡演奏实践中。虽然当前二胡演奏艺术盛行，但也存在部分人们对

二胡演奏艺术认知不足问题。基于此，通过挖掘二胡演奏中的民俗

思想及信息，赋予二胡演奏艺术新的内容，进行传统二胡作品的创

作，使其更为贴近于生活，成为优秀的二胡演奏艺术作品。例如：《赛

马》作品就以民间艺术为主要灵魂，其一经问世，在时代发展中享

有盛誉，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撑，成为不朽的名作。最后，在二胡

演奏艺术传承与发展中，加强对传统二胡技法与技能的学习，在继

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也实现传统技法与现代艺术技法融合，在相互

促进下生成新的二胡演奏技能与技巧，达到二胡演奏艺术传承与创

新的协同目的。

（二）加强二胡演奏艺术的交流

在二胡演奏艺术创新发展中，重视二胡演奏艺术的交流是必

要的，通过交流二胡艺术形式，更深入的了解二胡演奏内在艺术及

审美思想。首先，明确二胡演奏艺术的主体地位，认知到时代发展

中二胡演奏艺术重要性的同时，也推助二胡演奏艺术在时代发展中

推广，促进二胡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交流与碰撞，在彼此相互作用

下生成新的艺术元素，从而增强二胡艺术的创作能力。例如 ：通过

交流二胡演奏艺术，探究二胡的文化内容、演绎风格、民族特色等

内容，促进二胡演奏艺术在时代发展中生存下去。其次，加强对二

胡演奏精华部分的研究与讨论，尤其二胡爱好者，通过交流与探究

二胡作品，汲取作品的精华，可借鉴精华之处，创新二胡演奏形式

及内容。在二胡艺术交流中，应以平等、公平的思想为主导，增强

二胡演奏艺术交流的成果。最后，多元音乐文化交流的视域下，二

胡演奏的交流应吸取不同音乐作品及艺术形式的精华部分，将这些

内容进行重组组成，生成具有艺术气息的二胡演奏作品。同时，深

挖二胡演奏创新者应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敏锐性，增强自身信息辨

别能力，更好的分析音乐作品的优势及不足，以此不断的丰富二胡

演奏内容，强化二胡演奏创新及实践的综合水平。

（三）提升二胡演奏艺术创新能力

新时代下，二胡演奏艺术的创新发展，应不仅限于二胡传统

的发展模式，既应加强对二胡艺术起源的研究，也应立足于艺术视

角，吸取多音乐作品的艺术养分，推助二胡演奏向创新发展路径进

程。首先，努力在二胡演奏中注入现代艺术信息，每一个时代都具

有自身独有的艺术内容，在二胡演奏创新中应将时代艺术气息运用

到其中，使二胡演奏作品具有时代特征，呈现民族的灵魂，为人们

生活与艺术发展提供契机。其次，二胡演奏的创新在保留传统艺术

内容及气息的同时，也应借鉴多方艺术内容，以共享思想为导向，

实现艺术内容及元素的重构。二胡演奏不同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

通过不断的探究其中的艺术及精华部分，赋予其时代发展的内容，

使其更为符合人们审美、艺术追求需要，陶冶人们情操，发挥人们

艺术自觉传承的作用力量，从而推助二胡演奏在时代发展中广泛流

传。最后，二胡演奏的创新发展应凸显一定的民族性、人民性、情

感性、思想性，使其与人们思想、情感相近，以此使二胡演奏更好

打动人们，促进人们聆听及欣赏二胡演奏作品。例如 ：《第一二胡

狂想曲》作品、《第二二胡狂想曲》作品及《第三二胡狂想曲》作

品都称之为现代化音乐典范，其以二胡演奏为主打，以新疆音乐风

味为主要题材，结合时代发展的信息，实现二胡演奏作品的创作，

使其成为经过实际生活实践的音乐，推助其在时代发展中传承与弘

扬。

（四）培养二胡演奏艺术人才

在二胡演奏传统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培养二胡演奏人才是要

点，做到以人才的作用力度，推助二胡演奏持续发展。一方面，在

二胡演奏创新中，将二胡艺术引入到教育体系中，以学生为主要教

育对象，构建系统性的二胡演奏课程体系，使学生系统性的学习二

胡演奏，并在此过程中喜爱二胡演奏，以此为二胡演奏的发展培养

接班人 ；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二胡演奏普及，建设

多元的二胡演奏培训机构，促进人们融入到其中。例如 ：以社区为

单位，构建二胡演奏培训机构、开展二胡演奏活动等，拉近二胡演

奏与人们生活距离，培养更多的二胡演奏人才。

结语

二胡演奏艺术传统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并从加强二胡演

奏艺术的传承、加强二胡演奏艺术的交流、提升二胡演奏艺术创新

能力、培养二胡演奏艺术人才的维度，推助二胡演奏艺术对传统艺

术思想及艺术文化的继承同时，也促进新的艺术元素融入，尤其现

代化技术，拓宽二胡演奏艺术传承载体，推助二胡演奏艺术向国际

化路径推广，达到二胡演奏艺术弘扬的目的，从而彰显二胡演奏艺

术创新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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