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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音乐文化在

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传承与创新

包文杰

（宿迁学院　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中华文明发展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音乐文化占据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音乐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

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是根本。所以，我国应当积极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并将其更好的和

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融合，进而完成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本论文首先从民族音乐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的“者”的关系入手，对二者的影

响进行了论述。第二节从国家精神发展的历程中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族精神发展历程中民族音乐文

化的创新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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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developed a splendid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our country, music cultur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art. Therefore, music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mponents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The foundation is also 

fundamental. Therefore, our country should actively develop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excavate the national spirit in it and better integrate it with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culture, so as to comple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and the “person” in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music culture from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pirit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m of national music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pirit in our country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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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民族文化特征：

第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文化和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

生活习惯等紧密相连，在数千年人民不断发展和沉淀的过程中构成

了极具特色且特殊的民族特色。比如中国的文字和筷子文化等。

第二，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我国具有五十六个民族，不同的

民族之间受到各种因素，比如气候、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发展了不

同的民族文化，他们之间存在这较大的差异。但是因为我国自古以

来便非常重视地区和文化交流，在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的同时，不同

的民族文化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共性。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不仅表达

了民族的习惯和特色等，其还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比

如古代，中国的瓷器非常受欧洲各国的环境，法国凡尔赛宫就受到

中国古典瓷器文化的影响而体现了很多中国元素。所以优秀的民族

文化是会被借鉴和吸收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推动了文化共同性的发

展。

第三，民族文化的延续性。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分支，

其托生于文化并带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民族音乐中体

现了民族特色和思想等。不同的民族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音

乐，这些音乐动听悠扬，同时也构成了我国贯穿历史的音乐发展历

程。

2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传承

2.1 中国古代民族音乐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从最早期的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之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

之后发展到近现代历史，我国古代发展历程非常悠远。在社会制度

不断变更和发展的同时，我国古代民族音乐文化和精神得到了传承

和发展。第一，古代音乐包含了历史文化，比如君子六艺中就包含

了乐。比如西周时期便出现的青铜编钟等，为当时的礼乐教育提供

了巨大的支持。另外，古代职业分三六九等，而下层人民百姓并没

有很多的学习机会，音乐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为民众受教育和学习提

供了很多的支持。第二，封建王朝十分注重仪式中礼仪与音乐的规

范和选择，在不同的仪式上都有不同的严格要求，会具体到仪式的

每一个环节。

2.2 中国近代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近代社会，新文化运动为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同

时很多文化人重拾笔杆，通过笔杆这把利剑刺向了当时的官僚思想、

封建思想等。而音乐文化也随之发展，很多现在都耳熟能详、磅礴

大气的音乐就编写于当时的环境，比如《黄河》等音乐，为促进爱

国文化和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促进和支持的作用。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

伤害，人民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这段时间里，民族音乐的

旋律响亮而又激动人心，鼓舞着中华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前进，

例如《国难歌》、《抗日救国歌》。尤其是在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在

艰难条件下成立了抗日文艺团体和中央文艺团体，这期间革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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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使革命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所以音乐家依

然可以通过音乐来传播民主思想，传播反叛封建糟粕的精神以及对

自由的向往等。

2.3 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我国从解放全国到如今将近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小，

我国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优化。从百花齐放的“双百方

针”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重视

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大

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国家发展而不畏艰险、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百折不挠、百折不挠的精神，被音乐家们谱写成《我为祖国

献石油》，将大庆精神的传播具象化、扩大。

3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创新

3.1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的上层设计形式创新

在笔者的研究下发现，古代音乐的创作和推广等对于维护国

家和平，促进经济繁荣等均发挥了作用，所以古代统治阶级会通过

创作音乐来确保上层阶级的统治地位。就拿《秦王破阵舞》对李世

民的英勇和战功的赞赏来看，具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民族音乐是一种

强大的力量。将民族音乐文化和政治融合一起，对于促进地区和平，

确保统治阶级地位不动摇等非常重要，并且对于提高底层平民的文

化水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3.2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教学内容的创新

在音乐教育中，要注重民族特色，并融入当地的民族文化，

以增强学生对当地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学习。在开展民族音乐文化教

学时，要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适时地将民族音乐的历史内容与民

族音乐的历史融合起来，让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有一个更全面的认

识和理解。进而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音乐的创作历程和创作者的

心境等，在获得更多音乐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将中国民族文化传

承下来。

3.3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教学目标的创新

再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将音乐教学和民族精神教学融合一起，

通过音乐来体会民族精神，或者定去举办民歌活动来促进中华民族

精神的交流和推广。采取多元化的推广形式来将民族精神一点点传

递给学生和大众，从而为促进我国传统民族精神和音乐的传承和发

扬。

3.4 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教学情感的创新

在开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同时，将音乐元素的形式与内涵的美

结合起来，对启发人心、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有益的。

从社会文明的观点来看，音乐文化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的心灵更加纯

洁、更加善良、更加美好，从而使人的内在品质得到完善，从而使

人们的心灵得到充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灵魂，而民族音

乐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表现方式，它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它

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民，提高人民的素质，增强人民的精神。

4 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目标

4.1 培育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兴趣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诞生了大量的民族音乐文化，

在时间的洗礼下，民族音乐文化不断优化和被大众传承创新，其中

不仅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包含了创作和传播年代的一些特点和

当时人民的生活方式等，这些民族音乐不仅具有音乐价值，其文化

价值和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民族

音乐体会其背后的文化和当时人民的生活习惯，体会时代的风土人

情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转化学习的态度。另

外，音乐教学活动较为灵活且轻松，民族音乐教师应当认识到音乐

这一学科的特点并让学生从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会民族音乐的魅力

所在。

4.2 从实际出发，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民族文化经过朝代和先进思想的冲击和洗礼，其中的部分糟

粕已经被摒弃并保留了大部分的精华，所以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是

对于社会发展和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世界是具有较大的帮助的。若

仅仅把民族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教学的力量是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的。为此，应当结合国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而

培养出综合素质极强的民族音乐人才，让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创新，

通过民族音乐不断发扬和传播民族精神。另外，强化师生和生生心

灵上的沟通和交流可以更好的理解民族音乐文化，更好的传播和发

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所以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不断交流和沟

通。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工作需要将文化中包含的各种

因素体现在教学活动中，这对于促进学生音乐水平的提升以及更好

的理解民族音乐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为了更好

的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体现传统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应

当深入发掘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华和意义，并结合时代发展特征等创

新民族音乐文化，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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