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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曲保护的路径选择

杜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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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典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文化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风格”“中国
元素”的当代应用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命题。保护发展中国古曲是将传统古曲中的中国元素进行当代运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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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China'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ic and cultural arena,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elem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music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Chinese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ancient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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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大批音乐作品，蕴含中国传统音乐美学

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 , 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其中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实现中国音乐的现代表达，还有很多

工作要开展。从中国古曲入手对中国元素进行充分的借鉴与吸收可

以为当代音乐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传统素材和中国精神。

一、中国古曲保护发展现状

古曲产生时代距离近现代较为久远，流传下来的大多属于器

乐曲，其传承保护难度较高。近代的中国古曲发展主要是从 20 世

纪初开始，随着新式学堂中音乐课程的设置，西方的基本音乐理论

和音乐思想开始较为系统的在中国较大范围的传播。新式学堂培养

了音乐人才推进了音乐教育，这些音乐人才再音乐教育中自然的将

本民族的古曲音乐作为了教育教学的素材，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曲

音乐的保护和发展。

尤其是结合时代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

全体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而战，民族觉醒之深刻在音乐领域的表现

非常强烈。空前高涨的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在音乐创作中体现浓烈

的中西融合特点，普遍是运用西方音乐作曲技法，依托中国传统音

乐素材元素。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对于传承

中国古曲和推进我国音乐事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新中国成

立后，古曲音乐在创作上延续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

融合的情况，在作曲技法结合、民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应用、民谣诗

歌体例的应用方面均有不少成绩。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针对古曲本身的保护研究还很

不到位。突出的问题是，我们一般延用西方音乐学科的思维，建立

了音乐教育教学制度体系。而具有本民族本文化属性的民族特色的

音乐教育体制还很不健全，致使在古曲、民族音乐方面的保护和研

究力量薄弱，不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近几次的全国

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

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论述。田青先生曾指出，“音乐院校出来的民

乐演奏家们普遍存在着技术强、艺术弱、文化缺的现象”。在这种

情况下古曲的保护和当代应用研究必须提高的新的高度。加强对中

古本土古曲的保护研究和现代应用在本质上是抵御西方文化对本土

文化冲击的题中之义，也是展现中国音乐气派的必由之路。

二、保护发展中国古曲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相对论下的文化认同

音乐本身范属文化层面。19 世纪的欧美学者普遍存在欧陆文

化中心的思想，轻视其他文化。美国的博厄斯在 20 世纪初率先系

统批判了以本民族文化特点去批判异文化的问题，强调不同民族间

的文化具有差异和平等的价值，这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对推动世界各

民族文化艺术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我国的王光祈、匈牙利的

巴托克和日本的田边尚雄等人对于本地区本民族音乐的研究对于打

破比较音乐学研究异国范畴的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族音乐学的

确立对于各国科学系统研究本民族音乐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

用。就音乐文化而言，匈牙利的巴托克作为民族主义音乐作曲家，

在挖掘本和应用民族音乐元素方面具有重大成果，这些研究不再满

足于照搬民间音乐的原本素材，开始从民族音乐原始而独特的音乐

素材中筛选精华，结合了现代音乐技法来凸显民族音乐的科学与独

特。

博厄斯和巴托克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音乐理

论发展和古曲保护的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提供

了研究方法。在构建中国古曲音乐价值体系中，应以文化层面的互

相尊重、认同为跟本，这是中国古曲音乐保护、传承发展的基础，

是开展相关音乐教育的基础。

（二）中国古曲中凝聚的民族情感

中国古曲音乐的保护发展需要树立树牢文化自信，在研究层

面需要系统集成，整体谋划。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我国具有丰富的

民族音乐资料流传，独特的乐器，传唱中外的经典古曲。古琴曲、

词乐这样的古曲音乐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烙印，这

种美学共鸣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也是其最独特的艺术本质。

中国古曲音乐以儒家学说中的“和”作为美学领域中国传统文化意

识与精神的集中体现，以“弦外之音”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

心思想。

中国古曲音乐蕴含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音

乐本身不是情感，但可以承载情感、抒发情感、引人共鸣，所以说

不同的音乐风格记录了不同的音乐情感。在音乐的创作、流传、表

演、欣赏的各个环节都与一定的民族情感相联系，音乐所凝聚的民

族情感有着深刻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中国的古曲记录了几千年来中国古人的民俗、劳动、祭祀、战争等

多种社会状态，承载着时代背景、壮美山河以及作品创作者内心的

种种情怀，成为了历史文化的媒介和载体。通过对中国古曲的研究，

能够从情感上、心理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共鸣，在挖掘民族文化丰

富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即是对中国古曲认识的再深刻，也起到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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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的积极作用。

（三）研究中国古曲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当代的古曲音乐保护研究，大多从器乐或声乐的改编、教学，

或者单一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特定曲目的保护和发

展具有意义，对相关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材料和

研究储备。对于我们开展中国古曲系统性的保护研究提供了基础开

拓了视野，但是也存在研究不够系统不够成体系的问题。

中国古曲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中国古

曲对于促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和丰富民族音乐文化意义重大。中国

的古曲在发展传承中经历了多朝代，具备不同的时代风貌 ；中国古

曲经历了多民族交融，具备不同的民族风格 ；中国古曲经历了多文

化的浸润，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技法特点和思想内容均涉

猎广泛、视野开阔、方法多样，具备鲜明特色。我国的音乐文化具

有较高的包容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一脉相承。随着

生产力的提高，民族间交往交融日益频繁、交往程度日益深厚，中

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其包容性吸收了来自西域等地的多种乐器精

华，融合改造成了我们的音乐文化。国外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理论

和方法已较为成熟，对于我国研究本民族音乐具有指导意义。但是

我们的研究应当避免完全西化的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

统，坚持守正创新是研究中国古曲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古曲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多元文化指导下的中国古曲保护

开展民族音乐保护工作必须在多元文化思想指导下，坚持守

正创新接续中华文脉。中国古曲保护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将古曲中的中国元素转化为文化自信的坚

实基础，需要统筹历史与当下，激发中国古曲的当代艺术价值。

在音乐教育中，保护中国古曲需要坚持音乐理论与实际应用

相结合。业已形成的音乐教育体系，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中有从无到

有的积极意义，也存在与我国音乐传统接续不畅的问题。这里既有

对西方音乐的过度推崇，也有对民族音乐的自我怀疑。在基础乐理

的教学中基本上直接使用欧美的记谱法和调式体系，而民族音乐在

内容上仍然偏少、重要性不够突出。民乐民歌的讲授比较有限，缺

乏针对中国古曲的专门性课程。在新时代，随着文化自觉的增强要

求我们展示中国音乐的新气象，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科学有效的保护

好发展好我国的音乐遗产。在多元文化指导下，要坚持推进音乐教

育体制改革，完善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教学模式，探索建立与中国

音乐传统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只有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师资培

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调整等多方面共同发力，将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真正放在一个新的高度，才能为发展古曲等一系列传统音乐形

式的保护研究提供保障。

（二）中国古曲研究的依托和侧重

中国古曲研究要有课程作为依托。中国古曲研究是一个系统

工程，围绕相关研究目标要有学科支撑、专业与课程的设置、师资

队伍的完善、专业教材的普及，其中最为关键的应是专业课程的依

托。有课程就有传承、有课程就有研究、有课程就能在教学中发现

问题、有课程就能在教学中研究解决问题。

中国古曲研究要侧重系统研究。按照断代分类对明清时代以

降的各类代表性乐论进行思辨性研究，以体现中国历代音乐理论的

基本面貌和大致轨迹。中国古曲研究要侧重从古曲中提炼中国元素，

元素的应用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民歌及乐器演奏技法等与中国

当代音乐创作之间形成深入的融合，成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

民族特质。中国古曲研究要侧重应用。国内传统乐器的演奏方式与

西洋乐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共通之处，因而演奏技法在国内的发展过

程中也借鉴了很多这些传统乐器的演奏方法。中国古曲在当代音乐

中的应用不仅限于创作层面还应在演奏层面予以重视，通过创作与

演奏的双重应用更加全面丰富的展示中华音乐文化。

中国古曲的保护需要相关研究的支撑，也离不开教育教学中

对人才的培养。在古曲教育中应持续兼容并蓄，业已形成的和声、

复调等效果显著的音乐课程应予以加强。要重视对音乐人文的关怀、

历史文化的熏陶，不能走一味强调西洋乐和音乐技法的路子。在教

学评价方面要更加重视传统音乐的多样性、丰富性，兼顾音乐教育

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差异。中国古曲人才培养不能从高等教育才开始，

应当考虑大中小学一体设计一体研究。解决问题是研究的目的，推

进大中小学音乐课衔接贯通，不仅是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更重要

的是要针对古曲教育弱化的问题发力。在师范院校音乐教师培养方

面先下苦功，培养一批有民族情怀、爱民族传统、懂民族音乐的大

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如此才能在后续的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中逐

步加强中国古曲教育。还要根据学生的发展规律，协调古曲的音乐

理论教育和实际体验课程的课程分布，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三）中国古曲研究需要重视古曲乐谱的研究

中国古曲体制庞大，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粗略可分声乐器乐、

还广博到不同民族。需要系统集成注重记谱法断代分类研究，按照

非书面记号谱和书面记号谱两个门类对图形谱、数字谱、文字谱、

奏法谱（减字谱、敦煌曲谱、琵琶谱等）、音位谱（吕字谱和工尺谱）

进行全面梳理。同时不能忽视各民族传统古曲的独特精髓，应开展

对各民族器古曲的整理汇编，完整保留系统研究，进一步丰富古曲

音乐的体例和素材。

古曲乐谱是保护传承中国古曲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随着数字

技术的快速进步，为古曲乐谱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基于此在研究中国古曲保护和发展利用问题时应注重现有乐谱的数

字化保存工作。

目前中国古曲的保护还需考虑中国的音乐理论要基于什么样

的音乐史、中国音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新

音乐这样几个问题。总之，我们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和研究，

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古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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