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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功能与构建的策略解析

李筱炫

（韩国全州大学　55069）

摘　要：基于我国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发展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为促进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出音乐文化的主要

功能，经探究分析后整理出以下策略：应加强政府重视，强化政府指引与支持；构建规范社区，加强音乐文化资金支持；拓展宣传途径，

开发音乐文化教育内容；扩建师资团队，创造音乐文化演出机会；实现设施共享，开展音乐文化欣赏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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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music	culture	in	China,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culture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functions	of	music	culture,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sorted	out	after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strengthen	its	guidance	and	support;	Build	a	standardized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port	 for	music	culture;	Expand	the	propaganda	channels	and	develop	the	content	of	music	culture	education;	

Expand	the	teaching	team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music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Realize	the	sharing	of	facilities	and	carry	out	the	cultivation	of	

music	culture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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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社区音乐文化的功能

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既是社区内民众情感沟通，人际交往的重

要媒介，也是地方社会文化以及城市风貌的关键部分。当前，我国

城镇发展水平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更加着

重追求精神文化层面，也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社区音乐文化

也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和功能 ：

（一）娱乐功能

城市社区音乐文化的关键就在于其娱乐的作用。音乐文化的

娱乐性涵盖主要分为“日常音乐生活”和“非日常音乐生活”两部分，

“日常音乐生活”涵盖范围为 ：社团音乐兴趣活动，老年音乐大学，

同好会等，而“非日常音乐生活”则包括 ：音乐节庆，音乐文化公

演，音乐竞赛等。通过构建真实生活社区音乐平台以丰富民众的精

神娱乐需要。

（二）教化功能

城市社区中的音乐文化，不仅能陶冶个人情操，而且能起到

育人的作用。文化软实力是指靠吸引力来实现目标的能力，而不是

靠威逼或者利诱以达到目的，音乐文化作为文化其中的一种类型同

样承担着教化功能。例如佛教音乐等将思想以音乐的形式进行传播

便于接收者潜移默化地理解与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千年。我国红色革

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走进新时代》等，这些

曲目见证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后各个时期的国家发展历

程，也激发着爱国情怀，塑造着民族凝聚力。城市社区音乐文化中

富含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寓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一个人的思

想与修养。许多歌曲的主题都是歌唱美好展望未来，其中心思想就

是能够鼓舞人民的心灵，营造积极情绪。当人们加入到城市社区音

乐文化中，其品格就会得到塑造，思想及修养也会提升。

（三）审美功能

受后现代经济的影响下，一方面，大众对音乐文化的审美偏

好更趋向于娱乐化、休闲化、日常化、情感化，大众审美的偏好转

变冲击着精英主义文化【1】，例如韩流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歌手

鸟叔，BigBang，防弹少年团等曾经在各国音乐榜上名列前茅，大

众流行音乐文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冲击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大

众对音乐文化的审美是可以被引导的，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使

公众对于嘻哈音乐有所了解并拓展嘻哈音乐接受人群，2019 年央

视特别节目歌舞《丽人行》播出后，引发网络热议，并成为民间舞

者模仿的范本，舞蹈《丽人行》与歌曲《双面燕洵》影音组合也

随之成为网络人气视频。2021 年河南的音乐歌舞表演《唐宫夜宴》

以及 2022 年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所呈现出的影音盛宴获得了

大众的好评，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以一种新的组合形式成为了大众

接受的审美趋向，从对民族文化审美为出发点逐渐实现对我国的文

化自信。音乐文化中的材料与审美不仅来自于历史与文化，更需随

着这一阶段社会大众审美意识与新兴媒体的发展进行不断地调整。

在社区的音乐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大众当下的审美趋向与积

极的审美引导这两个要素，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设计和组

织。

（四）保健功能

丰富多样的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能够放松人们的身心，并

营造愉快、积极的氛围，对人体有着良好的保健作用。黎族的竹竿

舞需要参与者伴着音乐的律动进行跳动，外国游客将其称为“世界

罕见的健美操”是因为参加这项活动时将主要采用肌肉运动的形式，

可达到提高人心血循环系统及呼吸系统技能状态、强化肌肉、活动

关节等好处。在城市中广场舞活动同样是随着音乐而开展肢体活动

来达到活动关节和强身健体。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需要这类有益

民众身心的音乐事业，通过此类文化活动能够锻炼身体素质、放松

身心，为人体带来许多益处。

（五）社会群体凝聚功能

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反映着一个地区的文化风俗，同时也是地

区发展水平的侧面反映。2003 年创意理论研究学者理查德·佛罗

里达提出创意城市的“3T”理论，提出地区的创意发展力与包容

度是呈正相关的。2004 年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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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数研究》，指出影响香港地区创意发展的四个要素 ：结构与制

度，人力、社会、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主要指地区对于文化艺

术（音乐）的经济支持，社会环境与创意活动（音乐文化）的环境

因素和参与文化事业的人数比例。对社区音乐平台建设的支持，能

够使社区民众之间有网络功能的文化媒介，表演者和观赏者能够进

行彼此的互动、交流、欣赏，从而增加邻里间的包容度和创意指数。
【2】社区音乐文化不仅能够营造出城市居民的娱乐氛围，同时也能

够提升幸福指数。在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中，音乐通过动感的韵

律以及优美的舞姿展现出来，让参与的人们沉浸其中【3】。久而久之，

经常参与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人就会变得更具有包容力，乐于

社交，同时地区群众的包容度的提升有利于团体凝聚力和城市创造

力的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文化建设逐渐完善，音乐文化建设也在逐步

发展，音乐文化建设虽然已经获得了一些正向效果，但是依然处于

探索时间的尝试阶段，仍存在诸多弊端。其不足之处体现各方各面，

需要不断的成长和完善，紧跟城市文化建设的步伐，向美好明天迈

进。针对于此，以下提出一些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构建的策略 ：

（一）加强政府重视，强化政府指引与支持

针对政府层面，首先要改变原有的思想观念，强化对音乐文

化建设的认知，并提高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正确认

识到政府部门在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中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出

政府部门的主体地位，进行正确的指引，促进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

设发展【4】。其次，要不断完善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管理体系，

保障其文化建设的规范性，同时也要推动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顺

利开展。政府部门也要协调好社区区委会这一管理阶层，要求其走

入群众内部，掌握群众的真实需求，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设计音乐文

化建设的方案，树立正确的音乐文化建设目标。政府部门之间也要

针对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方面达成一致性意见，并对城市社区音

乐文化建设进行明确的工作划分，进而逐步形成工作分工。更要让

各部门深刻了解自身职责，提高其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进度，促城市

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稳步发展。

（二）构建规范社区，加强音乐文化资金支持

随着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城市的经济水平都得到了

逐步提升，地方政府要站在产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出发，设计适

用于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政策以及发展策略，鼓励城市社区开

展文化的教育以及实践工作。首先，政府部门要向对城市社区现有

的活动设施、文化建设资源、音乐播放设备等进行调研。如文化广

场、礼堂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城市社区现有的活动场地进行规

划，调动社会公益机构投入到音乐文化建设中。其次，整合专业水

平的师资队伍根据当地文化以及特点设计不同的音乐风格，推动城

市社区音乐文化资源的整合，创造出独特、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音

乐文化【5】。最后，政府部门也要针对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进行

资金支持，应对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的各项问题，为音乐文化建

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利用好已有的音乐文化资源，并制定符合群众

要求的文化项目、活动等，以此来改善城市社会音乐文化的诸多问

题。

（三）拓展宣传途径，开发音乐文化教育内容

城市社区音乐文化的建设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音乐文化基础，并

不断吸引优质的音乐文化理论资源以及实践互动的方式，逐步改善

原来许多落后的城市社区文化，并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方

面，增加城市社区与周边区域内高校合作的粘性，丰富音乐的种类

和教材，以及音乐文化教育的内容。将社区服务中心的管理者作为

带领，融合城市特色文化资源，指引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其中，加入

到歌曲演唱、乐器演奏、舞蹈展现的培训中心，开发运用多样化音

乐元素，不断更新社区音乐文化的音乐曲目、舞蹈种类【6】。另一方面，

要借助互联网科技手段，通过媒体平台、软件等组织社区居民进行

音乐的学习和实践。并举办各种音乐演出，聘请专业的音乐指导人

进行演出的指导。借助多样化网络信息传播途径，让群众欣赏到音

乐曲目、舞蹈表演等内容，能够让群众通过便捷的方式，掌握歌唱

技巧、演奏技能以及舞蹈要领。除此之外，城市社区的指导教师要

站在居民的角度，加入到音乐文化的排练、演出以及大小型活动中
【7】。如北京门头沟区淤白社区居民，在 2013 年登上北京电视台春

晚的舞台，随着伴奏音乐开展《永定河畔的大河之舞》的表演实践。

将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生动展现，带动区域文化有效传播。

（四）扩建师资团队，创造音乐文化演出机会

城镇社区必须要和高等院校、剧场、文化馆、群艺馆有着足

够的协调性。让科班出身的有专业素养的人群担任指导老师，扎根

到所有社区进行歌曲演绎、舞蹈姿势的指导，逐步展开具有多样性

的基本的乐舞培训，这样可以帮助社区群众提升居民的演奏水平和

全方位素质养成。还要依靠社区居民的基本音乐情况、表演艺术能

力，进行有判断性的提供更多适宜地表演机会。可以让其在各种各

样的民间文化团体里进行多彩多样的群体表演，在这个过程中，也

可以邀请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进行表演，由此来提升大家的艺术素

质。在增长居民眼界的同时，还能让居民更加愿意参加到各种活动

中来，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满足感。

（五）实现设施共享，开展音乐文化欣赏培育

城市社区音乐文化要想使其发展范围更广、受众性更强，一

定要将城市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完善。在这种

发展环境下，定要利用与高校相结合的音乐文化建设方式，城市社

区要对其提供相应的音乐文化活动场地，再借助高校中的音乐文化

资源以及设备，如音乐文化教材、演奏乐器、音响设备等，解决社

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困境。并且在落实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资源

共享举措下，将专业音乐教师以及音乐专业从业者作为主体，进行

音乐文化欣赏的培育，逐渐提高社区居民的审美水平以及思想情感，

使居民的精神层面得到提高。如以学堂坡社区、湘桥社区的普通居

民为例，该社区的居民大多处于知识文化水平高层人群，都具有资

深的艺术审美以及文化追求。在社区音乐文化欣赏的培育中，就可

以引用西方典型曲目，逐步提高居民审美能力，用音乐文化活动陶

冶人们的情操，提升社区音乐文化的核心内涵以及育人价值。

结束语

构建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

要举措，城市社区音乐文化发展彰显着我国文化建设历程，也同样

反映着一座城市整体的文化风貌。音乐文化建设过程中需兼顾公众

审美意识，从下至上选择与区域相契合的音乐文化来发展，从整体

出发则需政府及有关部门从上往下扶持与协助。城市社区音乐文化

不仅要满足社区居民不断丰富文化的要求，还要在社区发展中发挥

推动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团结和稳定发展，促进了城市文明

的有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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