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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中岭南音乐传统元素的应用探究
陈嘉文

（广东省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中国不仅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承，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文化，而这些

音乐之所以能够保存完好，就是因为音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者，被世人认可。虽然现代音乐越来越多元化，但是传统

音乐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篇文章以岭南音乐传统元素为例，从岭南音乐的本身出发，分析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在现

代音乐创作中的作用，把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创新应用到音乐创作中，丰富音乐的内容，促进岭南音乐传统元素的传播。   

【关键词】音乐创作；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应用

引言

岭南音乐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它不只是一个民族

的传统音乐，而是由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化组成的，这么多年

以来，随着民族音乐的崛起，岭南音乐迎来了新的契机。随

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的音乐和乐器种类越来越多，

不管是传统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都能够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流行的岭南音乐，已经融入了大

量的现代元素，成为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这种风格的音乐

不仅保留了岭南音乐传统元素的精髓，而且还加入了新时代

音乐的特点，使岭南音乐变得更加完整，为社会健康发展创

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1 岭南音乐的内容      

1.1 岭南音乐的发展         

岭南音乐具有十分鲜明的代表性，它蕴含着岭南地区优

秀的传统文化。随着国家对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视，岭南音乐

的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要想在未来的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的岭南音乐就需要不断的创新，需要不断地融合，只有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用到音乐创作中，实现优秀作品的创作。

由于岭南音乐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所以很容易

把原本的作品风格带偏，让现代音乐成为岭南音乐的主导，

所以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尺度，控制好岭南音

乐传统元素的使用量，防止预期的效果出现问题。

音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如何让这门艺术发挥最大价值，

就需要创作者不停地去研究、去创新，从而寻找新的灵感来

源。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保留着民族特有的传统性和时代性，

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并不突兀，欣赏起来别具一格。岭南音

乐大多数都是民间歌曲，歌词通俗易懂，不管是小孩还是老

人，通过简单学习就能够进行歌颂，现在这些音乐传统元素

被提炼成新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在现代音乐中发挥资源优势，

成为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的一部分，让它们代代相传，把岭南

音乐打造成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1.2 岭南音乐的形成        

岭南音乐在广西、广州一带非常普遍，有时候也称为广

州音乐、客家音乐，壮族音乐，瑶族音乐等等［1］。它是由

多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组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很难追溯到本

源。根据现在保留的资料来看，岭南音乐的形成随着地域环

境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化着，其中包括今天的岭南音乐传统元

素与现代音乐创作的融合，其也是变革的一部分，每一个时

代都有属于自己风格的音乐元素，传统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

传统，就是因为不管音乐怎么创新都有传统音乐元素的存在，

而这个元素刚好是传承下来的。

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包含着大量的传统音乐元素，每一种

元素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渐渐地成为了我

国民族文化与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仅能够创造文化价值

体现，还能够作为传统音乐被保护和传承，让它得以持续发

展。岭南音乐的传唱需要世人的共同努力，在民族音乐全面

爆发的今天，地方政府应该抓住机会，利用网络信息加强岭

南音乐的宣传，让人们通过网络视频来了解岭南音乐，学习

岭南音乐。  

1.3 岭南音乐的文化形式 

通过调查历史文献研究发现，岭南音乐的来源可以追寻

到商周时期，而真正爆发在唐宋时期，后来才随着历史的更

迭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当中。一直到现今，随着民族音乐的

再一次兴起，岭南音乐才得到人们的关注，岭南音乐有着十

分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沉淀，它可以是民

间音乐也可以是民族音乐，独具特色，岭南音乐的起源就是

民歌，也是这些民歌的发展和创新才有了现代音乐中的说唱、

戏曲、歌舞等［2］。

岭南音乐的文化来源于少数民族瑶族、壮族等其他民族，

它们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信仰都在音乐中完美地

展现出来，从岭南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及生

活娱乐休闲等，比如说众所周知的《刘三姐》，她的歌声一

直流传至今，只要歌声响起来人们就会不自觉地跟唱。现在

岭南音乐已经被作为音乐教学素材的一部分，加入音乐教育

体系，让岭南音乐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岭南文化需要

新一代年轻人的传承，需要与现代音乐的结合，不能让丰富

多彩的流行音乐影响到传统音乐的发展，要在流行音乐中融

入岭南音乐传统元素，使之成为新的流行音乐，在听觉享受

的同时还能够体会传统音乐的内涵，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 

2 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在音乐创作中的作用

2.1 促进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播发展  

一直以来，岭南地区就是世界各地文化交流中心，因此

岭南音乐也属于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在这里通过各种各样

的文化交流、碰撞，迸射出新的文化之火［3］。在这样的形势下，

岭南音乐的历史文化底蕴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传播。现在是物

联网科技时代，通过一个小视频就能够实现传播的目的，而

岭南音乐缺乏的就是创新，毕竟传统的岭南音乐不符合现代

年轻人的审美，比起传统的岭南音乐他们更喜欢现代音乐。

所以，音乐创作中岭南音乐传统元素的应用是岭南音乐传播

的最好机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音乐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和学者加入了岭南音乐的创作和研究，比如说现在比较

流行的抖音、快手或者其他直播软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

宣传活动，不管是岭南音乐的文化宣传还是音乐宣传或者是

相关的故事的传播，只要有一定的流量，就可以进行直播活

动，让打开直播的人感受到岭南音乐的魅力，这个时代可以

为岭南音乐的传播打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对岭南音乐的发展

与应用有着很大的关系。

2.2 促进岭南音乐传统元素与音乐创作的融合

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不只是音乐，还有相关的乐器，它

的本身就是由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来的。所以，它具有极强的

融合性，能够和任何音乐融合在一起，现代音乐种类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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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拘于语言、音乐风格，而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只是其

中的一个。从民族器乐来说，它涵盖了广东、潮州、客家等

三大乐种，每一种音乐都不同，而现有的有粤讴、粤曲、粤

剧、粤乐、岭南古琴艺术等，风格多变，元素众多，可以灵

活地应用到音乐创作中［4］。

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岭南音乐元素并不会影响音乐的本

身，反而会因为岭南音乐元素的加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让现代音乐展现出民族特色，在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与音乐

创作融合的工作中，首先可以在岭南音乐的基础上进行改编

和创编，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流行音乐或者是大众熟知的音

乐作为对象，在确保歌曲基本结构和音调不变的情况下用现

代音乐创作灵感和创作手法进行二次加工，在增加歌曲深度

的同时增加歌曲的难度，这样不仅能展现创作者的才华还能

够提升岭南音乐的质量。其次可以提取岭南音乐中的传统元

素，创作新的音乐，这些元素可以是语言、音调、歌词、舞

蹈及乐器，然后把这些元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加工或者是直

接采用现代音乐创作方法，让新的音乐作品既融入岭南音乐

的韵味，又有现代音乐的特点，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喜欢，完

成岭南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因为音乐创作不只是现代音

乐，还有古典音乐、爵士音乐、乡村音乐等等，只要岭南音

乐的传统元素融入的合理，就能够对音乐起到优化作用。 

3 岭南音乐传统元素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

3.1 丰富音乐教学素材

在“德、智、美、体”政策的推动下，各大中小学开始

加强民族音乐的教育，致力于让更多的民族音乐进入学校课

堂，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兴趣爱好，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

民族音乐的学习和传播中。学生是民族未来的继承者和建

设者，他们还处在学习阶段，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国家的支持，

现在把岭南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素材，让岭南音乐更好的出

现在学生的音乐世界中，传承民族地方文化。在广州一带，

不管是学校还是文化展览馆，都能够看到岭南音乐的影子，

当地人对岭南音乐也非常了解，如果把岭南音乐普及到音

乐教学素材中，又不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就要获得国家的

支持，让普及和教育相辅相成，在普及中教育，在教育中

普及，这种相互作用的推广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接受

和学习，也会发现大量的岭南音乐爱好者，促使岭南音乐

经久不衰。

把岭南音乐纳入音乐教学过程中，目的不只是为了岭南

音乐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抛弃。近几年，关于民族音乐的教学

课程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化，竞争力越来越强，要想在众

多民族音乐中脱颖而出，就要创作新的音乐作品，打造专业

的音乐团队，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岭南音乐的平台，让

岭南音乐成为他们的爱好。岭南音乐出现在音乐教学素材中，

可以打破传统文化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创作灵感。

3.2 提供音乐创作灵感

岭南地区的音乐教学领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被不停地

改革创新，随着现代音乐的不断冲击，除了老一辈的音乐家

致力于研究岭南音乐之外，现代年轻人只会对岭南音乐的传

统元素感兴趣。因为在音乐创作中，比起中规中矩的音乐作

品，他们更喜欢个性化、音乐元素丰富的音乐作品，他们会

把歌曲、舞蹈、舞台以及服装统一起来，让音乐成为一种艺术。

在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把握好音乐

的主题风格，主要音乐元素的种类，防止破坏音乐的整体质

量，然后以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为基本点，利用音乐专业知

识进行创新设计，比如说《寒鸦戏水》、《平湖秋月》、《出

水莲》等，这些音乐都具有广府音乐的华丽、潮州音乐的深

邃以及广东汉乐的古朴，它们三者虽然都被称为岭南音乐，

但是个性鲜明、积淀厚重，可以为音乐创作者提供高效的传

统元素［5］。岭南音乐的节奏、节拍和音律元素的类型非常

丰富，不同语种所展现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不管是粤语还

是潮汕话或者是客家语，都可以作为音乐创作灵感，为创作

者打开新思路，因为同一首音乐，经过不同语言不同乐器的

处理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当然有好有坏，不是所有的音乐

都适合改编，而是要考虑音乐的节奏和音调是否与岭南音乐

的传统元素形成一体，只有满足以上这些条件，才能够针对

音乐作品展开创作研究。

3.3 传播岭南音乐传统文化

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需要遵循一定

的原则，像整体性、合理性、科学性及特殊性。岭南音乐属

于地区音乐，它的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没有专业的指导很难

区分出来，在现代生活中，粤语歌曲众所周知，而岭南音乐

恰恰相反，除了本地人外人很少了解，粤语歌曲之所以备受

欢迎，除了出名的歌手之外，相关的影视作品也不少，所以

岭南音乐的传播仅仅依靠音乐创作是不行的，而是需要与现

代潮流结合起来。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都要具备足够的吸

引力，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比如说现代生活中比较流行的说唱、街舞，他们具有很

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可以让人们跟随节拍一起舞动，重要

的是这方面的音乐知识需要从小培养，它的基础功底要求非

常严格，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在音乐创作过程

中创作者还应该考虑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自己的音乐领域

里进行创作，而不是把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直接应用到自己

的音乐作品中，给自己的创作带来难度，音乐创作是严谨的、

随性的，也是自由的，不需要太多的束缚，只有这样才可以

创作出富有生命的音乐，把传统音乐文化的精神体现出来。

岭南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是富有情调的，它们可以欢快，

可以悲伤，可以豪放，没有特定的风格，如果把节奏比作岭

南音乐的风骨，那么旋律就是岭南音乐的灵魂，没有风骨的

岭南音乐是没有灵魂的，也没有传播的意义。所以，我们把

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应用到音乐创作中，不仅仅是为了学习

它的音乐风骨，还要为音乐赋予新的生命力，使岭南音乐广

为传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岭南音乐的传统元素融合了多个地区的音乐

文化，可以为音乐创作提供充足的创作灵感来源和创作空

间，这样的应用不仅传播了岭南音乐文化而且还丰富了教学

素材，为音乐创作开创了新的征程。

参考文献：

[1] 周子阳 . 当代扬琴作品创作中的传统音乐元素运用

探讨 [J]. 新丝路：上旬 , 2021(5):1.

[2] 杨婷 .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中

的应用探究——评《岭南传统音乐概论》[J]. 高教探索 , 

2020(5):1.

[3] 蓝云飞 . 我国流行音乐创作中民族元素应用研究

[J]. 音乐教育与创作 ,2021(9):49-51.

[4] 王雯婧 . 藏传佛教音乐元素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运

用研究 [J]. 黄河之声 , 2021(18):4.

[5] 陈梓菲 . 客家音乐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视唱教学中

的实践性探究 [J]. 艺术评鉴 ,2020(20):4.

作者简介：

陈嘉文，女，汉族，1982-4，广东东莞人，广东省东莞

城市学院，讲师职称，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主

要音乐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