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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与传承路径分析 
吴琳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新乡市  453000） 

摘要：伴随着我国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断深化推进，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相关传承问题再一次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传统音乐

艺术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民族音乐艺术领域的实际发展和传承路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

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艺术传承人员在实际的工作开展过程中引发更多的思考，从而在整体上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我国的传统音

乐艺术起到深远的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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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族音乐的创新和发展不仅能够集中提升我国文化的传播和

生命力，同时也为提升整体国民艺术的鉴赏能力起到深远的影响作

用。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大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传承效果，相关

政府部门人员应当进一步优化自身的工作思路，通过结合不同区域

音乐文化传播的实际特点和相应的文化产物进行深入的挖掘，并结

合目前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有效优化，最终不仅

能够更好的形成科学高效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体系，同时也能为有效

推动民族音乐的国际化发展起到深远的积极促进作用。 

一、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特征分析 

（一）多样性特点 

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我国整体由多个

民族构成，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形式较为不

同的音乐种类和表达形式。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使得我国的民族音

乐艺术呈现出多样性的设计特点，同时在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进一

步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并且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内涵和

特点也在彼此的交融和创新，这样的实际情况使得我国民族音乐艺

术的发展多样性进一步扩大，同时应用和表达的音乐元素种类也在

不断地增加。例如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民族音乐当中就广泛的融入了

以打猎为元素的相关音乐创作类型，这其中不仅与北方民族的日常

生活和劳动形式产生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同时也表达了北方游牧民

族自身的独特情感。[1]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整体国土面积相对较

大，虽然辽阔的国土内部不同区域的人民群众也呈现出地域上的实

际特点和差异，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方言和话语

表达习惯，同时也在音乐艺术的创作和表达过程中凸显出不同的特

点。例如闽南语的大部分音乐作品往往与其他地方的音乐艺术产生

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这不仅与地方的语言系统和鲜明的文化

区域特点相关，同时也表达了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独特艺术观念。 

（二）悠久性特点 

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不同，我国传统民族音乐

艺术的发展呈现出较长的历史特点，这样的发展悠久特征与文化的

整体传播过程产生着巨大的联系。相关专家通过对于现存的历史文

献和考古文物，不仅能够在春秋时期就出土大量与音乐艺术相关的

文物内容，同时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五音音阶为核心的独

特音乐表达形式。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民族音乐

历史的悠久性特点，同时也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整体历程提供了

重要的史实资料。除此之外，在我国曾侯乙编钟等文物的出土过程

中，乐器作为音乐艺术表达的核心构件，不仅体现了我国民族音乐

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水平，同时也为进一步增加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

整体广度起到了有效地拓展作用。 

（三）经典性特点 

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经典性特点主要体现在艺术形式具

有较为强烈的风格和表达主题，对于相同的演奏内容也往往对于乐

器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统一性。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不同乐器

类型形成了较为经典的民族音乐创作作品，同时也为进一步表达我

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高度起到了有效的展示作用。这些艺术作品不仅

在器乐的演奏和编排上十分丰富，同时对于音乐创作的相关源头和

灵感也往往能够追溯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不仅进一步提

升了我国艺术文化延伸自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性，同时也在另一方

面为促进整体音乐旋律的的风格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意义。[2]例如以

二胡这一乐器为核心的民族音乐创作作品主要以《二泉映月》为核

心代表，而相应的琵琶演奏乐器则以《十面埋伏》为经典作品。这

些中国传统乐器的应用不仅进一步加强了相应音乐文化发展的经

典性，同时也为体现我国民族音乐的不同特点和艺术价值起到了深

远的促进意义，并最终为进一步扩展我国民族音乐在创作和发展过

程中的高度和深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影响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和传承的因素分析 

（一）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文化冲击因素 

随着我国近些年来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整体发展趋势，国家的整

体经济建设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在逐年扩大，这样的实际情况虽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资源获取水平，但是也在另

一方面受到了更加多元化的文化冲击。这不仅大大影响了人民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文化娱乐需求的方向性改变，同时也在深层次地

影响着人们对于民族音乐艺术的接受和传承质量。[3]例如 00 后的这

一代人在网络信息化技术的价值下，不仅受到了西方精神文化的不

断影响，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对于东亚日韩文化的相关产品产生着更

加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进一步压缩了年轻人对于民族

音乐艺术的了解空间，同时审美习惯影响也进一步造成年轻群体对

于民族音乐艺术产生较大的不认同。这不仅给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

发展和传承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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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建设质量。 

（二）发展与传承的资源条件匮乏因素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背景影响下，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和传承，

发展空间上不断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在以下两个方面

进一步造成整体的发展传承资源受到抑制。第一，随着民族音乐艺

术的传承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断代，老一代传承文化的艺术工作者在

逐渐老去和消失，一些具有深远音乐文化传播意义的艺术种类正在

不断的消亡。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给民族音乐艺术的多样性发展

和继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同时整体可传承的文化艺术种类也在进

一步减少。第二，由于现代文化艺术的传播途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传统民族音乐艺术与现代化

的传播途径产生了较大的矛盾，最终不仅影响了音乐作品的实际传

播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整体的发展和传承工作开展起到

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作用。 

（三）艺术传承的培养和保护工作缺乏因素 

在实际的民族音乐艺术发展和传承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相关

的艺术传承培养和保护工作缺乏较大规模的响应，因子从事传播和

宣传的人员群体仍然规模较小，这样的实际情况给整体音乐艺术的

传播培养和保护工作开展造成了较大影响。[4]除此之外，政府相关

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际的文化保护和管理工作开展时也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意识薄弱问题，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更大

范围的音乐艺术普及和传播目标不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从事相应的

工作人员自身的艺术和文化价值并不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最

终不仅造成了相关培养和保护工作的实际开展规模和力度进一步

下降，同时也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引导偏向以及传播不畅的

实际问题。 

三、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路径优化分析 

（一）进一步加大民族音乐意识的传播力度和途径创新 

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民族音乐艺术的实际发展和传承效果，相

关宣传人员首先应当从民族音乐意识的传播力度和途径创新入手，

进一步将传统音乐艺术的相关特点与新型媒体和传播形式进行更

加深入的融合，从而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认识并了解民族音

乐的实际内涵和相关特点，同时也能够在另一方面结合本地区的实

际文化特点进一步扩大相应的宣传力度。这样的工作内容优化不仅

能够更好地促进区域内更加浓厚的文化传播氛围，同时也能够让人

民群众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艺术审美水平，从而

不仅能够针对西方浅显的文化内容进行更具客观理性的批判性借

鉴，同时也能够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来进一步增加对于民族音

乐的欣赏和包容度。 

（二）进一步开发和提升民族音乐的传承效果 

在进行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工作开展过程中，能够发挥

出传播作用的主要核心正是民族音乐的丰富文化内涵。因此相关宣

传人员应当进一步增大对于音乐文化内涵的有效挖掘，并通过引进

更加充沛的资源条件来针对整体的集成工作开展提供有效支撑。这

样的工作内容创新不仅能够为相应的音乐文化艺术工作者提供更

好的创作土壤，同时也能为整体的传播媒介进行全面的创新和拓

展。例如一些地区可以将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与当地的旅游行业进

行全面结合，从而不仅能够结合旅游发展的相关资源和人流进行相

应的音乐文化传播，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实际文化发

展特点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5]除此之外，相关政府部门还能够针

对民族音乐艺术的相关发展和传播过程进行相应的纪录片拍摄，这

样不仅能够更好的保证民族音乐的相关内容和形式，同时视频的相

关形式也能够更好地在网络上进行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并最终为促

进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传承效果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 

（三）进一步加大对于艺术传承人员的保护力度 

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大对于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效果，相

关政府宣传人员应当进一步针对一些传成人员规模较少的艺术种

类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培育工作。这不仅体现在需要进一步引进相应

的资金来为艺术传成人员提供相应的创作平台，从而更好地使得相

应的民族音乐种类得以继续维系和持续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应当

进一步引进艺术类院校与相关民族音乐艺术文化的有效对接，不仅

能够为广大的音乐艺术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教学课程，

从而拓展学生的综合素养水平。同时也能够在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加

大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和培养质量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发展的文化碰撞和融合背景影响下，我国

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不仅能够更好地融合西方文化的猛烈

冲击，同时也能为形成我国独特的文化传播途径做出重要的贡献作

用。因此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民族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核

心要求指导下，相关文化宣传部门管理人员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的

工作积极性，不仅能够结合更加多元化的传承和创新路径来激发人

民群众的音乐审美和创作表达，同时也能够通过构建更加创新的文

化传播形式来激发民族音乐活力，最终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

化娱乐生活质量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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