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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关系探究 
陈萧芸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济南  2503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以及新课改的持续深入，教育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进程中，而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也得

到了不断的细化，站在音乐教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内部蕴含着许多种学科分支，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就属于其中至关重要

的组成部分，而虽然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但其在部分内容上仍旧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互通性，

两种类型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状态。因此，文章首先对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基本概述加以明确；

其次，对两者的学科发展展开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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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站在目前实际发展情况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

音乐学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在现代化

音乐学的发展进程中，两者在不断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已经实现

了更加广泛的传承与发展，这也为整体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音乐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中国

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目前这种

文化互相交融的背景下，其也会受到一些外来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这就需要更好的将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学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

能够更好的促进音乐文化的稳定发展。 

一、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基本概述 

中国传统音乐学，其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内容之间虽然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却处在一种互相依存的状

态，能实现共同推进，而为了更好的促进两者间的融合发展，就应

当进一步明确两者的具体内容。 

（一）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基本概述 

中国传统音乐，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都缺少一个固定的

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后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研究对象才

逐步明朗，并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确定了具体的名称。同时，随着

时间的流逝，针对中国传统音乐所进行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而在

目前的研究过程中，专业人员按照具体的音乐类型，将中国传统音

乐划分为曲艺音乐、民族器乐以及戏曲乐器等。而在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过后，在音乐学术界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音乐这一概念开始

逐步流行，而直到今天，中国传统音乐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

定义。简单来说，中国传统音乐所指的主要就是中国人按照民族的

方式与形式所创造出的音乐，这种音乐具备着本民族的形态特征，

在我国文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传统音乐学也得到了全面的更新优

化，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也为传统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

促进作用[1]。 

（二）民族音乐学单位的基本概述 

民族音乐这一概念，其 早来自于各大西方国家，而由于在国

家以及民族上存在的差异，使得各大国家都形成了独具特征的民族

音乐类型。站在我国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民族音乐主要就是对社会

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的一种音乐形式，而在针对民族音乐站在深

入研究的过程中，我国更是将民族音乐当中核心内容，将其有效融

入到了中国传统音乐学当中，以此来更好的实现对于民族精神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国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这

也进一步决定了我国有着多样化的民族音乐体系，站在整体的角度

上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着较为显著的艺术性、积极性以及鲜

明性特征，在针对民族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进程中，还要积极主动

的探索不同民族在音乐发展进程中所具备的具体音乐表达形式。而

在不同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传统音乐还是民族音乐都呈现出

一种模式趋同的发展特征，这一点主要就体现在了形式上囊括了各

类乐器与歌曲，这种多样化的民族音乐，也进一步决定了民族音乐

后续的风格与特征，对于音乐研究人员来说属于一种十分庞大的工

程项目。站在实际情况的角度上来看，音乐学理论的研究就是站在

民族音乐的角度上所发展起来的，也正是由于这方面原因，使得民

族音乐呈现出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特点，所以，在后续民族音乐的研

究过程中，就必须要进一步明确民族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乐器，

还应当针对民族音乐形成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探究，从而为后续民

族音乐的发展提供出必要的理论知识。 

二、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 

在目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自全面提倡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后，

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学习国外的一些音乐理论，并在结合国外

各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与发展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而随着针对民族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持续深入，使得我国

的民族音乐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第一种就是结合传统的研

究模式，针对具体的社会环境展开全面的音乐研究；第二种就是采

用更加偏向于民族学的方式，针对音乐文化的具体背景展开研究；

第三种则是对传统音乐模式展开延伸研究。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研究

方式，则构成了现代化民族音乐的主要研究方式，这也为民族音乐

学的高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2]。 

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其在本质上属于音乐的一种分支内容，

尽管内部蕴含着大量的社会学知识，但在研究目标、研究性质以及

研究背景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差异，很难与音乐这一基本状

态之间分开。尽管针对民族音乐学所进行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音

乐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方面，但这种联合需要与音乐本身内容之间更

好的结合在一起，而如果研究人员忽略了音乐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

的联系，就会在后续的研究阶段中出现侧重的情况，很难针对音乐

学自身所具备的特征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在针对音乐进行研究时

也会丧失原本的特色。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大部分学者都呼吁应

当积极主动的学习那些国外的先进研究经验，确保国外的先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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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进程中，使得传统音乐

能够更好的走出国门。而在针对各类国外先进音乐展开研究的实际

过程中，一部分学者会出现过度推崇国外先进音乐知识的情况，只

是单纯的将国外的音乐研究方式融入到我国的传统音乐研究过程

中，没有考虑到我国音乐发展与国外音乐发展之间存在的差异，使

得我国在针对民族音乐学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无法找寻出民族音乐

所具备的闪光点，容易引发研究停滞等问题出现，只有将国外所展

开的音乐研究有效融入到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之中，并综合考虑中国

传统音乐与国外音乐之间存在的差异，确保国外音乐的研究方式可

以有效应用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发展进程中，为民族音乐学的

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三、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音乐学，其在后续的发展阶段中进一步融合了民族音

乐学的具体内容，在这种文化相融的过程中也有利于音乐文化的稳

定发展。同时，中国传统音乐自身就具备着较为显著的特征，在后

续的文化发展阶段中可以将其所具备的特色进一步体现出来，只有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表现出传统音乐文化。而中国传统音乐学，其与

民族音乐学之间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针对学生所进行的研究重

点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而 后所呈现出的研究方式也并不相

同，中国传统音乐学的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各类传统音

乐，还需要展开实地考察工作，针对传统音乐的具体来源与发展情况

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及文化挖掘，这样就能够在实地考察工作中实现与

文化的直接接触，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文化精髓所在。同时，民族

音乐学自身涉及到的范围也十分广泛，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了各个

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站在不同国家以及民族风土人情的角

度上出发，明确音乐文化的主要内容，还要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针

对世界各个地区以及民族的音乐文化展开深入研究。 

（一）在文化视角上明确两者间存在的关系 

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来看，在针对民族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进

行研究时，可以进一步明确两者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在中国传统音

乐学当中，其所注重的主要内容就在于音乐学节奏以及协调研究，

民族音乐当中则将音乐看作一种文化类型，但这种过于单一的研究

方式，也会使得音乐学受到弱化，甚至还会丧失基本的研究动力。

我国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也进一步决

定了我国民族音乐必然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在针对传

统音乐展开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不仅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上进行深入

分析，还应当明确不同音乐表现形式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以及人

文风俗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各个分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影响展

开深入分析，并构建出系统化的研究体系。而我国的各大音乐学者，

也进一步提出了应当将音乐融入到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的观点，简

单来说，就是要对不同民族音乐产生以及发展的背景，以及内部具

备的特点展开深入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帮助音乐的研究人员充

分把握好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模式，从而为音乐研究的顺利开展奠

定坚实基础。而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过后，我国的民族音乐已经成

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但由于民族音乐学内部蕴含的文化

较为丰富，其也进一步引发了各大学者针对音乐与文化之间具体关

系的探究，所以，我国的传统音乐学也应当突破音乐自身框架所产

生的限制，并提高对于音乐当中民族文化、民族乐器等多方面内容

的研究力度[4]。 

（二）民族音乐助力中国传统音乐的稳定发展 

在民族音乐学当中其主要就是针对各类文化内容展开深入研

究，确保能够将音乐转变为一种直观的文化内容，还要对文化内容

涉及到的各类细节展开集中化的讨论，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实

现对于内涵的整合。在针对我国传统音乐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

果只是单方面的针对内容加以研究，就会使得整体研究范围越来越

狭窄，那些这种狭窄的范围就会对中国传统音乐后续的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而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内容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再加上历史发展所积累的文化底蕴，使得音乐文化的内容越来越丰

富。因此，在实际研究阶段中，就应当在文化内容的基础上，针对

社会习俗、社会环境以及背景等多种内容展开深入分析，确保所有

的要素都能更好的整合在一起，将研究的重点内容放置在内容的影

响方面。民族音乐研究，其在我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有着较长的历

史，这就需要在长期的研究进程中展开深入的探索，确保音乐能够

成为文化的展现方式。 

（三）民族音乐能够为传统音乐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针对民族音乐文化展开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无

论何种文化内容都具备着较为独特的存在方式，能够在后续的文化

传承阶段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更好的发挥出自身的魅力。民

族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能够进行长期传承的文化载体，无论何种民族，

其中的传统音乐都会受到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以及地域情况等多种

因素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民族音乐所具备的整体特色，而民族

音乐学的发展，其属于实现音乐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根基内容，可以

为不同的音乐文化形式提供出平等的交流空间，将音乐当做一种交

流沟通的媒介以及基本渠道，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更加深厚

的东西方友谊，针对世界音乐文化的具体内容展开深入的研究分析，

利用民族音乐来更好的激发出各大专业人员自身对于音乐展开多样

化研究的兴趣，这样就可以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出全新的

平台[5]。 

结论： 

综上所述，在目前国家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与音乐学研究

相关的内容也得到了持续性的完善优化，而站在音乐学发展阶段的

角度上来看，应当针对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学之间展开更加科学

合理的划分。站在实际情况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

音乐学之间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内容，而随着音乐学的持续发

展传承，其在研究模式方面也实现了全面完善，所以，这就需要在

后续的研究进程中将这两方面内容融合在一起，从而为民族音乐学

与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出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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