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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中西打击乐同属打击乐类,两者虽然在演奏形式上相同,但是在音乐形式、打击乐器的使用等方面具有显著

的差异性。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国文化交流互动日益密切,未来促进西洋打击乐与我国民族打击乐

的融合创新会成为打击乐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介绍西洋打击乐与民族打击乐的发展趋势,分析两者

的相同性与差异性,指出中西打击乐融合的意义,并为促进两种打击乐的融合提出相应的对策,实现中西打

击乐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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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虽然都是打击乐的主

要构成形式,但是我国民族打击乐主要为板鼓、梆子、戏曲

锣鼓、钹、木鱼、编钟等打击乐器,有着很强的中国传统民

族特色,西洋打击乐的风格则倾向于钹类、三角铁、定音

鼓、小军鼓、爵士鼓及各种鼓类等色彩性效果乐器,以及马

林巴琴、颤音琴、木琴等可以表现旋律性的键盘类独奏打

击乐器。两者既有相同性又具差异性,在打击乐不断创新

发展的当下,唯有促进两种打击乐的融合,才是打击乐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发展趋势

1.1　我国民族打击乐的发展趋势

我国民族打击乐作为民间传统器乐的演奏形式,有着

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形成了独有的东方特色。在商代打击

乐采用铜器,主要是为了恐吓猛兽,虽然已经具备节奏因

素,但不算真正的打击乐。铜器打击乐之后更为大众化的

是木器打击乐,相对取材困难的铜器,木器打击乐更具应

用价值。在这之后,我国打击乐器越来越多元化和现代

化,并且打击乐的功能从宗教祭祀转变为器乐伴奏与独

奏,并遵循着“起承转合”的演奏结构进行功能性的应用。
自古至今,我国民族打击乐采用的锣鼓乐,其发展始

终与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紧密相连,在不断的

传承与发展中,民族打击乐已经成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

艺术品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精神、文化功能。我国

民族打击乐中的传统锣鼓乐,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
演奏和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出大量经典的锣

鼓乐乐谱,基于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努力,推动了锣鼓乐的

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1.2　西洋打击乐的发展趋势

西洋打击乐的功能侧重于音响、力度的伴奏效果的呈

现,相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打击乐,西洋打击乐

在中世纪基督歌曲与古典交响乐作品中作为伴奏乐器出

现,直到二战结束后,打击乐才成为现代西方音乐的重要

器乐,并且乐器种类繁多,日新月异,兼容了很多不同的演

奏形式。不管在团队合奏还是独奏中都有很多出彩的效

果与表现。其材质主要分为金属材质和木质材质,还有少

量的复合材质,西洋打击乐主要看重打击乐的音响和力

度,起到衬托节奏和扩大音量的作用。

西洋打击乐还积极吸收南美洲、北美洲等地打击乐的

元素,特别是吸收非洲鼓、印度鼓等元素,又充分结合摇滚

和蓝调等流行元素,形成了多元化的特征。

1.3　中西打击乐逐渐走向融合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呈现多元化发展融

合的态势,中西方打击乐呈现出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主
要体现在器乐制作、曲目合作、创作等方面。

其中,打击音乐器乐制作的融合体现在目前打击音乐

器乐制作主要采用轻便、耐用的复合材料,局部材质呈现

标准化和统一化生产加工的模式;打击乐曲目合作融合主

要是中西音乐的合作演奏,例如,运用中国打击乐演奏西

方交响曲,运用西方打击器乐演奏中国传统经典曲目;打
击乐创作融合就是邀请具有中西文化双重背景或者不同

背景的创作者共同参与,力求通过这些方面的融合,为中

西打击乐带来多元化的艺术效果。

2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同异性

2.1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相同性

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都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两
者在音乐艺术中的相同性主要体现在打击乐器具有相同的

发声原理及作用;中西打击乐都是以革鸣打击和体鸣打击乐

器为主;都是为不同音乐体裁伴奏和增添色彩为主要功能。
第一,革鸣打击乐器,又叫作膜鸣打击乐器。这种打

击乐器的发声原理,就是通过敲击革膜或皮膜的方式,使
其在乐器中产生振动,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革鸣打击乐

器以定音鼓、小军鼓等为代表。
第二,体鸣打击乐器,又叫作自鸣打击乐器,这种打击

乐器的发声原理就是通过敲击本体发出声音,以钹、钟、锣
等为代表。

第三,民族打击乐,其主要功能是为我国各地不同的

传统戏曲,剧种等进行伴奏,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西洋打击乐,主要功能是为宗教歌曲及交响乐

进行伴奏,起到烘托气氛及增添色彩的作用。
上述两种打击乐器的相同性,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乐理

相似,在一些音乐的演奏中,西洋打击乐器能够用于民族

打击乐的演奏,而民族打击乐器也可以用于西洋打击乐的

演奏,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同时,两种打击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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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团体演奏与独奏,独奏要求演奏者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而团奏要求每一个演奏者对音乐作品达成共识性的理解,
注重团队协作和集体意识。

此外,由于鼓类打击乐器的大小、材质、形状、敲击力

不同,产生的音乐演奏效果也各具特色。

2.2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差异性

关于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差异性,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介绍:
第一,打击乐器的表现方面的差异性。我国民族打击

乐历史悠久,在乐器的编排目的和追求上不同于西洋打击

乐。其中锣鼓乐的发展主要与我国特定区域民族的人文

艺术等因素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风

格。例如,安徽的狗锣与挎鼓、安徽凤阳花鼓、西安双云锣

和鼓、山西太原的钹和镲等打击乐器为代表。京韵大鼓作

为我国特有的民族曲艺艺术,在人们的追捧中形成以戏曲

为主的曲艺时代。我国民族打击乐音乐风格给人一种恢

弘壮阔、百媚千生的民族鼓类所独有的音乐感受。西洋打

击乐器中,最为常见的乐器有小军鼓、大军鼓、定音鼓及对

镲等。中西打击乐在表现风格上也存在差异性,我国民族

打击乐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品种繁多,演奏注重凸显个

性化,在表演过程中与戏曲、舞蹈的表演形式相结合,独特

的表演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令人过目不忘。西洋打击

乐通常以乐队的形式表演,并没有固定的组合形式,也没

有特殊的表演风格。因此在单独表演中,我国民族打击乐

的个性要在西洋打击乐之上,而在集体表演中西洋打击乐

的融合性,则比民族打击乐略胜一筹;
第二,打击乐演奏上的差异性。我国民族打击乐早期

使用的乐谱为文字经,在演奏过程中只需要将文字经中的

打击方式进行灵活的运用,便可自行改变节奏,期间并没有

任何的固定形式。西洋打击乐的演奏节奏主要依靠五线谱

来限定,对演奏节奏、打击力度有着明确的要求,演奏者只

要按照五线谱演奏,就可以准确地掌握打击乐的节奏。这

也就是为什么西洋打击乐演奏者不能有效地按照演奏乐谱

演奏民族打击乐的原因。反之,我国民族打击乐演奏者只

要通晓五线谱,就可以按照五线谱来演奏。中西方打击乐

在节奏演奏中的差异性表现为,西洋打击乐演奏通常在较

为正规的场合演奏,因而演奏乐谱多为滚动式演奏节奏。
我国民族打击乐的演奏,通常是一些个人表演,如扭秧歌和

踩高跷,这些个人表演性质的节奏多为回旋式的特点。
第三,在应用范围方面的差异性。西洋打击乐的应用

范围要比民族打击乐广泛。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与西方国

家发展经历、思想解放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创作背景不

同,西方打击乐在音乐表达上更追求浪漫和情感的抒发。

西方打击乐与新时代音乐形式融合发展,音乐风格包括交

响乐、爵士乐、Hip-pop等类型。而我国民族打击乐器主

要使用鼓类与钹类乐器,强调体现音响的律动和节奏,凸
显乐器的个性,注重表现力,没有可以表现旋律的乐器,主
要的用途就是给传统戏曲伴奏。

3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融合意义
中西打击乐融合具有深远的发展意义,当各自文化处

于瓶颈时期,双方打击乐的融合创新,不仅符合客观发展

规律,而且双方在不断融合的背景下互相借鉴与学习,能
够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中西方打击乐各具不同特点,其中,我国民族打击乐

强调即兴、节奏和音色,西洋打击乐注重音响、力度及强弱

等,两者相互融合既可以丰富打击音乐的效果,还可以增

强音乐的表现力和音乐感染力。
我国民族打击乐虽然有着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依

然处于一个融合与吸取的过程,与西洋打击乐的融合是中

国民族打击乐一个重要的变化形态,不仅是一种主观融合

的态势,也是全球一体化催生的产物。

4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融合发展
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相同性,决定了两者

的兼容性,从而为两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

础。不过,从当前国际音乐发展现状来看,中西打击音乐

的融合发展并不理想,未来任重而道远。
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融合,要在表演过程中充

分保留我国民族打击乐的个性,融合西洋打击乐的特点,
以达到良好的演奏效果。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正视分析

西洋打击乐的集体演奏特性和民族打击乐的单体演奏特

性,基于西洋打击乐的全局掌控和民族打击乐表演的多变

风格,将两者组合形成一个以民族打击乐为主体、西洋打

击乐作为辅助的表演形式。两者通过互相借鉴和补充,以
达到融合的目的。

5　结语

在音乐表演中,打击乐属于一个重要内容。中西打击

乐作为打击乐的主要构成形式,两者之间存在同一性,又各

具差异性。本文首先介绍我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

发展趋势,又针对具体演奏探究了中国民族打击乐和西洋

打击乐的相同性和差异性,指出中西两种打击乐融合发展

的意义,根据两种打击乐的特点分析为两种打击乐的融合

寻找相应的对策,最终促进实现中西打击乐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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