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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受到经济、政治影响的中国歌曲也发生了改变，

中国歌曲需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欧美流行歌曲大量

传入内地，港台与内地的歌曲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21世纪中国歌曲的发展以流行音乐的发展为主，

并致力于走国内、国际两条发展路线，逐步融入到欧美流行歌曲的主流大潮中，与欧美流行乐坛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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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中国的音乐事业发展的最大争议就是中

西方音乐关系问题，西方音乐渐渐传入到我国，对我国的

音乐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西方轻松、愉快的音乐氛围
吸引了大批中国音乐人的喜欢，人们开始玩摇滚乐，摇滚

青年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收获了大批粉丝。自此，我国的流
行音乐开始发展，并且用无可阻挡的趋势迅速发展。21
世纪之首，随着网络音乐的兴起，各种音乐节目不断播出，
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媒介，比如中央电视台

的“同一首歌”“星光大道”，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
乐男声”，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中国达人秀”等，

再到 10 年之后的“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这些电
视节目都促进了流行音乐的发展，可以说，21 世纪中国

歌曲的发展大势是流行音乐。 

1  21世纪中国歌曲风格多变、多元共存 

1.1  仿国外型流行歌曲的兴盛 
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受到了韩国和欧美流行音乐的

冲击，甚至“韩流”影响还要大一些，韩国的偶像文化在
世界上的发展是最先进的，在新世纪之初就诞生了许多偶

像团体，不论是从形象、舞台还是表演方式都不同于中国
以往的歌曲形式，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收获了大量中国

人的喜爱，其中女性居多。“韩流”文化的强势输入使中
国乐坛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人对喜欢的音乐风格的变化，

逐渐开始模仿韩国歌曲的发展模式，打造一些偶像团体。
除了“韩流”的影响之外，中国歌曲还受到了欧美音乐的

影响，最早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也是在上世纪，作为西方人
集聚地的上海，最早接受了西方音乐的侵入，欧美流行音

乐借助电影、舞厅、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各种融合了西
洋舞曲的中国流行音乐开始被传唱。我国的众多歌手

S.H.E、羽泉、王菲、汪峰、王力宏、周杰伦等都是受到
了欧美音乐的冲击，创作出了许多融合了欧美流行音乐特

点的华语歌曲，成为中国华语乐坛最早成名的一批歌手。 
1.2  中国风歌曲的出现 
在众多音乐风格相互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中国也没有

一味模仿国外的音乐模式，还有一部分人始终认为，不能

全部把国外的东西模仿来，中国的音乐要保留中华民族的
特色，所以中国风歌曲顺势而兴。当人们听惯了带有“韩

流”和欧美风格的歌曲之后，中国风歌曲的发行又唤醒了

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除此之外，中国风的歌曲
还追求曲的纯净感，没有西方乐器带来的工业化的声音，

也没有电子音乐、摇滚音乐等的浓烈外放性的体验，相反，
中国古典乐器演奏出来的曲子更加清澈和幽静，更能让人

得到心灵的沉淀与释放。 
1.3  民族风歌曲的兴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尊

重、友好共存，当各种音乐风格兴起时，内蒙、新疆、西

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也希望自己民族的音乐风格被
更多人喜欢，所以一大批少数民族的音乐人创作了许多带

有明显少数民族风格特征的歌曲，比如腾格尔的《天堂》
《鸿雁》等，还有在春晚上大放异彩的民族歌曲《吉祥三

宝》、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自由飞翔》等，引起了民
族歌曲的热潮。民族风的歌曲倾向于把少数民族的生活、

景色等融入到自己的歌曲中，不仅曲子带有草原的辽阔，
歌词也能表达出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

促进了人们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了解。当然，凤凰传奇
的歌曲并不能算纯粹的民族风歌曲，它是对民族歌曲与流

行歌曲的一种融合，降低了听众的门槛，将民族元素与流
行元素成功融合，同时也为传统民族音乐注入了新的创作

活力。 
1.4  本土化新民谣的发展 
民谣在众多的音乐风格中独树一帜，轻松随意的哼唱

模式和一把吉他就是民谣的表演方式，新民谣是随着各种

音乐节目的出现才被人知晓的，歌唱舞台需要不断创作才
会有精彩的表演，新民谣刚出现的时候，打破了很多人对

歌曲的印象，它为歌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每一首民谣
中都包含着强烈的故事性，那种亲切、简单的歌唱风格很

容易引起听众的感同身受，川子的《郑钱花》《今生缘》，
宋冬野的《董小姐》《安和桥北》，赵雷的《成都》等都唱

出了每一个歌手自己的故事和感受，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群
体。同时新民谣在歌词中多呈现出本土化的倾向，《成都》

《你好，兰州》等都是以某一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为背景进
行创作的。民谣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原创性、传唱

性与受众广度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总之，在 21 世纪的中国，各种歌曲风格多样，除了

以上列出来的几种风格外，还有很多风格，比如，说唱歌
曲、流行歌曲和戏曲的融合、新民歌等，这些也都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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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发展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但这些所有不同的音乐风
格都算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因此 21 世纪中国歌曲的发展

是以流行歌曲和各种歌曲风格相融合的时代。 

2  21世纪中国歌曲发展趋势 

2.1  歌曲的原创性 
21 世纪的歌曲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成

熟阶段，各种音乐风格越来越相像，最受欢迎的音乐风格
和曲目还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创作出来

的，因此常常存在一些翻唱的情况。但如果只回忆经典，
不注入新鲜血液的话，中国歌曲得不到一个良好的长久的

发展。因此，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歌曲的创作更
应该注重原创性，音乐人要多感受生活实际带给自己的灵

感，注入歌曲以真实的情感，在此基础上再精进自己的唱
功，为自己的音乐作品锦上添花。 

2.2  歌曲的多样性 
歌曲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首歌曲可

以有多首编曲，这主要是体现在对一些经典歌曲进行翻唱
的时候，为了体现自己的个人特色，一些歌手在翻唱的时

候会加入自己的编曲，比如，一位歌手就对《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进行了改编，在这首歌中加入了戏腔和说唱的元

素，实现了新旧音乐形式的结合，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
的感受。二是歌曲类型的多样性，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发

展更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喜欢的音乐类型多种多样，比如，
民谣、说唱、方言歌曲等都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人们的个

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因此多样的歌曲类型才能满足个性
化的需求。 

2.3  唱法的多变性 
唱法的多变性既体现在一首歌曲在演唱时运用多

种唱法，也体现当今各种不同的唱法上，当前比较流行
的唱法就是“Hip-Hop”“R&B”这些欧美流行唱法，

但在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又将这种唱法
与其他的方法进行了结合，比如，凤凰传奇的歌就将流

行音乐加入了 rap，充分体现了欧美流行元素和中国民
族元素在作品中巧妙的融合给人们带来的听觉效果。新

民谣的唱法就是随意哼唱，有呐喊也有轻声低语，还有
蒙古的“长调”唱腔、戏腔等，各种各样的唱法给人们

带来了新奇的体验。 

3  21世纪中国歌曲传播的主要途径 

3.1  电视节目 
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无数段旅程，有调节情绪、愉悦

身心的作用，因此，歌曲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中都具有重

要意义。无论在什么时期，电视节目都是传播歌曲的重要
途径。电视节目可以分为歌曲类的节目和其他。在歌曲类

的节目中，由专业的歌手进行演唱，给观众带来视听盛宴，
近年来，各电视台推出了很多口碑比较好的音乐节目，比

如说《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跨界歌王》《青歌赛》
等，这些节目上留下了太多经典歌曲，也成就了许多歌手，

是歌曲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在其他的节目形式中也离不
开歌曲的渲染，比如说综艺节目、电视剧、体育频道、新

闻频道等都要歌曲做背景音乐或者做片头片尾曲等，这也
是歌曲传播的途径之一。 

3.2  App软件 
App 软件对歌曲的传播主要有两种，一是短视频

App，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人们可能没有时间观
看一场完整的节目，但是可以从这些短视频软件中观看剪

辑片段，这些软件既节省了用户寻找的时间，又可以把精
彩的部分剪辑出来供人观看，给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此这些短视频软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缩短了的电视节目，
成为歌曲传播的又一途径。除此之外，短视频软件催生了

一批新的行业——视频博主，这些博主种类繁多，包括音
乐博主，音乐博主成为 21 世纪人们接触音乐的主要途径

之一，很多网络热曲都是由他们传唱的，这是新时代传播
歌曲的新途径，也是网络发展到今天的时代产物。二是各

种音乐软件平台，QQ 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百
度等，无论在什么年代，人们总有着音乐的诉求，各种听

歌软件是当今欣赏音乐的主要方式，很多人会选择通过听
歌放松自己，因此这也是歌曲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互联

网时代，人们的生活都是由各式各样的软件提供服务的，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明显标志。 

3.3  现场演出 
现场演出是歌曲传播的又一途径，其传播力度虽然比

不上电视节目、视频软件等的影响力大、受众群体多，但
它可以给听众带来最好的感受。因为现场效果和电视节目

还是存在差异的，电视节目存在彩排的情况，一切都是安
排好的，缺少真实性，但是现场演唱可以现场感受音乐的

魅力，更真实、给人最好的体验感，因此，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走到现场感受歌曲带来的魅力。

现场演出是受众最少但最具有感染力的传播形式，但同时
也具有不可保存性的缺点。 

4  结语 

21 世纪的中国歌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发展态势，各种音乐风格并存，促进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
展，为了中国音乐能继续走向世界甚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

之地，就要坚持原创，不断吸收各种音乐的优点，融合到
自己的音乐风格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除此之外，

还要借助新媒体网络技术对优秀的歌曲进行传播，监管不
良的传播途径，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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