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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音乐的发

展历史也是极为悠久的，最早诞生于著名的农耕文明时

期。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音乐逐步形成了自

身特有的音乐文化，为世人所熟知的宫廷音乐、戏曲等

都是其典型代表，客观上也反映了各大民族的发展历史

与独特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年轻一代对于传

统民族音乐文化知之甚少，即缺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传

承的意识，这无疑不利于民族音乐的文化传承。有鉴于

此，文章主要探讨了民族音乐在新的历史发展形势下所面

临的种种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其传承与创新路径，旨在

为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1]。

1.民族音乐文化内涵

在世界各国众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中，音乐是使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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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应用最广泛、最贴近生活的文化艺术形式。我

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代表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和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音乐乐器多种多样，音乐著作

更是丰富多彩。我国的民族音乐可以分为五大类，分别

为舞蹈音乐、古代歌曲、民乐、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

音乐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艺术，它常常与其他

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反映民族载歌载舞的欢快气氛和

民族精神。民族音乐中融入了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气息及

特色，反映了民族之间高度融合的精神状态，所以民族

音乐不仅能够表达民族文化，还能够记录民间生活和历

史，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内涵通过音乐个性化

地表达出来 [2]。

民族音乐文化是人们根据日常生活记录进行艺术创

作后形成的音乐理念，首先体现在思想价值上。在中华

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下，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传

统观念及价值取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其通过音乐的形式

将我国传统观念展现出来，将文化与音乐融为一体，高

度和谐。其次，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统一的语言习惯。我

国民族文化是在汉语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的，民族

音乐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也同我国传

统文化相一致。第三，形成特色的文化体系。民族音乐

文化由于能够体现出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及文化精神，

极具文化特色。第四，大量的民族乐器。民族乐器是民

族音乐文化的载体，是民族音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是民族音乐的鲜明标志。

2.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缺乏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包含很多种，其中较有代

表性的就有民族文化音乐。但民族音乐并不像物质类的

文化遗产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因而其传播和传承并非

易事，如果缺乏人的主动干预与传承，民族音乐的文化

传承与创新也就沦为空谈。现阶段，民族音乐的文化传

承与创新实际上已经遇到不少瓶颈，这种尴尬境况一定

不能忽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文化在我国

有了广泛传播，国人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其

思想也更凸显多元化特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

人大量涌入发达地区，使得人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音

乐）渐渐丧失了关注与热情，因而很多民族音乐的传承

已变得愈发艰难。不仅如此，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

更多喜欢的是流行音乐，而对原生态的民族音乐缺乏热

情，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容

乐观的窘境。

2.2 缺少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载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

更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

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随着这些民族音乐文化传

承载体的逐步消失，使得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难以进行。

例如，四川省的羌族同胞，五十岁以下的羌族人很少有

会讲羌族语言的，也就更谈不上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传

承了。

2.3 缺少资金支持

物质是一切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没有物质基

础任何工作都难以有效地开展，对于当代民族音乐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来说也是如此，缺少资金的支持，民族音

乐将难以实现继承和发展。因为，受到地理、环境、交

通以及历史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都较为落后，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

传承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没有能力要求一些相关方面

的专家到该地区进行音乐文化的收集和整理，导致很多

好的民族音乐文化逐渐消失，成为一种遗憾 [3]。

3.如何对民族音乐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3.1 加强对民族音乐的扶持

一方面，我国民族音乐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音乐

体系，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不同音乐，国家应该给予

充分的重视，对我国现存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根据不

同音乐现状予以不同程度的扶持和保护，并派遣专家研

究保护民族音乐的有效做法。另一方面，我国的民族音

乐是充分体现我国特色的文化艺术，为了推动我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需要为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保护尽

力。

在对民族音乐进行保护与扶持的具体操作中，政府

需要建立保护民族音乐的保护区，通过保护区的建立保

证民族音乐所处环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从而保证民族

音乐能够得到原汁原味的传承。另一方面，政府主动出

资举办一些民族音乐比赛，邀请民族音乐的传承人参加

比赛，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可以依靠民

族音乐技艺养家糊口，这是保护民族音乐传承人的最好

手段，同时也能对民族音乐的传播起到宣传作用。

3.2 保持民族音乐的原本特色

显然，民族音乐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包含

了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状态等特点，在漫长

的发展历程中还能流传至今已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音乐本身就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的

特殊性，它与流行音乐这种普适性的音乐文化有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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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换言之，民族音乐的受众相对较窄，并非人人都

能喜欢或接受，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因其

相对“小众”就忽视对它的文化传承；相反，我们一定

要坚持民族音乐的原本特色，不能丢失其传统与本质，

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将民族音乐置入到丰富的民族文化生

态系统中，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民族音乐的独特价值。

3.3 加快民族音乐进课堂的脚步

弘扬和振兴民族音乐是高校和音乐专业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了促进对民族音乐的继承，我国高校必须积极

地承担起继承民族音乐的社会责任，加快民族音乐进课

堂的脚步。比如高校要不断优化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

将民族音乐纳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为发展民族音乐创

造条件。高校也可以改进学生评价方式，在结业考试中

重点考核学生民族音乐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进一步督

促学生学好民族音乐，对促进民族音乐的继承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

3.4 实行市场化与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民族音乐文化如要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创新，就一定

实行走市场化与产业化的模式。实际上，市场经济的最

大优势就在于能够挖掘出商品自身的最大价值。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民族音乐也能够像流行音乐

一样推入市场，也会获得不少消费者的欢迎，这样就可

以促进起更好的发展。不仅如此，民族音乐有着良好的

市场发展前景，因为其文化创新还应走向产业化的发展

道路，从民族音乐的开发、生产直至最后的包装、销售，

从而实现产业化发展，最终挖掘出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在

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必要适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

的成熟经验，这对我们民族音乐的文化创新大有裨益。

3.5 寻求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多样化

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及教育方式较为单一，大

部分民族音乐都是从小学起，但如果想要充分展现民族

音乐传播的多样性，就不仅要在小学、中学及音乐专业

学校开展民族音乐教育，更要在高等教育中普及民族音

乐教育，让即将走进社会的大学生对民族音乐有更深入

的了解。除了教育及基础宣传的方式，我们更应该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将民族音乐与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

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优质的视频和音频节目让更多年

轻人发现民族音乐的独特之处，从而乐于欣赏民族音乐，

创作及演绎民族音乐，这样才能将民族音乐文化更好地

传承下去。要不断拓展传播渠道及方式，逐渐增加民族

音乐的受众，让民族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4.结束语

民族音乐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时期，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民族长时间的生存发展中所形成

的具备文化特性的民族音乐文化，具体包括了民歌、宫

廷音乐以及传统音乐等等，都是民族音乐文化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承载着我国的多元民族文化，对于我国的传

统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更加的方便，文化艺术

的传播更加的迅速，这实际上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再加上欧美、日韩、港台等流行音

乐的冲击，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加强

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保持我国少数民族

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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