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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族器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研究

权磊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  宁夏银川  750001

摘　要：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分析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现状和传承情况，剖析民间乐器艺术发展的历史演变和艺术特点，

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民族器乐艺术传承发展的挑战与困境进行了阐述，结合具体问题对下一步民族器乐艺术发展给予了具

体建议，希望能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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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众所周知，民族器乐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艺术价值。不过

近些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及本身发展缓慢的问题，使得

该艺术门类的传承和下一步发展都出现了一定问题。所以，

进一步对民族器乐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究，具有着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帮助。

一、民族器乐艺术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民族器乐艺术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同时也承

载着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究其源头可追溯至我国古代

时期。无论是金碧辉煌的宫廷音乐，还是乡土气息的民间音

乐，这些民族器乐对我国的音乐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

用。古代宫廷音乐是民间器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古

代的宫廷较为重视娱乐审美，而乐器的表演能彰显文化繁荣

和国家的威仪。所以，这种民族的宫廷器乐成为了古代时期

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民间的乡土音乐则更加“接地

气”，能够完整的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智慧，无论是祭

祀、节日、庆典或是庆祝丰收，民间乐器都发挥着重要的表

现作用。由于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民间的乐器和音乐文

化也成为了民族器乐艺术历史的重要组成内容。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民族器乐的传承也面

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困难。由于西方音乐文化的涌入，使传统

民族器乐的发展与继承带来的挑战。在多元化艺术的熏陶之

下，相关艺术从业者对于西方音乐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越来越

深，对民间乐器的兴趣日益削弱，使得在青年一代中民族

器乐的影响力连年下降，让这种艺术类型的传承变得愈发

困难。除此之外，民间器乐艺术的传承方式往往较为单一，

通过口传心授、师徒传授等方式，虽然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当今新时期互联网的时代中却显得较为

落后。此外，由于缺乏系统的传承体系、教育体系和网络化

的传播方式，使民族器乐艺术的传承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

求，导致民族器乐的一些艺术创作和表现方面缺少新意，不

能吸引年轻人的喜爱与关注 [1]。

二、民族器乐艺术的特点与价值

民族器乐这种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瑰

宝，其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是其他音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民族器乐在历史传承和情感表达的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势——无论是高亢激昂的旋律，还是优雅婉转的曲调，都能

深深的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民族文化的共鸣。通过民族器

乐的演奏，结合演奏者精湛的技艺和情感输出，能够将乐曲

中的情感价值、文化积淀均完美的呈现给听众，让听众能够

感受到悠扬乐曲的基础上体会到情感的力量。除此之外，民

族器乐艺术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民族器乐之间都

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器乐的制作方式，承载了深厚的民族

文化内涵。在演奏时，上述器乐所发生的曲调、声音和节奏

都能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风俗特色。通过欣赏民族

器乐的演出，听众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到民族文化的精神风

貌和传统特征，进而增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最后，民族器乐在艺术形式中还有着教育普及的功能，学生

们通过对民族乐器的了解和演奏，可以培养出带有民族文化

特征的审美能力和知识素养。这是由于民族乐器不仅是一种

艺术形式，更是承载了历史的知识教育内容，它能够通过音

乐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提升个人的

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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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器乐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挑战与困境

民族器乐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

深厚的民族情结，在发展和传承的道路上却面临着重重阻

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东西方文化也不断的传播

和融合。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的音乐文化在我国青年一代中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于西方所主导的摇滚乐、流行乐和爵

士乐等形式节奏较为鲜明、欢快，更容易受到年轻人的关注

和喜爱。而民族器乐则因其比较传统，在年轻一代人们的心

中接受度和认知度均偏低。很多年轻人对于民族乐器感到陌

生，对于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缺乏了解。传统的家族

传承、师徒传承方式虽有其独到的特点，不过在现代化的社

会中却显得传播力不足。这种方式仅仅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和

技艺，缺乏系统化、流程化的教学体系。

此外，民族器乐的艺术形式在表演和创作中缺乏创造

性，不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通常来说，年轻一代人渴望新

鲜感和有创意和趣味的艺术形式，但是传统的民族器乐艺术

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缺乏足

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由于资金短缺，使得相关活动项目的

开展面临着很多阻碍，很多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和艺术家因

为资金的短缺，无法将此项艺术发扬和推广。而政策支持力

度的不足，缺乏明确的导向和扶持，同样使得民族器乐艺术

的发展缺乏稳定的保障。总体而言，民族器乐艺术传承和发

展中面临着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自身创造力不足和政策、

资金等难题与挑战。所以，为了传承和保护这一文化遗产，

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积极探寻解救方案，加强推广宣传，争取

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从而为器乐艺术的发展、传承带来

新的契机。

四、民族器乐艺术传承与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一）加强民族器乐艺术的普及教育

加强民族器乐艺术的普及和教育，也是提高人们对于

民族器乐认知度和接受度的关键措施。在当前社会，随着西

方音乐文化的快速传播，民族器乐意识在大众心中的地位逐

渐淡化。所以，需要人们通过相关的教育举措，使更多人认

识、了解和喜爱民族器乐艺术。首先，需要在各级学校中加

强民族器乐艺术的课程设置，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各个

环节，音乐课堂中在每一个阶段都要设置相应的民族器乐课

程学习，使学生们在学习中逐渐接触到这一富有文化底蕴的

艺术形式。此外，也可以通过民族器乐艺术节、艺术讲座、

工作坊等主题活动，让学生亲身的感受到民族器乐的深刻魅

力。其次，还需要通过网络平台和自媒体的传播，加强对于

民族器乐艺术的推广。比如，可以在网络、自媒体、广播电

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上播放民族器乐的艺术作品，使更多的人

了解到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内涵。同时，也可以在社交媒体

中开设民族器乐艺术的相关账号，发布相应的教学视频和资

讯，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关注到民族器乐艺术 [2]。

（二）创新民族器乐艺术的传承方式

开展现代科技手段丰富多样化的传承活动，也是推动

民族器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虽

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历史文化背景，但是在当今的社会情况

中，我们也要立足当前，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传承方式来满足

当下的需求。第一，可以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如：社交媒

体、互联网等，打造线上传承平台。结合专门的网站或应用

程序，将民族器乐的艺术相关教学资料、研究作品进行整合

和更新，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取学习知识。还可以结合现代的

艺术形式，如：舞蹈、流行音乐等跨界合作，通过与流行歌手、

舞蹈艺术家的交流与互动，能够将传统的音乐形式和民族器

乐元素深入融合，吸引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与关注。这种跨

界的合作，不仅能够拓宽民族器乐艺术的受众群体，而且能

够为传承艺术的新活力注入更多的激情 [3]。

（三）加大扶持力度

目前，由于民族器乐艺术相关领域面临着政策支持不

力，资金扶持匮乏的现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相关项目的

开展和活动的举办。所以，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为民族器

乐的传承提供有力的保障。首先，政府要加大对于民族器乐

发展与传承的资金投入，通过设立项目补助、专项资金和补

贴等方法，多措并举的为民族器乐艺术演出创作和教育方面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还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和企

业参与民族企业的传承和发展中，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为民族企业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力

的保障。比如，可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人和企业

投资于民族企业发展事业，也可以建立民族企业人才库和培

养机制，为相关人才的发展和培养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在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培养一批有真才实

学、实践能力强的民族器乐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是民族器乐

艺术发展和传承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帮助该门艺术门类创新

发展的重中之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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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器乐的艺术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任务，需要各领域专家合力而为，久久为功。通过普及

民族器乐教育，深入研究教育方法，创新传承方式等多措并

举，才能有效的促进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让这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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