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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流行音乐也在发生着变化。从题材、创作形式、表演方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20

世纪后期至今，流行音乐人开始向民族音乐寻找灵感，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不断涌现。为使流行音乐更加符合国人的视听要求,

在创作中逐渐走出了一条新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其有意识的将各种中国文化元素通过歌词、作曲、编曲、配器等方式融入其中, 形成了独具

中国风格的流行音乐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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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发展过程中以传统的审美精神、情感为出发点，

挖掘和利用本民族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采用借鉴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

手法、语言等创造出新的音乐表现形式，经过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融合

的具体实践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流行音乐民族化的方向，创作出民族特

色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的新风格。 

1 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元素审美分析 

“越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中国

流行音乐与民族元素的完美融合，才使得中国流行音乐始终保持独特的

艺术魅力。 

1.1 古典诗词运用之美 

毫无疑问，古典诗词在中国流行音乐中的运用比比皆是，例如，王

菲《但愿人长久》，其运用当代流行音乐的韵律和演唱风格，借用中国宋

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古诗《水调歌头》作为歌词进行演唱，反应出中国

古代诗词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深受各界群众的喜欢；周杰伦《菊花

台》中典型歌词“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和《青花瓷》中典型歌词“冉冉

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也运用古代词赋的特点；电视剧《三国演义》

的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选自杨慎《临江仙》，在该曲的演绎上杨

洪基即表现出歌曲的古典苍茫之感，又彰显了豪迈奔放的现代之情，使

得该曲一经问世就取得极大的成功。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

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中国流行音乐通过对现有古诗的风格和内容进行有

效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性。 

1.2 民族乐器使用之美 

中国的民族乐器历史悠久、种类众多，不仅有着独特的音色，而且

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因此运用民族乐器来丰富自身的多样性和创作更加

个性化的音乐成为流行音乐的又一重要选择。例如，《离歌》中前奏、间

奏、尾声处如泣如诉的二胡演奏十分到位地照应了作品所言“想留不能留

才最寂寞”的落寞之情，强化了流行音乐的中国特色；《青花瓷》使用了

二胡、琵琶、扬琴等中国传统乐器，塑造出一种现代时尚、轻灵淡雅、

古今结合、古典浓郁、旋律优雅和缓的意境。此外，一些流行歌曲的经

典之作《又见炊烟》、《我只在乎你》等作品，也加入了古筝、二胡、扬

琴等民族乐器．得到了重新的演绎和诠释；林俊杰的歌曲《不死之身》

加入了笛子、筝、箫等乐器；韩红的《天路》加入了笛子的声部；《尘埃》

全曲贯穿了民族管弦乐和古筝乐器；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运用喜庆的

民族打击乐器。中国流行音乐在配器上广泛加入民族乐器，使得当代流

行音乐的“旋律线”更富有歌唱性和抒情性，个性化的音色为流行音乐增

添新的色彩，推动流行音乐“民族化风格”创作。 

1.3 中国戏曲借鉴之美 

中国流行音乐从八十年代“西北风”作品之后，到今天发展成熟的阶

段，作品中借鉴戏曲风格的元素。如，王力宏的《在梅边》，则借用了汤

显祖的《牡丹亭》的故事情节，模仿该剧唱法由慢到快的特点，将昆曲

的唱腔及该剧的特点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西厢》中运用了黄梅戏的唱

腔深化了流行音乐的审美内涵，促进了其与传统戏剧结合的多元化发展，

体现出中国流行音乐与民族情结的结合；刘欢的《情怨》，运用京剧的甩

腔特点，京剧韵味十分浓烈；信乐团的《0neNightIn 北京》在作品中运

用“京剧唱腔”与西方摇滚音乐完美结合，弘扬了“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

可见，中国流行音乐通过对戏曲元素的借鉴，作品更具有民间民俗性，

体现出音乐作品中民族音乐元素的多元化。 

2 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依存发展 

流行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

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

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

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

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

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

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民族

音乐与流行歌曲的有效结合，不仅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传播，也有利于流

行歌曲的健康发展。著名的青年古筝演奏家袁莎在不久前举办独奏音乐

会时说到，周杰伦在歌曲《菊花台》中对古筝的使用让更多的青年人了

解了古筝，作为民族音乐工作者，她非常感谢周杰伦对民族音乐传播作

出的影响。 

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

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人文背景。可以说，中国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

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可以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

的派生物，虽然众多音乐人可以借“流行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

但是作为音乐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宜于实现超越性的艺术，而是一种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加以消费的使用价值。虽然中国流行音乐有时也显得很贴

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但是在精神特征本质的缺陷方面却显得比较

极端和盲目。毫无疑问，流行音乐核心的美学品质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和音乐的体现。它的生存与发展依然是民族音乐的扩张与延伸。而且

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成熟，在其内部活跃着更多的民族音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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