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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音乐作品向来以多样性为新时代所接受。如今的音乐中包含大量新元素，新作曲形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音乐作品在近年来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并且在中国音乐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近年的作品进行分析，调研，探讨少数民族音乐作品的构架以

及其中所蕴含的音乐内容，力求了解少数民族音乐表达特征，加深大众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从而研究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音乐热，完善音

乐作品的文化程度，摸索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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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少数民族的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56 个民族造就了少数民族

音乐的丰富，少数民族音乐作为优秀的音乐代表，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喜

欢，是音乐界不可缺少的部分。一般而言，少数民族的音乐往往与其生

活环境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是少数民族对生活的热爱，是少数民族对

文化的敬畏。如今，许多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音乐作品已经流行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何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其音乐

风格，从其音乐风格中探析他们的民族信仰，歌舞特征，地域风情等都

是现阶段需要了解和推广的。 

1 少数民族音乐形式 

蒙古族别称马背民族，蒙古族发祥于额尔古纳河流域，我国的蒙古

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三省、新疆、河北、青海等地区，有

着本民族文字蒙文，蒙古族音乐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这也是

形成他们独特演唱的方式，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草原上的人们通

过歌声来赞美生活，抒发情感，祝福未来的美好生活以及憧憬未来。 

藏族有一个当地习惯，那就是民歌和歌舞不能分开，藏族的语言属

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有着本民族的文字藏文，人口分布主要在

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临近省份，主要从事牧业和

农业。在这里民歌和歌舞有一个同意的称呼，既鲁谐，一般来说鲁是指

徒歌，谐是指载歌载舞。山歌在藏语中称哩鲁，音乐特点是节奏不受限

制，相对来说比较自由，音域非常宽广，旋律起伏较多且大，情感表达

洒脱，极富高原特色和民族气息，主要是在山间田野歌唱。酒歌藏语中

称昌谐，演唱过程中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每逢节日和亲有聚会等，人们

以辈分大小排序从右至左围坐在方桌旁，主要在喝酒和敬酒是演唱，是

藏族人民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一般斟酒人都是由妇女担任，按照

辈分大小轮流斟酒，饮酒人按照敬酒者的歌声和歌词以次完成接酒杯、

弹酒三下、喝三口酒和干杯等流程。 

四大腔属于彝族的爱情歌曲，产生于云南建水、石屏一带，四大腔

包含《海菜腔》《山药腔》《五山腔》《四腔》。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

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

支。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彝文。彝族音乐中以劳动、仪式、爱情、

叙事、诉苦个儿歌为主，其中爱情歌曲是数量 多的一种类型，分为长

篇和短篇两种类型。四大腔由四种不同的声腔和套曲形式构成，布局完

整，每套由三部分或五部分构成，层次分明，往往由一人领唱，众人合

唱的方式，音乐此起彼伏。唱歌对于羌族人民来说同样必不可少，在劳

动、生产、婚嫁羌族人民都要放声歌唱，描述生活，表达美好愿望，抒

发对未来的憧憬。羌族无文字，通用汉字，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

支，人口分布在甘肃南部和云南部分地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崇拜

自然。山歌曲调优美，节奏自由，乐句构成规整，一般由两个或五个乐

句构成。主要在劳动和山间田野歌唱。酒歌内容广泛，节奏平稳，曲调

婉转悠扬，风格朴实无华，有祝贺和应酬之词，有赞美英雄和故乡之词，

一般由四个乐句构成。主要总在宴会、节日、婚礼和丧礼上。侗族大歌

大多属于支声复调和持续音唱法，多人合唱，领唱轮流歌唱的形式，主

旋律一般在第二声部，属于一种多声部、无指挥和伴奏的民间合唱歌曲。

音乐特点以三、六度音程关系 为常见，四、五度音程为次，采用羽调

式，用宫音作为持续音。大歌从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

歌、叙事大歌和童声大歌。艺术形式多彩丰富同时各具特色。双声顾名

思义声部有两个，声部之间有同度、大小三度、大二度、纯四五度、大

小六度、大七度。这种度数之间的和声在演唱过程中给人以悦耳动听的

感觉。音乐特点以高腔、平腔和谣唱为主，演唱时时而平行，时而交错，

高低相衬，演唱形式有重唱和合唱两种形式。旋律采用五声徵调式或羽

调式居多。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 多的一个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

产，以广西为主，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 

2 结论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民族文化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民族歌

曲，本文仅以少数的民族音乐特征来分析该民族的音乐特征。结合国外

的音乐特征，会发现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有类似的技巧手

法，多样化的写作手法使音乐语言的表述更加完美。了解少数民族的音

乐创作背景、曲式结构的分析，才能够在演奏的时候更加准确的融入作

品所体现的音乐内容，对作品的研究和理解才能更加深入，才能将少数

民族的音乐魅力进一步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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