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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关系 
/ 张津睿 

【摘要】我国的民族音乐是民族智慧的集合体，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和世界的交流得到了加强，但是也受到西方文化思潮

的音乐。这就表现在各个层面，其中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之间的关系探究至今仍在持续，本文主要

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面临的发展困境加以分析，然后结合实际对西洋音乐对民族音乐的影响和处理措施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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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规律，而将其得到科学的处理就
比较重要。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强，
和西洋音乐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经过了全盘西化之
后，当前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通过从
理论上对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关系研究，就能进一步认识民
族音乐和西洋音乐关系处理的重要性。 
1.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面临的困境分析 

西洋音乐传入到我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在经过了长期发展
下，西洋音乐的理念以及内容和技法形式等，都对我国的民族
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上世纪初期我国的音乐正面临着何去
何从的问题，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就对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音
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论。一部分人士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对西方的音乐入侵感到不能容[1]。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采取全面细
化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比较落后，西方的音乐是比较
新鲜的先进的音乐。西方的民族乐派在 19 世纪开始兴起，并得
到了全面的发展。民族乐派的成功是西方音乐采取接收欧洲传
统音乐体系为基础。 

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中，也同样是面临着西洋音乐的影响，
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对传统民族音乐以继承的方式进行再创
作，还是通过以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的高度发展作为音乐理论体
系进行发展，这就和民族性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有着联系[2]。通过
民族音乐为主体作为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和西方的音乐发展
相比，就很难形成成熟发展体系，而只能讲传统音乐形态作为
技术基础，将单旋律体系和西方和声体系进行结合，如此才能
更好让西方接收我国的民族音乐，并对中国特色的音乐能加以
保留。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分析。 
2.西洋音乐对民族音乐的影响和处理措施 

2.1 西洋音乐对民族音乐的影响分析 

西洋音乐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对
民族乐器的影响就比较大。十九世纪的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形态
在中国得到了全面发展，对人们的直接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音乐方面西洋音乐对民族乐器的影响比较突出。在这一发展
过程中中国江南的丝竹以及浙东的锣鼓等器乐合奏得到了迅速
发展，使得镲、箫、锣、扬琴、阮、筝、琵琶、三弦、二胡、
笙、笛等民族器乐也同步得到了快速的传播和应用。而在西方
音乐的爵士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也比较深远，由于其独特节奏
以及和声也得到了认可，解放前在中国的发展比较迅速。上海
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以及地理位置，就成为爵士乐进入的首
个大门[3]。接着就是西方的摇滚乐对我国的音乐产生的影响，在

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传统黑人音乐长期影响下，摇滚乐开始产
生，人们对早期摇滚的认识主要会想到节奏布鲁斯以及西部和
乡村音乐的融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摇滚乐传入到中国。西方
的音乐对我国的音乐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而如何进行关系
的妥善处理就显得比较重要。 

2.2 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关系处理措施 

音乐作为人类生活的自然流露以及表现，不同的人群类型
以及在表达的方式上也会有着不同。在中国的生活观念和西方
的生活观念也会有着不同，这就体现在民族文化以及情感的表
达方式上。西洋音乐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中，不能进行照搬，
同时也不能全盘否定。我国的民族音乐有着其自身的独特魅力，
是比较宝贵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文化当中
比较重要的部分。民族音乐有着其深沉的音乐美，西洋音乐也
有着其自身的魅力，而通过将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进行融
合发展，并不是对各自的音乐传统取消了，而是为了能够更高
的创新民族新音乐文化，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所以在面对新
的发展形势和环境下，就要充分重视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之间
的融合，以接受的态度来应对外来的文化[4]。而非对排斥民族音
乐为代价去全面接受西洋音乐，也不是全面的否定西洋音乐来
保护民族音乐。可以想象，如果冼星海不熟悉陕北、山西的民
间音调和音乐素材，不了解黄河船工号子的韵律与节奏，即使
他对西方音乐理论多么熟悉，掌握了如何高超的作曲技巧和手
法，《黄河大合唱》也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风味，
也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在面对中西方音乐的
选择中，要以全面的视角进行考虑，注重文化的包容性，这样
才能更好的为民族音乐的传承打下基础。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民族音乐要能和西洋音乐之间形成某种联
系，更好的将两者进行融合，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通过双向发展才能更好的保护民族音乐文化财富。希望能通过
此次理论研究有助于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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