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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阴老腔看中国民族音乐的“混搭”
文婷婷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我国民族音乐

建国以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本文分析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及现状，民族音乐特点及各地区的代表

作，结合华阴老腔的历史、现状及其特点，探索华阴老腔的“混搭”和民族音乐的“混搭”方式，借鉴华阴老腔的

成功“混搭”，将民族音乐华丽转身，使中国的民族音乐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发扬和传播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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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 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组

成部分，它的 种 类 繁 多，形 式 各 异，因 地 区、民 族、语 言、习

俗、宗教、乐器等不同而组成了我国庞大而又复杂的民族音

乐体系，仅民间歌曲，就分成劳作时的劳动号子、抒发感情

的山歌、流行于城镇集市的民间小调、叙事抒发感情的长歌

以及多见于西南、 南方的多声部民歌等等。 它的产生与发

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

过不同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建国以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也整

理创造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民族歌曲和音乐， 成为几代人

的美好记忆。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经济迅猛发

展带来的与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各领域都受到了

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影响， 这些同样体现在了我国的音乐

方面，西方音乐旋律线条明显、节奏鲜明、时代感以及文化

的侵略性，迅速占领了我国音乐市场，而我国民族音乐却明

显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与多元素和时代感非常强烈的现代

音乐相比，其市场受欢迎度完全无法相比拟。 我们也曾经看

到过一些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尝试性探索，
但是取得的成果有限，直到 2015 年在东方卫视的《中国之

星》中《给你一点颜色》的横空出世。
《给你一点颜色》将陕西地方性的民族音乐与摇滚乐完

美结合，取得的成功是空前的，以至于非常多的音乐人从自

己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并且得到了

各专业和非专业听众的一致赞赏， 因此是对民族音乐与现

代音乐相结合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其对音乐的探索过

程与现象， 对于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道路有着一定的指导

意义，是值得我们做一番分析研究的。
一、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1.中国民族音乐的产生、发展及各个时期的演变

音乐在人类的历史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国

的音乐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最初的

骨哨和陶埙已经有两三个音所构成旋律了， 音乐是在劳动

的过程中产生，正因其与劳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生活

真实的体现，音乐的内涵以及功能随之扩展，一直发展到奴

隶社会，无论从乐器、材质、功能性到音律上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已经有了七声音阶， 同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

展，音乐理论也开始逐步完善，到了秦汉时，产生了“乐府”
这种行政性的音乐管理、创作、演奏专门机构，这时的音乐

已经是由复杂的乐器合奏、演唱和舞蹈构成了。 而自三国到

南北朝期间，在诞生了很多名曲的基础上，还开始了小型戏

曲的萌芽。 到了隋唐时代，政治经济的稳定，国家政策的开

放，此时我国的音乐以歌舞为主要艺术形式，开始了全面的

发展，并很快达到了顶峰，且音乐理论也逐步完善，一些律

法的缺陷也逐步解决，乐器的制作和使用也基本定型，而且

有些记谱方式一直到近代还在使用， 例如用来记载古琴谱

的减字谱。 而宋朝到元朝时的音乐开始以市民音乐为主，随

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提升，
以宋代词牌音乐和元曲为代表， 这时候诞生了很多戏曲大

师级的人物，例如南宋姜夔、郭楚望、元代“六大家”，他们共

同把传统音乐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同时这时期的戏曲演

唱理论和音韵学已经有了系统的论述， 是后世音乐发展的

奠基石。 资本主义的萌芽，音乐因随着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

而发展，在普通民众中开始普及，此时戏曲的发展达到了高

峰，各种唱腔和流派异彩纷呈，同时多器乐的合奏已经成型

并且完善。 到了近代，民族音乐终于达到了顶峰，这是出现

了一些传世名曲及以瞎子阿炳、 京剧名角们为代表的卓越

的民间艺人，同时受西洋音乐的影响，我国开始了对初次的

中外音乐融合的尝试，但是随着西方音乐开始在中国推广，
民族音乐的活力开始逐渐丧失， 有一些民族音乐甚至成了

濒危乐种，例如华阴老腔，就已面临消亡，且被录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民族音乐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其

伴随着中华文明无数风雨，是我国必须传承下去的国粹。
2.民族音乐特点及各地区的代表作

（1）区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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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人文风光、民族特色形成了

不同的音乐地方特色，古人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

说法，形象的描述了我国因地域原因而产生的不同，在音乐

上也有着非常具体的表现。 汉语的方言特征明显，我们以四

川为 例，仅 目 前 还 存 在 的 地方 性 戏 曲，就 有：川 剧、川 北灯

戏、川北大木偶戏、四川盘子、四川清音、四川扬琴，戏曲剧

种按各自同类性质的唱腔来分布， 因此声腔系统就成了各

剧种分类的主要系数， 戏曲中的语音与音乐所呈现的艺术

特征是区分各剧种的重要标志。
（2）民族特色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不同的历史发展导致民族音乐

的差异巨大，例如蒙古族抒情婉转的长调，维吾尔族充满异

域风情的阿拉伯风格音乐，壮族即兴编词演唱的山歌等等，
这些音乐带着明显民族烙印的风格， 让我们几乎一听就能

分辨出是哪个民族的曲风。
（3）语言性特点

我国的语言种类繁多，同时地方方言差异也很大，同是

汉族，北方人对于粤语基本上是听不懂的，而这也造成了北

方的京剧与广东的粤剧和四川的昆曲在语言上有着巨大的

差异，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
（4）文化性特点

文化对音乐的影响巨大，以华阴老腔为例，陕西自古以

来民风彪悍，三秦大地始终战火不断，造就了陕西人个性张

扬、宁 折 不 弯 的品 性，在 音 乐 上 表 现 为 曲风 激 越、悲 壮、深

沉、高亢，听起来如烈火般粗犷，而南方人自古性格委婉、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就有了粤剧的唱腔婉转、抒情

的艺术风格。 这种差异在我国的各个地区都有所体现。
（5）各地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对于民族音乐的保护与挖掘， 已经日益引起一些

有识之士的重视，并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

民族音乐因为其受众偏小，地域性太强，缺乏传承人等等因

素，导致其处于濒危的境地，例如华阴老腔。
同时，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通过挖掘和传播，逐

渐为外界所熟知，充满异族特色的曲风也屡有佳作问世，同

时也有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人对本民族音乐的改编作出了

一些尝试，在汉族音乐方面，有不少以京剧旋律作为创作元

素的现代流行音乐面世， 可以看得出很多音乐人对传统音

乐的保护与努力。
3.中国民族音乐在近代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

我国对民族音乐的探索是多方面的， 国家对此也非常

重视，对一些地方性音乐制定了各种保护政策，并有针对性

的采取措施进行挖掘与探索， 同时也积极鼓励这些音乐的

自我完善和创作， 通过各种方式发现和支持各种民族音乐

的人才。 例如通过电视选秀节目发现的陕北民歌歌唱者阿

宝、朝鲜族音乐组合阿里郎、彝族音乐组合山鹰，以及将民

族音乐元素融入流行音乐的歌曲《月亮之上》等等，都取得

了比较积极的反响。 在器乐方面， 很多作曲家做过各种尝

试，将民族音乐融入到西方当中，尤其是钢琴与小提琴，诞

生了不少佳作，其中以《牧童短笛》《春江花月夜》《化蝶》等

最为著名，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华阴老腔的历史及现状

1.华阴老腔的产生、历史与发展

相比较而言，华阴老腔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它诞生于明

朝末年，本来是陕西华阴县泉店村张家的家族戏种，所谓的

家族戏，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绝活不外传，而规定只能传给

本族的一种戏曲，做为老腔来讲，它其实是艺人们在表演皮

影戏的时候，把戏文通过演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戏曲，
也就是皮影戏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在化州

开始流传，一直到今日。 因为它是家族戏的这个特点，目前

我国正在加强保护力度，以避免这个宝贵剧种的消亡。
2.华阴老腔的音乐特点

老腔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阿宫腔（或者遏宫腔，或者北

路秦腔）， 这一路原本是纯粹的用于皮影戏戏文的演唱，其

特点是基本沿袭了秦腔的表演方式，唱腔文雅委婉，刚健有

力、慷慨激昂，拖腔常有“咦咽”音，然后用假嗓翻到高音，然

后唱出来，它属于板式戏曲的变化体，声腔有欢、苦两种音

调，前者用以表达欢快开朗的情绪，后者用以表达悲伤、痛

苦和怨愤的情绪，再加上乐器中使用板胡取代了二胡，极大

的增强了音效的力度，同时用梆子、鼓板、铙钹等，极大的加

强了想要表达的效果。
另一种是弦板腔，唱腔种类很多，用于皮影戏演出时，

乐队人员较少，形式较单调，唱腔基本上就是上下两句的反

复，在乐器伴奏时，通常是伴奏句子中段或者末尾，唱腔比

较清楚，既文雅又易懂。
3.华阴老腔与现代音乐的“混搭”
在华阴老腔与谭维维的合作曲目《给你一点颜色》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演唱风格的相通性， 秦腔的高亢与陕西

方言的音调和重音的使用方式是分不开的， 它使得秦腔与

其它地方戏种相比，显得比较“凶”，其情绪的表达在语言中

更加具有冲击力，而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秦腔经常被称作中

国的“摇滚乐”，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纯正的摇滚乐

就是咧开嗓子大声嘶吼的， 这源于我们国家第一次与摇滚

乐接触时，初期的一些作品都是这种类型的。 而在《给你一

点颜色》 这首曲子里面， 基本上使用的是重金属摇滚的风

格，其乐器的使用都非常典型，因此在这两种风格相似度极

高的情况下，就更加容易的相互融合了。 其次，这首歌在编

曲上面是非常用心的，作为主歌的老腔部分，在传统乐器与

流行音乐乐器通力协作下，既表露出原汁原味的中国摇滚，
又完美的融合进了流行音乐的曲风， 由老腔穿空裂石的开

启，逐渐过度到副歌部分，客观地说，副歌的表现并不如主

歌部分，除了歌词意义的表达，在音乐上的表现中规中矩，
并多少没有突出的地方，但是仅有八句的副歌很快结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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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互模仿追逐，直到最后的一个小节的最

后一个和弦。 作品首部第一乐段的 15－22 小节是主题的卡

农模仿。 其“十二音列”主题旋律先后在第二小提琴、第一小

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声部依次出现。 由于该部分音乐主题

为民族化的“十二音”旋律，属于多调性的范畴。 钟峻程在每

个声部开始进入主题时使用了协和和弦， 突出了每个声部

上先后进入的主题。 之后的和声多使用复合和弦、四五度叠

置和弦，突显了音乐的现代性。
钟峻程使用了自由对位，自由模仿、卡农模仿等传统的

复调手法在纵向上构建主题的对位旋律。 他在调性的布局

上使用现代音乐中常见的双调性、多调性，在和声音响的选

择了打破传统和声功能的复合功能的和弦、 四五度叠置的

和弦等和声构置方法。
三、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钟峻程在《新生命》中采用具有民

族 化、现 代 化 的“十 二 音 列”、“三 音 列”动 机 来 构 建 音 乐 主

题。 在主题的节奏设计上打破了传统的节奏节拍律动规律，
采用跨小节、 跨节拍连音符和丰富的连音符节奏形成特色

的主题旋律。 钟峻程在主题的纵向对位上采用传统复调手

法来构建音乐主题，但是却打破传统调性体系，采用现代音

乐中常见的调性布局与和声音响。
从《新生命》主题创作的构思中，我们可以看出钟峻程

把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传统作曲手法、近现代作曲技术有效

的融合在作品中，从而形成其具有民族精神、时代气息的个

性特色音乐风格。

注释：

①高为杰，陈丹布：《曲式分析基础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 年，第 184 页。

②沈旋，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

社，1999 年，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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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又回到了主歌部分， 逐渐拔高的几个小结回到八分音符

上以后，秦腔的冲击力重新出现，将听众刚刚有些放松的情

绪拉了回来，最后以原味老腔结束，整体效果堪称完美。
三、从华阴老腔的“混搭”探索民族音乐的“混搭”方式

1.华阴老腔“混搭”成功的意义

《给你一点颜色》的成功，所带来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这次成功，为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从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选择、交融，到编曲的思路，以及相

互间特点各自突出又相互统一的整体性，都给其他民族音乐

指出了一条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同时为我国比

较低迷的民族音乐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也对我国其他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作出巨大的了贡献。
2.民族音乐所作出的尝试

其实我国的民族音乐一直在做着各种尝试， 从京剧改

编革命样板戏，到将民族音乐进行各种钢琴曲、小提琴曲、
甚至交响乐的改编，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自改革开放以来，
世界进入了多文化元素交流空前发展阶段，信息的高速传递，
使得交流更加频繁，音乐的传播也愈加广泛，以欧美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 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音乐对全世界进行了传达，
而我国作为一个比较注重传统， 且文化生命力强劲的文明古

国，一贯是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进行学习借鉴，在音

乐方面也是如此，但正是因为我国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在与西

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很难被同化掉，这就使我国的音乐工作

者在民族音乐的发展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既能保持

我国文化的传统，又能将新的血液注入到传统文化中。

3.如何借鉴华阴老腔的成功“混搭”，将民族音乐华丽转身

华阴老腔的成功“混搭”，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这必

然源自于创作者们在仔细的分析研究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

与流行音乐的特点以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搭配与编辑，发掘

两者间的相通点，进行分析以后加以融合，同时在创作的过

程当中，把两者的突出特点进行巧妙安排，既突出各自的典

型特点，又相互默契无间，扬长避短，达到和谐的统一，这种

思路的实践给我们其他民族音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世界音乐的种类繁多、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在情绪的表达

以 及 旋 律 的 变 化 上 完全 可 以 满 足 我 国 民 族 音 乐 的 表 达 条

件，因此，在华阴老腔的示范下，其他的民族音乐完全可以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实现民族音乐的华丽转身。
民族音乐是中国文明重要的传承方式之一， 它是承载

我国古代到现代整个文明的纽带， 是我们绝对不能失去的

文明载体，它直接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存在。 在

现代文明高速发展阶段， 在西方文明借助经济实力进行文

化侵略的历史时期，其意义更加重要。 同时我们也看到，目

前民族音乐正处于一个低谷， 各种具有极强时代感的流行

音乐、快餐音乐占据市场，而民族音乐所代表的民族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与流行音乐竞争的原因， 就在于其时代

感的 缺 乏，无 法做 到 与 时 俱 进，通 过 华 阴老 腔 的“混 搭”成

功，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一种思路，这个成功对于我们如

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保持我们的民族特性，发扬

传播我们的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也将使中国的民族音乐

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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