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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role	of	mass	music	creation	in	public	cultural	inheritance,	explore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music,	 the	concept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ts	rol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usic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o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mass	
music	as	a	 transmitter	and	recorder	of	culture,	and	deeply	explore	different	 types	of	mass	music	creation	the	manifestation	and	
language	of	mass	music,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oles	of	mass	music	creato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ss	
music	creation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cluding	its	rol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how	to	preserve	and	inherit	culture,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and	role	of	mass	music	creation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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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音乐创作在公共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研究
龚稼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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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研究群众音乐创作在公共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探讨群众音乐的定义、特点，文化传承的概念和重要性，以及其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研究群众音乐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强调文化传承对社会的重要性、群众音乐作为文化的传递者
和记录者的重要性，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群众音乐创作、群众音乐的表现形式和语言，以及群众音乐创作者的特质和角
色。论文分析了群众音乐创作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包括其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如何保存和传承文化，以及它的社会和文
化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群众音乐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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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群众音乐创作作为文化传承中的一项重要元素。随着

时间的推移，群众音乐不仅反映了社会的演变，还影响了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论文旨在探讨群众音乐创作如何在公共文

化传承中发挥作用以及它对文化传承的影响，研究群众音乐

的历史、演变、特点以及如何保存和传承文化。通过案例研

究和文化政策的分析，将探讨群众音乐创作的重要性，并为

未来研究和文化政策提供有益的见解。

2 文化传承和群众音乐

2.1 文化传承的概念和重要性

文化传承，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和个

体之间在时间跨度中的文化传递和保存。它包括了文化的各

个方面，如价值观念、传统、知识、技艺、习惯等。文化传

承不仅是文化的延续，还是社会历史和认同的一部分。在全

球化的时代，文化传承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多样性和个体的身

份认同。它有助于维护文化的连续性，确保了历史的延续，

使后代能够了解自身社会的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传递了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塑造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文化传承还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帮助不同群体保持其独

特性，同时也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土壤。群众音乐，作为一种文

化表达形式，常常承载着社会的历史和情感。它与文化传承的

联系紧密，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情感体验和生活方

式。群众音乐的定义多样，它可以包括民间歌谣、流行音乐、

民谣等各种类型。无论形式如何，群众音乐具有亲和力和大众

性，能够触及广大社会群体，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情感。

2.2 群众音乐的定义和特点
群众音乐通常是由普通人创作和表演的，而非专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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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这使其与传统音乐形式有所不同，更贴近日常生活。

其歌词和音乐结构通常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和模仿，使广大

群众能够积极参与。群众音乐可以包括民谣、民间歌谣、流

行音乐、社会运动歌曲等多种类型。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不同

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群众音乐表达方式。群众音乐经常与社

会事件、庆典、抗议活动等相关联，成为人们共同参与和表

达情感的工具。这种集体性强化了社区感和认同感，促进了

社交互动和共鸣。群众音乐还常常反映社会的历史、文化和

政治。它可以传递社会问题、政治立场、文化认同等信息，

成为一种社会记录的媒介。通过歌词和音乐，群众音乐记录

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痕迹，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2.3 群众音乐与文化传承的关联
群众音乐是文化的存储库，通过歌词、旋律和音乐表

演传递了社会和个体的情感、价值观念、历史和传统。这些

元素被编织成歌曲，成为文化的音乐记忆，帮助人们理解过

去，感受当下，传递给未来。群众音乐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

媒介，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群众音乐反映了社会底层和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信

仰，将这些经验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群众音乐的创作和

表演不受地位、年龄、性别或文化背景的限制，它具有包容

性，使各个社会层面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共享。群众音乐促进

了文化的传递和演化，通过不断地演绎和改编，群众音乐保

持了活力，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求。它汇集了传统与创新，

将历史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这一连续的传承过程不仅保

留了文化的根本特征，还促进了文化的创新 [1]。

3 群众音乐的历史和演变

3.1 群众音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
群众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反映着社会

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在古代，群众音乐常常是社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传递了社会和个

体的情感、历史和传统。在这个时期，它的角色是社交的，

促进了社区凝聚力和共享文化记忆。

随着历史的演进，群众音乐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抗议和

反抗的媒介。在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时期，工人

阶级和社会底层常常用群众音乐来表达对不平等和不公正

的愤怒。这种音乐成为他们的声音，呼吁社会变革和更好的

生活条件。20 世纪初，群众音乐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民歌运动和嬉皮士文化强调和平、平等、自由等价值

观念，音乐成为社会变革的象征。

3.2 群众音乐的演变和发展
在早期，群众音乐主要依靠口头传承，由民间艺术家

和社区传唱。这种传统的方式使音乐具有鲜活和生动的特

点，但也限制了其传播范围。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音乐开始

以书面形式传播，拓宽了受众范围。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发明了录音和广播技术，群众音乐得以广泛传播。这一时期，

流行音乐、摇滚乐等新的音乐形式崭露头角，音乐工业兴起。

音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

风格。

互联网和数字音乐平台使音乐更容易获得，艺术家能

够直接与听众互动。这一时期，群众音乐不仅包括传统的民

谣和民间音乐，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流行音乐、独立音乐和世

界音乐。群众音乐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受到技术的推动，还受

到文化的多样性的影响。不同音乐风格和文化元素的融合导

致了创新和多样性。群众音乐继续吸纳各种音乐风格，反映

了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

3.3 群众音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历史上，当社会面临挑战和问题时，群众音乐成为

人们发声的方式。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歌谣表达了

他们的困苦和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这种音乐不仅传达了问

题，还鼓舞了人们采取行动，推动社会变迁。它经常与社会

运动相结合，为运动提供动力和声音。民权运动中的“自由

之歌”和反战抗议中的歌曲都鼓舞了抗议者，凝聚了他们的

力量，促进了政治变革。通过歌唱和音乐表演，人们能够共

享情感和体验，建立社会联系。这种集体性加强了社会凝聚

力，帮助社区成员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下团结起来 [2]。

4 群众音乐创作的形式与特点

4.1 不同类型的群众音乐创作
群众音乐创作涵盖多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具有独特的

特点和表现形式。其中包括民间歌谣，这是一种口头传统的

音乐形式，通常由普通人创作，用于传递故事和文化传统。

流行音乐则更加商业化，以其易于记忆的旋律和通俗的歌词

而闻名，通常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社会运动歌曲是群众音乐

的重要分支，它通常用于表达政治立场和社会问题。这些不

同类型的群众音乐创作在形式和主题上存在差异，但都反映

了社会的情感和文化。

4.2 群众音乐的表现形式和语言
表现形式方面，群众音乐可以采用多种媒介和演出形

式。它可以是简单的民谣，由个人演唱并伴以吉他或其他乐

器。这种形式直接、贴近生活，常常用于表达情感和传递故

事。群众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演出，如社会运动中的抗议歌

曲或庆典活动中的集体演出。

至于语言，群众音乐的歌词可以采用各种语言和方言。

它可以是当地方言，反映了特定文化和社区的特点。群众音

乐也可以采用全球通用的语言，如英语或西班牙语，以扩大

受众范围。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歌词通常直接、易于理解，

反映了大众生活和情感。

4.3 群众音乐创作者的特质和角色
创作者的特质包括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的敏感性，他们

常常深入社会，关注社会变革和问题，将这些关切转化为音

乐的表达。他们通过音乐成为社会的反思者和呼声，借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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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旋律传递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创作者需要具备音

乐的热情和创造力，他们热爱音乐，不仅是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也是作为一种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媒介。他们通过音乐来

表达内心的情感和观点，激发听众的共鸣和情感共鸣。创作

者的角色在于传达文化记忆、反映社会问题和激发情感共

鸣。他们不仅是音乐的创作者，还是社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他们通过音乐将社会故事传递给后人，帮助传承文化和历史

记忆。他们也是社会的声音，通过音乐表达对社会问题和不

公平的关切，激发听众的共鸣和行动。

5 群众音乐创作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5.1 群众音乐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
群众音乐作为口头传统的一部分，承载了社会和文化

的故事。它记录了人们的生活经验、信仰体系和社会历史。

通过歌词和旋律，群众音乐传递了代际之间的文化记忆，使

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传承贯穿时空，使后代能够了解自己的

文化根源。不同地区和社区的群众音乐形式反映了各自的文

化特点。这些音乐形式传达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和传统

习俗，有助于保存和弘扬多元文化。通过群众音乐，人们能

够欣赏和学习各种文化，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

通过歌唱和音乐表演传递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

教育和启发人们。群众音乐可以教导道德、传授历史故事以

及传达社会问题和文化理念。这种教育和宣传的作用有助于

塑造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认同。它能够在社区和群体中建

立情感联系，共享歌曲和音乐的表演促进了社会联系的建

立。通过音乐活动，人们能够团结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下，

强化社会凝聚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5.2 群众音乐如何保存和传承文化
在口头传统中，音乐被世代传承，从前辈传给后代。

这种传统通过口头教育和表演活动实现。老一辈的音乐家和

歌手将他们的技艺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从而保持了音乐

传统的连续性。这种亲身教育不仅传递了音乐技术，还传授

了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录音和数字化技术使音乐得以永久记录，音乐家和表

演者可以通过录音保存他们的音乐作品，使其得以长期保存

和分享。数字音乐平台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途径，使

群众音乐能够触及全球受众。这种技术的应用使过去无法保

存的音乐演出得以记录，确保了音乐的传承。音乐档案馆和

博物馆收藏和保管着音乐的历史记录、乐谱和文献资料。这

些机构通过展览和教育项目传播群众音乐的历史和文化意

义，同时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资源。音乐档案馆的存在使音

乐的历史得以保存和研究。音乐学校和社区组织提供了音乐

教育的机会，使年轻一代能够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社区音

乐团体和音乐节目提供了展示和传承音乐的平台，鼓励人们

积极参与音乐表演和学习，推动文化传承的交流和共享。

5.3 群众音乐创作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群众音乐创作可以成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抗议的催化剂。

社会运动歌曲和政治抗议音乐经常承载着社会问题和政治

情感。这些歌曲激发了人们的共鸣，成为社会变革的象征。

它们鼓舞了人们的情感，帮助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

促使人们行动起来争取变革。群众音乐创作有助于塑造社会

意识和政治意愿，推动社会的进步 [3]。

6 结语

群众音乐创作在公共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通过歌曲和音乐，传递了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故事。它

不仅是文化的记录者，还是社会变迁和政治抗议的推动者。

群众音乐不断延续和发展，通过口头传统和现代技术，将文

化传承贯穿世代。其影响力超越音乐本身，涵盖社会运动、

社区建设和文化多样性的各个领域。通过深入研究群众音乐

创作，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护和传

承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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