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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oral Works
Penghui Zhu   Shumin Cui
Shandong Industrial Technician College,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ts unique rhythm, melody and 
expression form provide rich inspiration and materials for modern choral work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	choral	works,	firs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choral	
music,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elements in choral works, and discusses its performance effect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oral composi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on	choral	work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modern	music	composition.	Combined	with	specific	examples,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	choral	singing	are	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d,	and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future music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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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音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其独特的音律、旋律以及表现形式为现代合唱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
感与素材。论文探讨中国传统音乐在合唱作品中的应用，首先概述中国传统音乐和合唱音乐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分析传统
音乐元素在合唱作品中的融合方式，探讨其表现效果与风格特征。通过对当代合唱创作的研究，揭示传统音乐对合唱作品
的深远影响以及其对现代音乐创作的启发。结合具体实例，全面展示中国传统音乐在合唱中的美学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期待为未来的音乐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

中国传统音乐；合唱作品；应用探讨

【作者简介】朱鹏辉（1996-），男，中国山东枣庄人，硕

士，助理讲师，从事音乐研究。

1 引言

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独特魅力不仅

体现在其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上，更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历史传承。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

音乐创作者开始尝试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融入现代合唱作

品之中。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传承与发扬，更是

对其进行创新和现代诠释的重要实践。而合唱音乐以其多声

部的和谐表达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传统音乐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论文将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传统

音乐在合唱作品中的具体应用方式、审美效果与创作启示，

期望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 中国传统音乐及合唱音乐的概述

2.1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贯穿了几千年的

中华文明，其轨迹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不断丰富和多样

化。早在先秦时期，有关音乐的文字记载就已经出现，《尚书》

《诗经》等古籍中保存了大量关于祭祀、典礼和宫廷音乐的

素材，这些内容反映出古代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汉代，随着统一的建立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音乐文化开

始有了初步的交流，《乐府诗集》汇编的创作和传播为这一

时期的音乐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统治者高

度重视文化艺术，设立了专门机构如大乐署，负责音乐的创

作和演出。这个时期是雅乐、俗乐、胡乐等多种音乐流派交

会并存的时期，音乐风格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留下

了不少经典曲目和乐器，如琵琶、古琴等至今仍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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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兴起，戏曲音乐

逐渐繁荣，昆曲、南曲、北曲等地方戏曲音乐在全国各地蓬

勃发展。明清时期，戏曲音乐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成熟和定型，

形成了京剧、越剧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剧种。此时，民间音乐

也在不断发展，丰富了传统音乐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音乐的传承和保护受到了极大的

重视，许多传统乐器和音乐形式得以恢复和发扬。改革开放

以来，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观念和技术相结合，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音乐作品，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精髓，又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融合、创新

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为其增添了新的色彩。它不仅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现代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

素材和灵感 [1]。

2.2 合唱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合唱音乐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多元的

文化根基，其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仪

式，教会中的圣歌和经文颂唱是早期合唱音乐的主要形式。

这些早期的圣歌通常由修道院的僧侣们用单声部进行演唱，

伴随着教会仪式和礼拜的进行，逐步演变为复调音乐，形成

了初具规模的合唱艺术。12 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学派对复调

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单声部圣歌基础上发展

出多声部的音乐形式，将不同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早期

的对位法，为合唱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合唱音乐迎来了繁荣时期，多声

部合唱作品层出不穷，作曲家们不断探索声音的和谐与变

化，创作出大量经典的宗教合唱作品，如意大利作曲家帕莱

斯特里那的作品以其复杂的对位和纯净的和声著称，对后世

影响深远。巴洛克时期，合唱音乐更为精致和华丽，亨德尔

和巴赫等作曲家的清唱剧和康塔塔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展现了合唱音乐在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广泛应用。

进入古典时期，合唱音乐逐步从教堂走向公共演出空

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将合唱融入交响乐的实践被视

为音乐史上的里程碑。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赋予合唱音

乐更多的抒情和个人情感，门德尔松、舒伯特等人的合唱作

品充满了诗意和情感表达。

20 世纪以来，合唱音乐的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化，现

代作曲家们不仅继承了传统，还结合新的音乐技术和创作理

念，不断拓展合唱音乐的表现力。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合唱

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融合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

音乐元素被引入合唱作品中，形成了丰富的音乐景观。

合唱音乐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音乐艺术不断探索和创

新的历史，体现了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无论是宗教

仪式中的圣歌，还是现代舞台上的大合唱，合唱音乐始终以

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感染力，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成为音

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特点和表现形

式丰富多样，深受历史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音律上，中

国传统音乐采用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强调旋

律的流动性和音色的细腻表达，常给人以悠扬婉转之感。乐

器的丰盛和独特音色是其一大亮点，包括古琴、琵琶、二胡、

笛子等，乐器各具特色，能演绎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在表

现形式方面，戏曲音乐如京剧、昆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们不仅仅是音乐表演，更结合了戏剧、舞蹈、表演艺术，形

成了综合艺术形式 [2]。民间音乐如民歌、鼓乐等则融入了当

地的风土人情，传递着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此外，宫廷音乐

和雅乐在历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表现出精致与典雅，常用

于重大典礼和祭祀。通过这些表现形式，中国传统音乐展现

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心灵体验，既传递了历史的厚重，也表

达了对自然、人生的独特感悟。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和表现，历经千年，经久不衰。

3 中国传统音乐在合唱作品中的运用分析

3.1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合唱作品中的融合方式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合唱作品中的融合方式呈现出多

样性与创新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美学价值。通过引

入传统五声音阶和节奏模式，合唱作品能够展现中国音乐特

有的旋律韵味，营造出浓厚的民族风情。作曲家们常常借鉴

古琴、琵琶、竹笛等传统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技法，将这些音

色巧妙地通过声部配合在合唱中呈现，使作品更具地域特色

和文化底蕴。同时，传统民歌和戏曲音乐也成为合唱创作的

灵感源泉。作曲家将山歌、劳动号子等民间歌谣的旋律融入

合唱，利用多声部的和声编配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现 

力 [3]。例如，合唱作品《茉莉花》《康定情歌》等将耳熟能

详的民歌素材与现代合唱技法结合，使合唱作品既具现代性

又不失传统韵味。

3.2 中国传统音乐所带来的表现效果和风格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合唱中的表现效果和风格特点展现出

丰富的艺术性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巧妙地融合五声音

阶，合唱作品常常带有独特的东方韵律感，创造出一种既庄

重又灵动的氛围。这种旋律上的特质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悠远

的历史长河中，感受到古老文化的气息。另外，传统乐器音

色的运用，例如古琴的深沉、笛子的清丽，常被融入合唱的

编曲中，声部的交织与和谐推动音乐层次感的丰富，使听众

体验到独特的声乐盛宴。 从风格上看，传统音乐元素赋予

合唱作品独特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尤其在戏曲音乐和民间歌

谣的引用中尤为突出。戏曲的唱腔与曲牌常在合唱中演绎出

戏剧情境，使音乐具有戏剧冲突和情节推进的效果。而民歌

的传唱，则往往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生活气息，使作品倍显

亲切感人。此外，合唱中对传统诗词的吟诵，常借由古典诗

词的意境传递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例如，《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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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民歌合唱作品，通过保留原曲的旋律和审美意境，使得声

乐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情怀。在这些作品中，传统

音乐元素不仅丰富了合唱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也深化了

文化传承的价值。

4 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合唱创作中的影响

4.1 当代合唱创作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借鉴
在当代合唱创作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借鉴体现了对

民族文化根脉的回归与创新。作曲家们深入挖掘传统音乐的

精华，将具有代表性的五声音阶、传统乐器音色和戏曲唱腔

等元素与现代合唱技巧相结合，创造出独具韵味的作品。例

如，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就充分借鉴了民族音乐的旋律

和节奏，通过多声部合唱传递出雄浑壮丽的历史画卷。在这

些创作中，作曲家们不仅保留了传统旋律的独特音韵，还通

过现代和声编配，使作品既传统又现代化。京剧、越剧等戏

曲音乐的曲牌和唱段被巧妙地融入合唱中，赋予作品戏剧性

和层次感。这样的设计使听众在聆听合唱时，仿佛置身于戏

台上，感受到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气息。

4.2 中国传统音乐对当代合唱创作的启发
中国传统音乐对当代合唱创作的启发深远且富有成效，

为现代音乐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通过借鉴

传统音乐的元素，当代作曲家们能够打破地域和时间的界

限，创造出充满浓厚民族风格和独特艺术审美的合唱作品。

五声音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所呈现的独特

音阶结构，为现代合唱编曲提供了全新的音响体验和创意空

间。通过运用五声音阶，作曲家们能够塑造出既具东方神韵

又极具和谐感的音乐作品，从而使听众在欣赏现代合唱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古典美感。此外，中国传统

乐器的音色特点深入影响了合唱作品的编曲和配器。古琴的

深沉厚重、笛子的清亮悠扬、二胡的柔美动人，这些乐器音

色被巧妙地引入合唱作品中，不仅丰富了合唱的音色层次，

还增加了作品的民族韵味。例如，赵季平的《千里黄云白日

曛》就将二胡的旋律融入合唱中，增强了音乐的抒情性和表

现力，使作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高度赞誉。

戏曲音乐中的唱腔和节奏也是当代合唱创作的重要灵

感源泉。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艺术中的曲牌和唱腔结构，

丰富了合唱音乐的表现手法。戏曲音乐中的节奏变化、唱腔

转折和声腔技巧，被现代作曲家们借鉴和融合，提升了合唱

作品的戏剧性和艺术层次。例如，郭文景的《美丽的森林》

就借用了京剧的元素，通过现代合唱形式展现了戏曲音乐的

独特魅力。

民间音乐中的旋律和故事性也对当代合唱创作产生了

深远影响。中国传统民歌的旋律简洁明快、情感真挚动人，

常常被改编和重新创作，成为合唱作品中的亮点。《康定情

歌》《小河淌水》等民歌的合唱版本，不仅保留了原始旋律

的天然美感，还通过现代和声的处理，使作品更加动听和富

有感染力。

诗词吟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当

代合唱创作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古典诗词的韵律美与合唱音

乐的和谐美相辅相成，赋予合唱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

深度。例如，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改编的合唱版，通过

对歌词的吟诵和旋律的重新编排，使作品既保持了传统的质

朴，又展现了现代的创新。

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借鉴和融合，当代合唱创作不

仅保存和弘扬了传统文化，还开创了新的音乐表达形式和艺

术美学。这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使当代合唱作品既具

传统魅力，又充满现代感，成为传递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动人

篇章。

5 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在合唱作品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合唱形式之间所产生

的独特化学反应。中国传统音乐丰富的音律与旋律、独特的

表现形式，不仅为合唱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艺术维度，还

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层次和情感内涵。当代合唱创作中对传统

音乐元素的借鉴与创新，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

现代音乐表现力的拓展。未来，随着更多音乐创作者深入挖

掘和灵活运用这些宝贵的传统音乐资源，必将涌现出更多创

新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合唱作品，推动中西音乐文化的进

一步融合与发展。希望论文的探讨能为音乐创作者和研究者

提供新的视角和灵感，激发更多关于传统音乐与现代合唱融

合的创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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