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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乐当前现状
当代社会对于新民乐的定义是：利用民族和民间

音乐来作为选曲来源，然后通过民乐与西方流行音乐
文化结合后的特殊作曲手法、技术或者演出形式，形
成一种较为良好的视听效果以及富有时代化特色的新
民乐艺术表演形式。总的来说，新民乐是传统和现代
化音乐因素结合的产物。由于现代人民的审美情趣较
之于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民族音乐已
经无法满足新生代人民的欣赏需求，导致民族音乐的
受众群体在不断减少，尤其在21世纪初期，在流行音
乐文化的冲击下，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群体已经被
流行文化深深吸引，为此传统民族音乐不得不开始寻
求转变。而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新民乐的形式就应
运而生，其在保留了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纳了
现代化音乐的潮流气息，在兼具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和
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引起了新的音乐欣赏浪潮。

不过在新民乐最初的发展阶段当中，由于其表演
形式还较为单调，效果并不突出。此后一直延续到现
在，新民乐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特色。首先就是新民

乐队伍的人数编制问题，与传统的民乐队伍70人左右
的编制配比而言，新民乐的队伍人数已经被大幅精简
到10人左右的队伍。减少了人数，增加了质量，这也
更加符合了当前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同时在队伍的乐
器演出当中，还加入了部分的西方乐器，如贝斯、电
吉他等来作为一个新的音乐背景旋律，然后同时再融
入我国多样化传统民族乐器，通过中西方音乐文化的
融合交流，进而形成了一种更加独特的音乐风格。

二、当代新民乐的艺术形态和风格
（一）表演风格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人民所体现出的热情、好客、

大方的特点也体现到了美学领域当中。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浪潮，新民乐也逐步渗透到了各个音乐领域当
中。民族乐器也掀起了一股新的改革浪潮。在乐曲创
作当中，新民乐的配器则更加灵活，在考虑到在音乐
音质和乐器特色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到音调和音乐所
能表现出是否恰当，比如在传统音乐《茉莉花》中，
由于多种乐器的搭配，尤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电子乐
器之后，让歌曲原本的清新优雅的感觉淡化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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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需要新民乐团队在创作改变的同时考虑到各
类乐器特性的协调。

此外，为了迎合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新生代民众的审
美观念，导致新民乐的发展也有失偏颇。以往如二胡、
琵琶等坐姿演奏乐器，在新民乐的变革当中，也逐渐出
现了站立演奏，加之现代化的舞美和灯光表现效果，给
予了观众视觉感官很大的冲击。但是在这样的发展境况
当中，不乏有一些新民乐队伍为了吸引流量和观众眼
球，过分追求舞台的视觉演出效果，忽略了对音乐本身
的品质追求，比如一些团队会过分追求演奏者相貌、仪
表、服装道具等，但这些本身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反
而过于抢人眼球，造成了喧宾夺主的效果。

（二）新民乐的形态特征
一是新民乐是在民族音乐元素的基础之上，结合

现代化音乐理念来进行创作和演绎的形式性。
二是新民乐中所蕴含的音乐元素不单纯是传统民

族器乐的表达，还可以包括民族声乐、戏曲、曲艺以
及地方音乐等，比如经过现代化元素包装后的《康定
情歌》《二泉映月》等作品。

三是经过发展创新之后的新民乐融汇了更多的音乐
风格，同时杂糅了现代化中的各种音色元素，也更加注
重舞台化的视觉表演和造型。再同时以现代科技为辅助
的灯光、音响、MIDI等技术所体现出的蒙太奇效果。

三、结语
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弘扬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而新民乐的诞
生和发展是作为传统民乐与大众化审美之间的特殊桥
梁，其在未来的发展道路必然也会是广阔的。在新民

乐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新民乐并非只
是简单的传统民乐与国内外流行音乐的混搭，而是应
该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生根开花。可以将表演形
式、手法、创作技巧等进行革新延伸，但是其本质内
涵还是需要保留传统音乐文化的精神内涵。新民乐的
发展也不单纯只依靠传统民乐，还需要发展出自身的
特色、内容、思想等。在以传统民乐为蓝本的基础
上，进行新一轮的创作加工，既迎合新生代的审美理
念，也可以发扬传统音乐文化和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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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桃花源记》，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
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这雅洁而优美的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
达到高度的统一。

西晋诗文通常追求华美，注重修辞，虽然提高
了文学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反而造成
繁冗之弊。陶渊明作品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
蕴，高度精练，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
简洁，铺排较少。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全篇仅百余字，
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
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
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尾则言“忘怀得失，以
此自终”。大量使用“不”这个否定词，其意在于表
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
率真地生活着。

此篇的语言朴实舒爽流利，抒情色彩浓厚，而又
充满了哲理的内涵，用语浅而含蕴深。陶渊明重视通

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与东晋玄
言诗文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三、结语
由于当时社会崇尚华丽的文风，陶渊明作品朴

素平淡的风格难以为一般文人所接受。入唐之后，情
况有了改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的艺术风
格明显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进入宋代，陶渊明受到一
致的推崇，一些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对他倍加称扬，
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文学史上第一流作家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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