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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歌唱艺术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必须加强民族个性。民族个性越浓，世界性越强。当今的世界

正处于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就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承发展以及走向世界提供了时代的

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渠道，让国人喜爱自己的声乐文化；让

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声乐文化，并进而喜欢、热爱我国的民族声乐文化。在 传 承 中 国 传 统 声 乐 文 化

中，发展和创新我国民族声乐文化；打造经济强国的同时，也必须打造文化 强 国 的 形 象。因 此，加 强 中 国 声

乐艺术的民族性发展，以及世界性的传播，就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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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活习惯和生存环境的不同，世界上每

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

民族独具 特 色 的 音 乐 文 化。而 声 乐 作 为 音 乐 文

化的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就 不 仅 是 一 种 音 乐 现

象，更 体 现 各 个 时 期、各 个 地 方 的 文 化、民 俗、语

言和美学观 点，它 承 载 着 一 个 民 族 的 精 神，涵 盖

着一个民 族 的 思 想 与 灵 魂。也 正 是 有 了 这 些 各

自不同的音乐文化，才有了世界音乐百花园中的

万紫千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至今还没

有任何一门艺术能象声乐艺术那样受众之多、传

播之快、影响之广，那样深入人心。从古至今，一

曲曲撼人心 弦 的 歌 声，不 仅 抒 发 了 人 们 的 情 怀，
给人以美好 的 享 受，也 铸 就 了 民 族 精 神 与 魂 魄，
编织着 民 族 团 结 的 纽 带，汇 聚 成 为 推 动 国 家 发

展、民族 振 兴 的 强 大 力 量。中 国 民 族 声 乐，几 千

年来早已 根 深 蒂 固 于 我 们 先 人 的 生 产 与 生 活 之

中。今天，不管我们怎样被意大利发声方法的科

学性所折服，都不能忽视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的发

展。当今，随着世界文化的交融以及多元文化的

迅猛发展，致使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受到冲

击。那么，如 何 在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的 格 局 中，继 续

保持我国声乐文化独有的民族特色，并且更好地

把它推向世界，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传承性

中国声乐 文 化 自 古 繁 荣，人 们 在 劳 动、交 流

和祭祀中，“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一些歌词

早已收集 到《诗 经》的《风》类 之 中。中 华 民 族 音

乐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素材丰盛，资料虽因历史

几度变迁而 多 有 流 失，仍 依 然 典 籍 浩 瀚，加 之 散

落于民间的，民 间 艺 人 口 传 心 授 的 资 源，实 在 是

浩如烟海。今天，中国声乐艺术仍为舞台表演的

主流，其格调古朴，发音自然，而人们多有无法挥

去的潜在的 乡 情，此 情 已 流 淌 在 其 血 液 之 中，是

精神之需要，心理之需要，既是自娱自乐，也陶醉

于情，震 撼 于 声。声 乐 艺 术 是 情 感 艺 术，它 承 载

着人们在生活中相互的情感抒发及思想沟通，也

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们彼此交流生产经验、获得

聪明智慧 的 有 效 载 体。许 多 在 地 方 语 言 特 色 基

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歌唱艺术，不仅推动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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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同 时 也 是 各 民 族、各 地 区 文 化 发 展

变化以及 人 们 生 产 方 式 演 变 的 真 实 体 现。从 中

不难看 出，歌 唱 艺 术 的 发 展 与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发

展、人们生活 生 产 方 式 有 着 极 为 密 切 的 关 系，它

传承了人 类 社 会 发 展 中 各 民 族 在 不 同 生 活 进 程

中的基本的文化信息，正是这些不同生活的文化

特质使人类社会不断走向丰富，也成为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精神因素。
民间声乐文化是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根基，

在民间声乐的长期滋养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才

得以发展，形成今天多姿多彩的声乐艺术。不断

向民间音乐吸取有效成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本

民族的传统 音 乐，深 入 挖 掘 传 统 音 乐 的 精 髓，已

经成为 学 界 的 共 识。同 时，在 进 入 现 代 社 会 以

来，科学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理念及技巧，高水

平的创作 与 表 演 都 成 为 传 统 民 族 声 乐 最 重 要 的

补充成 分，使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成 为 具 有 本 民 族 特

色、浓厚民族 风 格 的 声 乐 艺 术，成 为 中 国 民 族 声

乐发展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中 国 声 乐 艺

术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情感上，音乐是一种感性

的艺术，是情 感 的 交 织 描 绘 出 流 动 的 画 面，音 乐

的民族性 呈 现 出 的 是 浓 厚 的 民 族 情 感 和 一 种 炙

热的民族情怀。其次，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体

现在语 言 上，中 国 民 族 声 乐 的 发 展 以“字 正 腔

圆”、“以 字 带 声”为 歌 唱 语 言 的 标 准，形 成 了 音

乐、曲调、节 奏、语 言 等 各 方 面 的 完 美 结 合。同

时，中国的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汉族和各少数民

族语言，以及多样性的文化生态为中国民族声乐

艺术的发展增添了色彩，歌唱语言表现出了许多

具有少数民族特性以及口语化的语言特色，在中

国民族 声 乐 发 展 的 过 程 中，经 过 长 期 的 融 合 发

展，逐渐形成 丰 富 的 语 言 表 达，与 歌 曲 的 旋 律 和

风格融为一体，更加情真意切、惟妙惟肖，使中国

民族声乐 艺 术 因 此 独 树 一 帜。声 乐 是 一 种 表 演

艺术，除了演 唱 本 身，一 些 情 绪 与 肢 体 上 的 表 现

都可作 为 演 唱 者 艺 术 处 理 的 手 段，在 这 个 过 程

中，我们 不 仅 能 够 看 到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的 精 华 所

在，更看到与时代相符的音乐元素。这便是中国

民族声乐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使中国

民族声乐形成一种立体的审美情景，让审美群体

在视觉、听觉和感觉等各方面得到充分的愉悦。
中国民族 声 乐 在 其 产 生、发 展、演 变 的 历 史

过程中，始终 具 有 包 容 性 和 开 放 性，在 不 断 学 习

和借鉴外来声乐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声乐

艺术风格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在我国，由于民族

众多，各民族 在 长 期 的 文 化 交 流 中，使 不 同 民 族

的声乐艺术互相交融，形成了世界独有的声乐文

化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文化交流

日趋频 繁，推 动 了 我 国 音 乐 文 化 广 泛 的 世 界 交

流、声乐文化 的 交 流 尤 其 突 出，中 国 声 乐 艺 术 在

与外来声 乐 文 化 的 交 流 与 互 动 中 得 到 了 繁 荣 和

发展，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外来声乐艺术的科学元

素，使 我 国 民 族 声 乐 艺 术 繁 花 似 锦、生 机 勃 勃。
如果我 们 回 眸 历 史 就 会 发 现，中 国 声 乐 艺 术 在

“五四”新 文 化 运 动 时 期，随 着 西 学 东 渐 的 推 进，
就充分显 示 出 其 包 容 性 和 开 放 性。当 时 从 海 外

回国的一大批歌唱家，为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巨 大 的 贡 献。他 们 至 今 有 的 还 在 为 我 国

声乐艺术 的 发 展 默 默 地 工 作。像 我 们 熟 悉 的 沈

湘、黄有葵、喻宜萱、郎毓秀、周小燕等，虽然他们

学习的 是 西 欧 歌 唱 艺 术，但 他 们 在 教 学 和 演 唱

中，把西欧声乐的科学发声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

在教学中，非常重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风格特

征，特别是对 我 国 语 言 特 征 的 把 握，较 好 地 借 鉴

了西欧歌 唱 的 科 学 方 法。中 国 民 族 声 乐 蕴 含 着

民族精神，正 是 这 种 艺 术 品 格，使 它 具 有 特 殊 的

传承性。随 着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的 发 展，国 家 的 强

盛、世界的和 平，都 离 不 开 民 族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将是我国

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

二、加强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

族的中华儿女在长期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创造并

不断丰富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同时也衍生出

千姿百态的演唱方法、演唱风格、演唱形式，并形

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民族品格的艺术形态。如果

说，今天 的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正 处 于 进 一 步 发 展 阶

段，那么追根溯源还是应该归结于中华民族数千

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其声乐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一种古老

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正是民族声乐发展的文化

根基。意大利的民间唱法孕育了风行世界的“美

声唱法”，从诞生至今，一直保持着传统民歌的本

质和个性，同 时 也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艺 术 流 派，这 种

不失本色的 演 唱 技 术，有 着 强 大 的 生 命 力，占 据

世界声乐 艺 术 的 主 流。而 中 国 拥 有 五 十 六 个 民

族，繁荣的民族文化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俗观念

和艺术思维，那 么 在 我 国 民 族 声 乐 艺 术 中，至 少

应该有几十种演唱风格。“艺术的形式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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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 样 的，我 们 在 欣 赏 每 一 种 艺 术 样 式 的 时

候，都在寻找它的独特性。我们民族声乐应该追

求的是借鉴、吸收、整合、创新，而前提就是，没有

丢掉本和 源。民 族 音 乐 传 统 就 是 民 族 唱 法 保 持

自己艺术特色的本源，充分重视对民族音乐传统

的继承，学习民族民间文化，了解群众接受心理，
我认为做到了这些，民族唱法的艺术特色就会在

接受外来文化营养的同时，始终保持自己鲜明的

艺术特色。”［１］但随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产 生，尤

其是“美声唱法”传入中国以后，越来越多地限制

了我国音 乐 家 们 的 创 作 思 维 和 表 演 模 式。从 创

作者到表演 者，再 到 音 乐 教 育 传 播 者，越 来 越 多

的人走不出“美声唱法”的制约，任何声乐作品都

想要用“美声唱法”来重新修理一下，力求不断追

逐“美 声 唱 法”的 硬 性 指 标，甚 至 到 了 复 制 的 程

度，使民族 声 乐 丢 弃 了 艺 术 创 作 的“本 源”。当

然，要想更好 地 发 展 本 民 族 的 音 乐 文 化，就 必 须

更好地 学 习 世 界 各 国 的 先 进 音 乐 文 化，也 就 是

说，要想使 我 国 的 声 乐 文 化 真 正 获 得 世 界 意 义，
就不能不借鉴既有的，并已经是被时代所肯定的

世界形式。只有不断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不

断地丰富 自 己。“在 当 今，任 何 学 科 的 发 展 缺 乏

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

身文化传 统 去 谈 发 展 都 是 难 以 面 向 未 来 的。”［２］

缺失民族文 化 的 民 族 声 乐 艺 术，只 能 脱 离 大 众，
而我们所发展和追求的民族声乐艺术，还是原本

的艺术吗？

世界上 任 何 事 物 的 发 展 都 要 有 根。中 国 的

声乐艺术，当 然 也 有 根，这 个 根 就 是 我 们 老 祖 宗

留下的传 统 声 乐 文 化。我 国 的 传 统 声 乐 文 化 主

要表现在民 歌、曲 艺、戏 曲 以 及 一 些 特 殊 的 艺 术

品种。这些 传 统 的 声 乐 艺 术 在 我 国 至 少 都 有 千

年的历 史，它 们 经 过 一 代 又 一 代 民 间 艺 人 的 筛

选、积淀，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说，我国的传统

声乐艺术不 仅 历 史 厚 重、门 类 繁 多，而 且 丰 富 多

彩、博大精深。这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传统声乐文

化宝库。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几千年来就是在

这座文 化 宝 库 中，滋 润 着、生 长 着，经 过 吸 收、融

会、继承和创新。我国的声乐演唱艺术才开始逐

渐从众多的音乐艺术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中

国式的声乐演唱艺术形式和声乐文化。“中国民

族声乐艺 术 以 她 特 有 的 审 美 品 格 和 绚 丽 多 姿 的

动人形象独领风骚，在中国人民的审美文化中占

据不可替代的位置。她构筑在中国传统戏曲、民

歌的基础上，吞 吐 诸 殊，并 以 西 洋 美 声 唱 法 为 参

照互融互补，形成了鲜明统一的个性。”［３］任 何 民

族声乐艺 术 的 发 展 都 必 须 植 根 于 民 族 文 化 的 土

壤里，都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风格各异

的民族 唱 法。我 们 知 道，美 声 唱 法 产 生 于 意 大

利，毋庸置疑，它 一 定 是 在 意 大 利 民 族 文 化 的 基

础上形成的“意大利”民族唱法，它也一定具有浓

厚的意大利民族特色，正因为它保持了传统的文

化特色，才被世界人民所接受。今天它已成为意

大利的 重 要 文 化 符 号，当 然 也 是 意 大 利 人 民 的

骄傲。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人民 群 众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不 断 改 善，总 体

文化素质 大 步 提 高。随 着 改 革 开 放 步 伐 逐 渐 加

大，外来文化 迅 速 大 量 涌 入，促 使 国 人 的 文 化 需

求和文化 艺 术 市 场 呈 现 出 多 元 化 发 展 态 势。由

于外来音乐 文 化 的 涌 入，把 我 们 的 音 乐 舞 台、广

播电视、音像出版，甚至音乐教育搅得眼花缭乱，
令许多人，特 别 是 广 大 青 少 年 变 得 趋 之 若 鹜、欲

罢不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许多媒体

也乱了方寸，导致了对音乐艺术的导向出现了一

定的偏差，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遇到了空前的挑

战。但令人 欣 慰 的 是，尽 管 如 此，我 们 的 许 多 音

乐艺术高校始终坚守着民族声乐艺术教育阵地，
相继培 养 出 彭 丽 媛、宋 祖 英、阎 维 文、张 也、吴 碧

霞等一批 民 族 声 乐 艺 术 精 英。一 些 著 名 民 族 声

乐艺术家经 过 短 暂 的 徘 徊 后，亲 自 挥 戈 上 阵，主

动承担起 为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艺 术 大 厦 添 砖 加 瓦 的

重任。他们 的 良 苦 用 心 和 探 索 精 神 也 为 我 们 民

族声乐艺术的振兴助了一臂之力。古往今来，在

任何一个国家里，物质与文化永远是一对孪生兄

弟，物质生活 的 富 庶，必 将 带 来 歌 舞 升 平 的 大 好

局面。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呈现出

欣欣向荣 的 景 象。随 着 民 族 声 乐 演 员 队 伍 的 不

断壮大，创作 队 伍 的 不 断 充 实，我 国 民 族 声 乐 艺

术也大踏步进入了崭新发展阶段。《在希望的田

野上》、《我们是黄河泰山》、《望星空》、《春天的故

事》、《走 进 新 时 代》等 一 批 家 喻 户 晓 的 主 旋 律 歌

曲，经过一二 十 年 的 广 为 传 唱，始 终 保 持 着 旺 盛

的生命力，并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歌唱艺术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必须加强民族

个性，民 族 个 性 越 浓，世 界 性 越 强。凡 是 被 世 界

各国人民喜爱的歌唱艺术，首先必定是具有某一

个民族特 性 的 歌 唱 艺 术。“西 方 真 正 的 艺 术 大

师，并不看 重 你 对 他 的 文 化 的 表 面 模 仿 和 追 随，
他们看 重 的 是 你 不 同 于 他 们 的 东 西———属 于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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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 化 和 语 言。”［４］我 国 歌 唱 艺 术 要 想 走 向

世界，就必须不断努力加强民族性。歌唱是一种

完美的艺术，我们要通过发声技巧来演绎出一种

“情”，这 种“情”要 与 欣 赏 者 达 到 一 种 共 识，所 以

说歌唱艺术是具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就是民族精

神和民 族 性 格，不 然 歌 唱 是 不 会 打 动 人 们 心 灵

的。当把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科学的发声方法

结合起来时，才 能 把 感 染 力 提 高 到 极 致，才 能 震

撼人心达到艺术的美感。因此，中国声乐艺术的

发展一定要加强民族性。

三、推动中国声乐艺术的世界性传播

中国民族 声 乐 是 中 华 民 族 音 乐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音乐 是 世 界 语 言，在 当 前 全 球 大 交 流、大

融合的背景下，音乐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在音乐

交流中，中 国 民 族 声 乐 当 然 不 可 缺 少。然 而，在

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些人不承认中

国的民族声乐，尤其在演唱方法上，他们认为“只

有科学的唱法，没有民族的唱法”。从而，竭力推

崇西方的唱 法，尤 其 是 意 大 利 的 声 乐 发 声 方 法，
造成美声 唱 法 独 霸 中 国 声 乐 艺 术 领 域 的 不 良 局

面。既然不承认，当然就不可能去积极推广中国

的民族声乐，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家认为不

好的东西 去 拿 给 他 人 观 赏。也 正 是 基 于 这 种 认

识，近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声乐或羞羞答答，或犹

抱琵琶半遮面的藏身于闺阁，而不能潇潇洒洒地

走出国门去展示自己，更不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世

界音乐殿堂去“华山论剑”。
意大利的 声 乐 艺 术 之 所 以 能 在 世 界 上 为 多

数国家接纳，其 发 声 方 法 的 科 学 性 和 先 进 性，当

然不能 不 予 以 承 认。同 样，我 国 的 民 族 声 乐，在

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得以存在了数千年，谁又

能武断的说它是不科学的呢？世界上，任何事物

的存在，都有 其 合 理 性，这 个 合 理 性 自 然 应 归 属

于科学 性 的 范 畴。所 以，就 音 乐 文 化 而 言，大 家

都是平 等 的，并 不 存 在 着 高 低 和 先 进 与 落 后 之

分。作为音乐文化中 的 声 乐，当 然 也 是 如 此。音

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食粮，德国伟大的音乐家贝

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

示。”《晋书·乐志》认为：“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

良而 宽 大；闻 其 商 声，使 人 方 廉 而 好 义；闻 其 角

声，使 人 恻 隐 而 仁 爱；闻 其 徵 声，使 人 乐 养 而 好

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可见，音乐在人

类的生活中，有 着 如 此 不 可 或 缺 的 作 用，并 且 已

经深深的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这个“融”，就足以

证明它的 科 学 性 与 合 理 性。尤 其 是 我 们 的 民 族

声乐，几千年来早已根深蒂固于我们先人的生产

与生活之中。今天，我们再大谈意大利发声方法

的先进，并企 图 以 其 取 而 代 之，这 确 实 是 万 万 使

不得的。这就象有些人想以西餐取代中餐，以西

医取代 中 医 一 样，最 终 始 作 俑 者 无 不 是 无 功 而

返，徒劳 其 神。因 此，中 国 的 民 族 声 乐 有 着 不 可

替代 性，我 们 必 须 好 好 的 传 承 它、爱 护 它、发 展

它，并要不遗余力的把它推向世界。
中国民族声乐的世界性传播，目的是弘扬中

华民族精神，让世界了解中国。民族声乐作为我

国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和 历 史 内 涵。各 民 族 用 自 己 的 声 音 传 承

民族文化的思想特质，带着民族精神的特定代码

跨越时空。无疑，民族声乐所承载的是一个民族

的气节和精神。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是多元的，
各种音乐文化都有着平等、独立的文化价值和美

学价值。因此，我们决不能把西方的音乐及音乐

理论、技法，作为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尤其中国

民族声乐 的 衡 量 标 准。我 们 必 须 以 新 的 视 角 重

新认识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文 化 的 价 值。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我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

大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成为第一位在这

个著名音 乐 殿 堂 放 歌 的 中 国 歌 唱 家。她 用 中 国

的民族声乐倾倒了两千多名奥地利听众；她用中

国的民族 声 乐 向 世 人 展 示 了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中 国

风貌，中国人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把

文化比作国 家 与 民 族 的 灵 魂，国 家 的 强 盛、民 族

的兴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民族声乐艺术作为中

华文化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必 然 承 载 着 凝 聚 人 心，
激发热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民族声乐世界性传播的进程中，我们

还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民族声乐世界性传播不是

狭义上的让民族“唱法”走向世界，而是广义的中

华民族声乐文化走向世界。众所周知，意大利唱

法之所以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并成为意大利的一

个象征，其原 因 并 不 只 是 它 的 唱 法 如 何 先 进，而

是因为它 有 了 一 批 如 传 奇 女 中 音 歌 唱 家 茱 丽 叶

塔·西米奥 纳 多、著 名 男 中 音 梯 托·戈 普 比、朱

塞佩·佳克米尼、帕瓦罗蒂、多明哥、萨瑟兰等闻

名于世界的歌唱家，以及一批如《我的太阳》、《重

归苏莲托》等为世界人民所钟爱的声乐作品。各

国人民首先认识了这些歌唱家，熟悉了他们的歌

唱作品，从而由喜欢走向了认同。同样，俄罗斯、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亦是如此。反观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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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现在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条

件。我们的《茉 莉 花》早 已 为 世 界 各 国 所 熟 知。
宋祖英、王 宏 伟、阿 幼 朵（苗 族）、杨 学 进（彝 族）、
“香格里拉”组合（藏族）等一批批歌唱家、青年歌

手陆续走进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走向了世界各

地，并且已经为世人所认知。在这种大好的形势

下，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再加一把劲儿，中国民族

声乐文化全面走向世界已是指日可待。“我国的

民族声乐应该在保持民族特色与个性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融 合 各 种 声 乐 艺 术 的 精 华，建 立 和 形

成新的中华 民 族 声 乐 学 派 体 系，只 有 这 样，中 国

民族声乐才能屹立于世界声乐之林。”［５］

四、结　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

己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而每一种艺术都鲜明的

彰显着本 民 族 的 精 神 和 审 美 情 感。这 种 独 特 的

民族文化艺术和基本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个民

族生命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蓬勃生长

于世界 民 族 之 林 的 根 基［６］。尊 重 中 国 的 民 族 声

乐艺术，就是 尊 重 我 们 自 己，尊 重 我 们 民 族 的 生

命。当今的 世 界 正 处 于 一 个 全 球 化 和 文 化 多 元

化的时 代，这 就 为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艺 术 的 传 承 发

展，以及走向 世 界 提 供 了 时 代 的 机 遇，我 们 必 须

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

会和渠道，让 国 人 喜 爱 自 己 的 声 乐 文 化；让 世 界

各国人民了 解 中 国 民 族 声 乐 文 化，并 进 而 喜 欢、
热爱我国的民族声乐文化。

党的十七 大 提 出 了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新 高

潮，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

略决策。民 族 声 乐 作 为 与 广 大 群 众 关 系 最 密 切

的一种艺术 形 式，为 宣 传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大

力弘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推 动 现 代 化 建

设，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将大有

作为。我们应该充分抓住机遇，在传承中国传统

声乐文化中，发 展 和 创 新 我 国 民 族 声 乐 文 化；打

造经济 强 国 的 同 时，也 必 须 打 造 文 化 强 国 的 形

象。因此，加 强 中 国 声 乐 艺 术 的 民 族 性 发 展，以

及世界性的传播，就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中国

声乐 艺 术 的 传 承、发 展、创 新，以 及 世 界 性 的 传

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

们必须努力，让中国大众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文

化百花园中享受歌唱的快乐，让世界的音乐舞台

散发着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芳香，让世界的音乐

殿堂里永远回荡着中华民族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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