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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传统民歌在流行音乐演唱中的融创分析

莫笑萍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为了更好地推动广西流行音乐在原创歌曲演唱方面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广西传统民歌与流

行音乐结合的典型性、代表性原创歌曲进行对比分析后，对其创作特点和演唱风格进行了总结。

其音乐特征主要是融入了本土传统民歌元素之后形成风格鲜明的流行风格特点，随着时代的变更

与发展，流行音乐是未来民歌传承的重要方式，传统民歌也是流行歌曲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相

互依存，才能更好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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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当下，音乐作为文

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正不断探索创新融合之路。

广西民歌，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璀璨明

珠，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历史记忆、生活情

感与文化传统。其丰富多样的旋律、质朴真挚

的歌词以及独特的演唱风格，展现出浓郁的地

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从刘三姐的山歌对唱到各

种民间的歌谣传唱，广西民歌承载着壮族、瑶

族、侗族等多个民族文化记忆。流行音乐以其

广泛的传播性和强大的受众基础，成为当代音

乐文化的主流力量。然而，在流行音乐快速发

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创新瓶颈、文化内涵不

足等问题。将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演唱相结合，

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探索方向。这种融合不仅

有望为广西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使

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也能为流行音乐

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和独特的文化底蕴，推动

流行音乐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本文将深入剖

析广西民歌在流行音乐演唱中的融创表现，探

寻二者融合的价值与意义

1 唱腔融合创新

1.1 传统民歌唱腔特色

广西民歌唱腔丰富多样，具有浓郁的地域

特色。以壮族民歌为例，其高腔山歌音调高亢

嘹亮，旋律起伏较大，常常运用真假声结合的

唱法，以悠长的拖腔抒发情感，展现出壮族人

民豪迈奔放的性格；而侗族大歌则以其多声部、

无指挥、无伴奏的独特合唱形式著称，歌者通

过熟练的气息控制和巧妙的声部配合，营造出

和谐美妙、宛如天籁的音响效果，体现了侗族

人民深厚的音乐智慧和集体协作精神
[1]
。这些

独特的唱腔蕴含着各民族文化的基因，是广西

民歌的灵魂所在。

1.2 流行音乐唱腔的借鉴与融合

在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过程中，流

行音乐的演唱技巧为传统民歌唱腔注入了新

的活力。一方面，流行风格唱法注重音色的自

然协和，强调自然、接近于说话的发声状态，

这种理念被引入到广西民歌的演唱中，使得传

统民歌的发声更加科学、并融合了时尚性，更

易于被年轻人所接受。另一方面，流行音乐风

格中特有的转音、滑音等装饰音技巧，在演唱

时与广西民歌曲调巧妙地相互交融形成独特

的旋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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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新唱腔的实践案例分析

以家喻户晓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为例，

这首歌曲改编自广西壮族最典型的传统民歌

曲调，在唱腔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2]
。歌曲开头

部分，歌手运用了流行音乐中轻柔但不失嘹亮

的气声唱法，缓缓引出主旋律，营造出一种空

灵、悠远的氛围，仿佛将听众带入了广袤的壮

乡大地；在副歌部分，歌手借鉴了壮族高腔山

歌的唱法，运用真假声结合的方式，将高音部

分处理得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同时又保留

了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和感染力，让整首歌曲既

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符合现代听众的审美需

求，一经推出便受到广泛欢迎，成为广西民歌

与流行音乐唱腔融合创新的经典之作。

2 风格融合创新

2.1 广西民歌的风格特质

广西民歌风格多样，不同民族、不同地区

的民歌各具特色。从音乐题材上看，既有反映

劳动生产的农事歌，如壮族的《舂米歌》，生

动描绘了壮族人民舂米劳作的场景，节奏明快、

充满活力；也有表达爱情的情歌，像侗族的《行

歌坐月》，旋律优美婉转，歌词细腻深情，传

递出侗族青年男女间纯真美好的爱情
[3]
。从音

乐风格上，桂北地区的民歌旋律起伏较大，节

奏自由奔放；桂南地区的民歌则相对旋律平稳，

节奏规整，具有较强的叙事性。这些丰富多样

的风格特质构成了广西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2.2 时尚与传统的音乐融合

流行音乐风格丰富多元，涵盖了摇滚、R&B、

电子音乐等多种类型。在与广西民歌融合的过

程中，不同的流行音乐风格为广西民歌带来了

不同的新面貌。广西民歌的旋律优美婉转，常

带有独特的民族调式特征。在流行音乐创作中，

将广西民歌的旋律片段或动机进行提取、改编

和发展。比如把瑶族民歌中富有特色的五声音

阶旋律融入到流行歌曲的副歌部分，使歌曲在

具有流行音乐的流畅性同时，又带有瑶族音乐

的独特韵味。广西民歌的歌词内容丰富，涵盖

劳动、爱情、生活等多方面，具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民族文化内涵。在流行音乐创作中，保

留其生动形象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寓意，同时结

合现代流行音乐的主题进行改编。例如在一首

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中，借鉴苗族情歌中

质朴而浪漫的表达方式，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

使歌曲既符合当代人的情感表达需求，又蕴含

民族文化底蕴。

2.3 风格融合的典型作品解读

歌曲《壮族故事》是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

风格融合创新的典范。该作品在旋律上保留了

壮族民歌的核心音调，婉转悠扬，富有民族特

色；在节奏方面，引入了电子音乐的节奏型，

通过强烈的鼓点和动感的节奏，使歌曲充满现

代感和律动感。同时，歌曲在编曲中还加入了

现代流行音乐常用的合成器音效，营造出神秘

而富有科技感的氛围，与壮族古老的文化底蕴

形成鲜明对比又相得益彰。这种多风格的融合，

让《壮族故事》既展现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又符合当代流行音乐的审美趋势，成为传播壮

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舞台表演融合创新

3.1 广西民歌传统表演形式

广西民歌的传统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具有

浓郁的民族风情。在壮族的歌圩节上，男女青

年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服装造型融合民族

特色与现代时尚，以对唱的形式即兴创作歌曲，

或表达爱慕之情，或讲述生活趣事，周围观众

围聚成圈，形成热闹欢快的表演氛围
[4]
。侗族

的鼓楼对歌则通常在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鼓

楼内进行，歌者们分声部合唱，歌声在鼓楼的

共鸣作用下更加悠扬动听。这些传统表演形式

注重现场互动和文化传承，是广西各民族文化

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式。

3.2 流行音乐舞台表演元素的引入

在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融合的舞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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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行音乐的舞台表演元素被大量引入。舞

蹈编排上，将广西少数民族舞蹈动作与现代流

行舞蹈元素相融合。例如在表演中加入壮族的

扁担舞动作，其明快的节奏和富有力量感的肢

体动作，与现代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创造出独

特的舞蹈风格。灯光效果方面，运用现代先进

的灯光设备，根据歌曲的情感和节奏变化，营

造出绚丽多彩的舞台氛围。例如在演唱一首节

奏明快的广西民歌流行改编曲时，通过快速闪

烁的彩色灯光和动感的灯光变换，增强了歌曲

的活力和现场感染力
[5]
。舞美设计上，采用大

型 LED 屏幕展示广西的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等

画面，与歌曲内容相呼应，为观众带来视觉上

的冲击和美的享受。同时，流行音乐中常见的

舞蹈编排也被融入到广西民歌表演中，舞者们

通过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的舞蹈动作，进一步

诠释歌曲的内涵，使舞台表演更加生动丰富。

3.3 舞台表演融合创新实例分析

在某大型音乐晚会中，歌手在演唱一首融

合了苗族民歌元素的流行歌曲时，舞台表演进

行了大胆创新。舞台上搭建了具有苗族特色的

吊脚楼造型，配合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的苗族

山寨氛围。歌手身着苗族传统服饰，在演唱过

程中，身后的 LED 屏幕不断切换展示苗族的银

饰制作、苗绣工艺等画面，将苗族文化生动地

呈现在观众眼前。同时，伴舞者们以苗族传统

舞蹈动作与现代流行舞蹈动作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演，既有苗族舞蹈的古朴韵味，又充满

现代舞蹈的时尚动感。这种全方位的舞台表演

融合创新，使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美妙的音乐，

还能增强了观众对广西民歌文化的参与感和

认同感，同时也活跃了现场气氛，使整个舞台

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苗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提升了歌曲的艺术

感染力和传播效果。

4 广西传统民歌在流行音乐演唱中存

在的问题与挑战

4.1 创作深度不足

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虽然取得一

定的成果，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

些作品对广西民歌元素的运用流于表面的问

题。有些创作者只是简单地将广西民歌的旋律

片段或歌词直接嫁接在流行音乐框架上，缺乏

对广西民歌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理解。这种

浅尝辄止的创作方式，作品虽然具有民族特色

的外壳，却传达不出广西民歌真正的文化韵味

和情感内涵，难以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而且

有部分创作者在融合过程中，过分追求流行音

乐的时尚要素，而忽略广西民歌的独有风格和

艺术价值。他们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滥用电子

音效、快节奏等流行元素，使作品失去广西民

歌原来那种质朴和纯真，变得不伦不类，无法

展示出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融合的特色。 

4.2 市场推广与传播局限

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融合的作品在市场

推广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国际知名流行音

乐作品和国内主流流行音乐相比，这种类型的

音乐作品的宣传推广力度明显不够。许多好的

作品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和专业的推广队伍，

很难走上大众视野。同时，广西民歌与流行音

乐融合作品在市场上定位不清，在推广中很难

找到准确的受众群，影响了作品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方式上，网络和新媒体虽然为音乐传播

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融合

作品的传播仍主要依赖传统的音乐平台和演

出活动，对新兴的传播渠道利用不足。再比如

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针对这类作品缺乏

有效的推广策略，无法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优

势，制约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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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西传统民歌在流行音乐演唱的发

展策略

5.1 加强文化研究与创作深度

要加强广西民歌文化的研究，提高广西民

歌与流行音乐融合作品的创作质量。

音乐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深入广西各民族地区，

进行田野调查，了解广西民歌的历史渊源、文

化背景、演唱风格、表现形式，挖掘其深层次

的文化内涵。对广西民歌文化的研究，提供丰

富的素材和素材，使作品中体现出广西民歌的

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

应该注重对广西民歌元素的创造性运用，将其

与流行音乐的创作理念、表现手法有机地结合

起来。可以从旋律、歌词、和声、节奏等各方

面进行创新，既要保持广西民歌的特色又要赋

予作品现代感和时尚性。又如在歌词创作中，

运用广西民歌中丰富的诗化和文化性的语言

表达方式，结合当代社会的情感需要和审美意

识，创造出富有民族风格而又符合现代人口味

的歌词。 

5.2 加大市场推广与传播渠道的拓展

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扩大广西民歌与流行

音乐融合作品的影响力。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

出台扶持政策，鼓励音乐企业、文化机构参与

作品的传播和推广。同时音乐创作者、演唱者

要积极地跟专业的推广团队合作，制定科学合

理的推广策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首先，在传播渠道上，要充分发挥网络，新媒

体的优势。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音乐直

播平台等新渠道上开展作品推广活动，通过精

美音乐视频的制作，线上音乐会的举办，互动

活动等方式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另外，

还可以加强与国际音乐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将

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作品推向世界，

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6 结论

通过唱腔、风格和舞台表演等多维度的创

新融合，不仅赋予广西民歌以时代活力，使其

跨越地域与年龄的界限，实现在当代社会的传

承与传播，也赋予流行音乐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拓展音乐创作与表现的边界。这种融合，在音

乐理论层面促进了声乐、作曲理论的发展，在

文化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但是，当前融合实践仍面临创作深度不够、市

场推广有局限、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例如

有些作品的广西民歌元素流于表面，盲目追捧

流行趋势，缺少文化内核;市场推广力度和定

位不够，传播渠道没有充分开拓;人才培养机

制的缺失也制约着行业的长远发展。要想实现

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演唱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从文化、市场、人才三个层面来协同发

力。加强对广西民歌文化的深度研究，提升创

作内涵；拓展多元市场推广渠道，借助新媒体

优势扩大传播范围；完善高校与社会协同的人

才培养体系，培育专业创作与表演人才。唯有

如此，才能让广西民歌与流行音乐在相互交融

中迸发更强生命力，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发

展与流行音乐的创新突破开辟新路径，使这一

融合成果不仅成为广西文化的亮丽名片，更在

国际音乐舞台上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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