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阴老腔是流传于陕西华阴地区的

一种皮影戏曲剧种，主要以关中方言为

叙述语言，并配以月琴、二胡、锣鼓、檀板

等民族乐器进行表演，具有浓厚的北方

板腔体戏剧音乐特点。作为民间音乐表

现形式之一，华阴老腔传承着两千多年

的华夏之魂，承载着华阴农民的生活智

慧和生命激情，再现出黄土地上最真实

自然的生活状态和原生态的黄河文明，

蕴藏深厚的文化内涵。2006年话剧《白

鹿原》的开演使沉寂多年的华阴老腔走

出关中大地，进入大众视野。近年来，伴

随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华阴老腔开始

运用于电影配乐中，成为增强电影艺术

效果、提升电影文化内涵的独特力量。

一、华阴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

运用价值

华阴老腔民族音乐是在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影响下经过数千年发展而

形成的民间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价值。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华

阴老腔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面临前所

未有的传承危机。在此背景下，电影音

乐成为华阴老腔传承的新载体，而华阴

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融入为电影注入

传统文化元素，使电影更具人文精神和

文化内涵。

其一，华阴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运

用可实现民族音乐的记录和在现，进而

实现民族音乐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华阴老腔凭借悠久的历史、激昂的

唱腔、洒脱的表演在中国民族音乐大家

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华阴老腔的

演奏中，自家的板凳、自制的琴弦、一块

惊堂木、口耳相传千年的唱腔唱词共同

构成华阴老腔的演奏“舞台”，呈现出原

生态的震撼美，但也正是这种原生态造

成华阴老腔传承的“封闭性”，使其陷入

严重的传承危机。加之传统民族音乐

传承主要依赖口口相传或文字记载，更

加使得华阴老腔难以实现长久保存。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

影类型的不断丰富，民族音乐逐渐成为

电影音乐运用的重要元素。而华阴老

腔在电影音乐中的应用可在展现华阴

老腔原声形态的基础上，折射出华阴地

区农民的精神风貌，实现华阴老腔民族

音乐的广泛传承。比如，电影《老腔》以

影像记录诞生于黄河边、华山下的华阴

老腔，描述华阴老腔传承人的不易及其

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坚守和执着，使更多

观众能够透过电影艺术了解华阴老腔。

其二，华阴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运

用可为电影音乐注入民族音乐元素，使

电影更具民族性和人文性。华阴老腔

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在漫长历史发

展中凝聚出丰富的文化内涵。相传华

阴老腔起源于西汉时期，用以鼓舞将

士，兴盛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

仅原生态展现出华阴、秦东乃至关中地

区的民俗文化，而且承载着华阴地区的

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因此，将华阴老

腔运用于电影音乐中，可以在展示华阴

老腔豪放激昂、铿锵有力的唱腔特色，

以及其所凝结的农民生活智慧和生命

激情的基础上，使观众透过音乐感受华

阴老腔中所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底蕴。比如以皮影戏的保护传承为生

活原型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向观众

展现独特的华阴老腔特色，并依托影像

画面将抽象的音乐艺术具象化，使观众

能够在聆听插曲的同时，感受关中地区

浓厚的文化风情。

二、华阴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

运用技巧

近年来，“国潮”文化的兴起使富含

中国元素、体现中国风格的电影成为主

流，而民族音乐也由此成为电影配乐运

用的重要元素。华阴老腔作为中国古

老的民族音乐形式之一，可凭借其张扬

的取材风格、亢奋激昂的唱腔、独具特

色的方言为电影音乐提供大量素材。

基于此，如何将华阴老腔运用于电影音

乐中，使其成为辅助电影表达、增强电

影戏剧张力的有利武器，是电影创作者

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其一，将原始的华阴老腔符号运用

于电影音乐中，使其成为展现华阴老腔

艺术特色、丰富电影内涵的重要元素。

华阴老腔是以关中方言为基调，并配合

月琴、锣鼓、梆子、木头敲打等声音进行

表演的艺术形式，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原生态。在演奏过程中，前手、后槽、坐

档等五位演员各司其职，有人负责敲打

乐器、有人负责演唱、有人负责协助手操

皮影，追求一种自在、随性的快感，奠定

了华阴老腔慷慨激昂、磅礴豪迈的唱

腔。电影音乐中的华阴老腔符号是最

能体现华阴老腔艺术特色和关中地域

文化的元素，将其充分运用于电影音乐

中，不仅可以将华阴老腔艺术最古朴的

腔调和表演者粗犷豪放的演奏状态展

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能够传达出一代又

一代华阴老腔传承人对传统民间艺术

的坚守和热爱，进而丰富电影文化内

涵。以电影《白鹿原》为例，其是第一部

将华阴老腔搬上大银幕的作品，推动华

阴老腔以电影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影

片中采用的配乐是华阴老腔《将令一声

震山川》，麦民们在收麦之后、休息之余

观看台上华阴老腔艺术家们卖力的表

演，与此同时，他们也按照华阴老腔的腔

调用力敲打着自己的长凳，带给观众强

烈的视觉震撼力。该剧目以最原始的

唱腔和表演动作展现出陕西独特的华

阴老腔艺术，传达出以黑娃为代表的麦

民们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

其二，将华阴老腔与现代音乐元素

相结合运用于电影音乐中，实现传统民

间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当下，大众消费

升级与审美提升推动着民族音乐“出

圈”，使其成为当代消费新风尚。在哔

哩哔哩视频网站，众多年轻UP主基于

民乐改编动漫、游戏、影视及流行歌曲，

获得意想不到的关注度，充分表明民乐

正在以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形式走进大

众。因此，华阴老腔作为一种原生态的

非遗民乐，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既要保

留原汁原味，也要顺应时代发展守正创

新。创作者应结合现代音乐元素进行

大胆改编，从而使非遗民乐重新焕发生

机。电影《老腔》是一部以华阴老腔为

题材的电影作品，影片围绕著名传承人

“白毛”展开，通过讲述一个家族几代人

在传承华阴老腔艺术中的艰辛来传达

华阴老腔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和坚守，

影片以《华阴老腔一声吼》作为背景音

乐，在承袭华阴老腔固有表演形式的基

础上融合现代化表演形式，如电吉他、

贝斯等，不仅实现传统戏曲与现代摇滚

的完美融合，而且为华阴老腔的发展注

入新活力，使其更符合当下时代发展和

审美需求。

三、结语

华阴老腔作为一种民间戏曲，承载

着关中地区最朴素自然的生活状态和

底蕴深厚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可

多得的艺术瑰宝。将华阴老腔运用于

电影音乐中，不仅可增强电影的文化内

涵，而且可实现华阴老腔艺术的活态化

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然而当前，华阴老

腔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十分有限。因

此在未来，电影创作者要积极探索华阴

老腔在电影音乐中的有效运用方法，不

断拓宽中国电影业与民族音乐文化的

融合发展之路。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

学院讲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基于文化传

承的陕西非遗音乐文化进课堂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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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戴磊

■文/姜潇硕

地域文化元素在海报设计中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

■文/徐敏

海报作为一种视觉传达工具，具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传播效果。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海报设计也不再是简

单的宣传海报，而是在艺术设计和文化

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域文化元

素在海报设计中的体现，不仅能够增强

海报的视觉效果，更能够弘扬当地文

化，传承历史，提高文化自信。

一、地域文化元素

在海报设计中的意义

海报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元素，不仅

可以展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

更能够体现出地方民俗、风土人情、地

方色彩、方言等元素。这些元素能够让

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当地文化，进而

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地域

文化元素的运用，也能够使海报更有趣

味性和可看性，增强海报的传播效果。

第一，能够有效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地

域文化元素是某个地方独有的文化符

号和元素，包括传统建筑、民俗风情、自

然风景、地方特产等。将这些地域文化

元素巧妙地融入海报设计中，可以突出

地方文化特色，彰显地方的独特魅力和

风貌。例如，在电影《非诚勿扰》的海报

设计中，设计师运用了上海的小笼包等

特色食物，突出了电影的本土特色，反

映出当地的饮食文化和习惯，有效彰显

了地方特色。第二，提高传播效果。在

海报设计中，地域文化元素可以帮助设

计师更好地传达信息和表达主题。例

如，如果设计的海报是为了宣传某个地

方的特产，那么在设计中可以加入与该

特产相关的地域文化元素，如当地特色

建筑、民俗元素等，以此来突出该特产

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进而提高海报

的传达效果。此外，地域文化元素还可

以使海报更加生动、形象，更容易吸引

人们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

果。第三，能够进一步增强海报的文化

内涵。地域文化元素是某个地区的文

化遗产和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价值。在海报设计中运用地域文

化元素，不仅可以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还可以使人们更深入地了

解和认识该地区的文化和历史。例如，

在宣传某个历史名城时，设计师可以用

当地的传统建筑、历史文物等元素来设

计海报，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文化内

涵，进而增强海报的文化内涵。第四，

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在企业宣传海报

中，巧妙地运用地域文化元素可以提升

品牌形象。将当地特色元素融入企业

海报设计中，可以增加企业形象的地方

色彩，加强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联系，提

高人们对企业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例

如，在某个地区的企业宣传海报中，可

以加入当地特色建筑、文化元素等，以

突出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联系，从而提升

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第五，能够

创新海报设计。地域文化元素是丰富

多彩的，可以用来创新海报设计，使作

品更富有创意和视觉冲击力。例如，在

某个地区的音乐节上，可以将当地传统

音乐元素融入海报设计中，创造出具有

当地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视觉效果，吸引

更多的人前来参与和欣赏。

二、地域文化元素

在海报设计中的具体体现

海报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元素主要

能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色

彩运用当中体现地域文化。色彩是海

报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不同地

区的色彩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在

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当地的特色颜

色，突出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比如，

中国的红色代表着热情和喜庆，可以运

用在春节等节日海报中；黄色代表着土

地和丰收，可以运用在农村地区的宣传

海报中。其二，综合运用地方特色元

素。在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当地的建

筑、风景、动植物等元素，突出地方的特

色和文化内涵。以电影海报设计为例，

在电影《小时代》的海报中，设计师就运

用了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和黄浦江等地

标，突出表现了电影的地域特色和主

题。其三，加强对于地方文化符号的运

用。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

号，可以将这些符号运用到海报设计

中，突出当地文化特色。比如，在广东

省的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岭南文化的

“五羊石像”“鼓楼”等符号；在北京市的

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北京文化的“故

宫”“长城”等符号。其四，注重对于地

方民俗元素的运用。地方民俗是地方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将地方民俗

元素运用到海报设计当中，能够进一步

增强海报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特

定文化节日作为反映地方民俗文化的

重要元素之一，在海报设计中能够进一

步提高观众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例

如，在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海报

中，设计师就综合运用了中国的传统节

日“元宵节”和灯笼等元素，突出了表达

了电影的主题和氛围。在海报设计中

运用和体现地域文化元素，需要注重以

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合理运用地域

文化元素。在海报设计中，地域文化元

素的运用要合理，不能过度，否则会影

响海报的视觉效果和传播效果。以北

京市旅游海报的设计为例，该海报设计

就是在整体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合理运

用各项具有北京市地域特色的文化元

素，将北京市的文化符号和民俗元素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北京市的独特

文化魅力。海报的背景采用北京市的

地图轮廓线作为底纹，突出了北京市的

地域特色。同时，在海报中加入了北京

市的重要文化符号，如故宫、天安门、长

城等，体现出北京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此外，设计师还运用了北京市的民俗元

素，如元宵、春节等，体现出北京市的文

化内涵。整个海报设计简洁明了，富有

视觉冲击力，非常符合海报设计的宣传

效果。因此，在海报设计中应该根据海

报的目的和受众群体的特点，恰当地运

用地域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要能够突

出重点。在海报设计中，应该根据海报

的宣传重点和目的，合理地突出地域文

化元素，以达到更好的传达效果。例

如，在宣传某个地方的文化旅游资源

时，可以在海报中突出运用当地的建

筑、风景、美食等元素，以吸引游客的眼

球。在西安市的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

大雁塔、古城墙等建筑元素；在云南省

的海报设计中，可以运用玉龙雪山、丽

江古城等风景元素；在广东省的海报设

计中，可以运用广府菜、岭南建筑等元

素。

地域文化元素在海报设计中的应

用，能够充分展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魅

力和特色，通过对海报的设计，可以使人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一个地方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同时也可以增

强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因此，在海报设计中充分利用地域

文化元素，将会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

试。在实际应用中，设计师需要根据不

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目的来选择合适的

地域文化元素进行运用，同时也需要注

意设计风格的统一和整体性。此外，在

运用地域文化元素时，还需要注意保护

和尊重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信仰，避免出

现文化冲突。总之，设计师需要在海报

设计当中注意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尊重，

同时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将地域文

化元素与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更具有视

觉冲击力和文化内涵的海报作品。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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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极具魅力的

艺术瑰宝，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民

族特色，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

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族音

乐的传承与传播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积极意义。近

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

播环境的明显变化，我国民族音乐的传

承与传播方式发生显著改变，新媒体更

是凭借强大的功能和技术优势在丰富民

族音乐传播内容的基础上，创新了民族

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方式。因此，加强民

族音乐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承与传播研

究，积极探索民族音乐基于新媒体的传

承与传播方式，对于推动民族音乐在新

媒体语境下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具有

重要价值。

一、新媒体对我国民族音乐

传承与传播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态，新媒体凭

借便捷性、多元性、互动性等优势成为当

前我国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可丰富民族音乐呈现内容，另

一方面可拓宽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的范

围及渠道，进而促进民族音乐的传承与

传播创新。

其一，新媒体可实现民族音乐的记录

和再现。作为一种流动的艺术形式，民族

音乐呈现出稍纵即逝的特点，尤其是鼓

乐、南音等即兴创作的音乐形式。过去，

民族音乐传播方式较为古老单一，多以口

语传播和文字记载为主，使得民族音乐的

传播范围与保存时间受限，久而久之，诸

多优秀的民族音乐便逐渐消逝在历史长

河中。而借助新媒体这一新型传播形式

可最大限度地记录并保存民族音乐的曲

调、乐谱及创作手法，并依托社交媒体、短

视频平台或线上音乐软件实现长久保存，

使得人们可随时随地进行搜索、下载和学

习。例如，泉州南音乐团便借助新媒体平

台将上千首南音乐曲和视频上传至南音

音乐网站供受众在线欣赏和观看。与此

同时，新媒体作为一种集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等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传播媒

介，可直观性、全方位再现民族音乐内容，

增强民族音乐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其二，新媒体可拓宽民族音乐的传

承与传播渠道。传统媒体语境下，民族

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只能依赖于口口相传

或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受限于

宣传、发行等平台，导致传统民族音乐逐

渐淡出公众视野，加之多元音乐文化的

交融和流行音乐的兴起，民族音乐呈现

出边缘化趋势。而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

不仅可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广

阔空间，而且也改变了受众获取和接受

民族音乐的渠道和方式。当前，微信公

众号、短视频、哔哩哔哩等多元传播媒介

已成为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

径，既可有效弥补传统传播方式的不足，

也可拓宽民族音乐的传播范围与传播渠

道，进一步推动民族音乐在新时代的传

承与发展。据抖音发布的《2022抖音民

乐直播数据报告》显示，抖音民乐类直播

场次累计超过178万场，时长长达233万

小时。可见，新媒体正凭借其强大的传

播优势成为民族音乐演奏的主要场所。

二、新媒体时代我国民族音乐

传承与传播的有效路径

现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

展，现代社会已完全进入新媒体时代。新

媒体具有显著的便捷性、多元性等优势，且

传播范围广、传播方式多、影响力大，将其

运用于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中，能够进

一步拓展民族音乐的传播空间，为民族音

乐的传承与传播带来全新机遇。

其一，凸显民族特色，创新民族音乐

传承内容。新媒体时代下，大众审美方

式、价值观念、文化意识都发生显著转

变，传统民族音乐创作方式已无法适应

新媒体时代的市场需求和受众需求，而

且传统固定单一的创编技法极易使受众

产生排斥感，严重影响民族音乐的传承

与传播。中国属于多民族国家，各民族

人民经过长期生活和实践创造出丰富多

彩且独具特色民族音乐，如陕北民歌、哈

尼族民歌等。因此，新媒体时代下，民族

音乐创作者应深入挖掘不同地域民族音

乐与民族乐器中的民族特色，并结合现

代流行元素进行创新，使民族音乐内容

既能保留不同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也可赋予民族音乐时代

特征进而焕发出新时代活力，实现民族

音乐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与此同

时，在新媒体技术加持下，海量信息正以

秒速传播至世界各地，由此带来西方音

乐在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全方位渗透。因

此，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中，相关人

员应在保留民族音乐特色的基础上融入

交响乐、美声唱法等西方音乐元素，极大

地丰富民族音乐创作技法和表现形式，

使民族音乐兼具时代性和创新性。例

如，九宝乐队在创作《灵眼》时，将蒙古族

民族音乐与西方摇滚乐相融合，在充分

保留蒙古族民乐演奏技法的同时，更加

契合新时代受众的审美需求。

其二，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民族音

乐传播形式。在传统媒体时代，民族音

乐传播主要依赖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

介，囿于传统媒体的性质特点和固化单

一的内容模板，导致民族音乐传播难以

达到理想效果。而在新媒体时代，民族

音乐传播可结合不同媒介平台的传播特

点创新传播形式，以实现民族音乐的广

泛传承与传播。一方面，利用新媒体技

术搭建民族音乐数据库。我国民族音乐

种类丰富、形态多样，是中华民族不可多

得的艺术瑰宝。但遗憾的是，在我国五

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由于战争、灾祸等影

响使得许多民族音乐早已消失在漫漫长

河中。而在新媒体时代，相关工作者可

充分利用喜马拉雅、学习强国、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搭建民族音乐数据库，

完整收录并保存散落于不同地区的民族

音乐，充分发挥新媒体共享性，使受众可

随时随地搜索、下载和学习民族音乐。

另一方面，借助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传播民族音乐。短视频具有碎片化、场

景化、可视化等特征，在传承与传播民族

音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可利

用短视频创设民乐演奏场景，也能透过

特写镜头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民族音乐

表演画面和民族乐器细节。比如，抖音

上热门民族音乐账号“民乐也疯狂”结合

不同民族乐器的特色创设演奏情境，使

受众可通过不同的音乐情境感知民族音

乐的艺术特色。

其三，培养专业传承人才，打造民族

音乐传承队伍。任何一种民族音乐的传

承都需要以“人”为载体，即使在新媒体时

代，民族音乐传承的最大变量依然是人而

非技术。因此，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民族音

乐传承队伍是新媒体时代推进民族音乐

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的有效途径。一方

面，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设立民族音

乐专项基金、增设民族音乐培训机构，构

建长效的民族音乐人才培养机制，既要加

强民族音乐传承人才专业技能培训，也要

注重挖掘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中具有民

族音乐表演天赋的人群，进而丰富民族音

乐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学校与企业应形

成有效联动以探索民族音乐人才培养新

模式。学校可开设民族音乐相关专业及

课程，构建系统化的民族音乐知识体系，

并邀请专业民族音乐传承人进行教学传

授，从而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培养出

更多高水平、专业化的民族音乐传承人

才。企业可与学校合作开设线上民乐集

训课程，建立民族音乐实训基地，探索产

教融合的民族音乐教学新模式，从而为民

族音乐传承培养出更多优质的民族音乐

制作人和表演艺术家，以此达到有效传承

与传播民族音乐的目的。

三、结语

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民族音

乐的传承与传播主体应充分利用好新媒

体在内容呈现、传播渠道方面的优势，转

变传统传播理念和途径，在传承的基础

上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承，并通过内

容创新、形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

方式进一步推动民族音乐在新媒体时代

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