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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上）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音乐传播媒介性质上的差异，首次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历史进行断代分析，将

其划分为“口语媒介传播时期、乐谱媒介传播时期、电子媒介传播时期”等三个阶段；同时从音乐传播模

式出发，论述了不同时期音乐传播活动的特点及其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其中重点思考了

“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播”这一问题。  

     关键词：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音乐传播媒介；传播模式；传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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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创立“文化科学”而蜚声当代文化人类学界的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后认为：

“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

个种族或地域传播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这样，怀特从传播的角度，把文化看作是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

流程的统一体。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维尔，作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更是归纳出文化的传播具有监视环境、联系社

会和传递遗产等三大功能。其中所谓传递遗产，就是指传播是延续社会文化传统的原动力之一。即传播作

为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的。 

  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有声载体也不例外。纵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从原始

氏族的劳动号子、先秦时期的编钟乐舞、汉唐时期的歌舞大曲乃至宋元以来的戏曲艺术，以及我们今天在

广播电台、电视台、音像商店、音乐厅等现代传播媒介中广泛接触到的各种传统音乐。所有这些传统音乐

文化现象的产生及其传承、发展，莫不都是音乐传播行为的结果。 

  也就是说，“传统是一条河”。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动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创造音乐

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着音乐的传播行为。没有人的音乐传播活动，就没有社会音乐生活，也更说不上传统

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由此可以说：音乐传播，是传统音乐文化动态发展、充满内在活力的根本原因，

是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那么，怎样来理解这种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传播”活动呢？ 

  从广义上来说，所谓传播，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

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因此一般说来，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必须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

受传者、反馈信息等四个基本要素，并且，从宏观上说，每一次传播过程也至少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即

“传播来源单位”（信息提供者）、“传播目的单位”（信息接受者）以及二者之间“信息的发送和反

馈”。其基本传播模式可图示如下： 

                                                 信息 （发送和反馈） 

        传播来源单位  ←————————————→  传播目的单位 

                            

  在传播活动的这三个基本环节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表现为中间环节——“信息的发送和反馈”。 

  因为，传播的本质体现为信息的流通。而信息在流通过程中，首先外化为某种“符号”，成为一种符

号化了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传播活动中的这种“符号”是表达特定信息或意义的形式或手段，它作为

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文字、表情等等。在音乐

传播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基元就是乐音音响符号——一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

性符号。 

  音乐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能够从其它文化传播类型中分离出来，正是由于它负载信息之

符号载体——乐音音响符号的特殊性、以及音乐信息本身在形态、意识领域的特殊性，使得音乐传播的各

过程凸现其独特的品质。因此，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活动，都是这种乐音音响符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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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

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此外，在“信息的发送和反馈”这一传播环节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是传播媒介。因为符号负载

信息，而媒介则是符号的载体。传播学上的媒介，又称媒体、中介或中介物。它作为信息符号载体，是指

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  

  在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音乐传播媒介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

原始形态到现代多媒体综合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历史发展中这种种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对

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基于生产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不但有

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深刻变革，也使得社会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 

  因此，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其传播的历史过程，根据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模

式上的差异，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语媒介传播时期、乐谱媒介传播时期、电子媒介传播时期等三个历史阶

段。 

一、语媒介传播时期 

  在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中，是语言，使人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人类文明也正是起源于语言、文

字等符号媒介的创立。因此“口语传播”是人类文明传播的起点。 

  中国传统音乐可考的文明历史，以河南舞阳出土的贾湖骨笛来推算的话，长达八千余年。 在华夏音乐

文明传承、发展的早期阶段，传统音乐的传播首先也经历了一个“口语传播”的阶段。从大量现存的少数

民族部落音乐中的传播现象，我们可以推测出“口语传播”这一原始形态音乐传播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即 

“口语传播”是指在音乐传播活动中，除口头语言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传播媒介，音乐传播者（创作兼

表演）与受传者之间面对面的进行传播，唱奏者的音乐信息直接输入听众耳朵、被听众接受或及时反馈。 

  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播历时发展的第一阶段，传统音乐文化的“口语媒介传播时期”，跨越了中国音

乐发展历史上的远古、先秦、两汉等多个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划分和界定是以“乐谱媒介”出现的历史时

期为依据的。 

  在先秦典籍中虽已有“声曲折”的记述，但中国第一份传世的乐谱确是传自南朝梁代丘明（公元49

4——590）的手抄古琴文字谱《碣石调幽兰》，由此可推之，文字谱等乐谱媒介的出现和流传当不晚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先秦、两汉等历史时期，虽然并不能排除各种乐谱存在的可能性，但无疑

“口头语言媒介” 应是这一时期音乐传播的主要媒介。也就是说，“口语传播”方式是中国历史上远古、

先秦、两汉等时期保存音乐风格或民间音乐产品的主要技术手段。而这种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播历时发展

中原始形态的“口语传播”，又主要表现为两种传播模式： 

口语传播模式一：                                               

        传播来源单位                                         乐音音响符号   

        传播目的单位 

  音乐传播者（创作兼唱、奏表演）       ←————————→        音乐受传者 

  “口语传播模式一”，可以说是音乐传播模式中最为原始的基本模式。在这种传播模式中，“传播来

源单位”这一环节的构成往往是集创作和唱奏表演于一身的传播者。这样，参与音乐传播活动的人，只包

括音乐传播者和音乐受传者两类主体。音乐传播者将音乐音响符号信息直接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接受传

播者发送的信息并以相应的方式发出反馈信息以协调音乐传播者的行为。 

  口语传播模式二： 

      传播来源单位                                               乐音音响符号 

      传播目的单位 

  音乐创作者——口语媒介—→表演者       ←————————→     音乐受传者 

        

  在“口语传播模式二”中，由于口语媒介的介入，“传播来源单位” 这一传播环节中的音乐创作者与



表演者相分离。即音乐创作者在其作品呈现给音乐受众之前，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通过口语媒介在创

作者与表演者、或表演者与表演者之间进行传播。其传播过程比起“口语媒介传播模式一”来更为复杂。 

     总体来说，传统音乐文化“口语传播”的这两种模式，由于在传播的两个基本环节之间，即 “传播来

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之间，只有负载音乐信息的乐音音响符号的传递和反馈，没有任何人为的传

播媒介。从而都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面对面、近距离”人际传播的特性。这种具有“人际传播”特性的 口

语媒介传播，作为早期一种保存音乐风格或民间音乐作品的主要技术手段，对先秦、两汉时期传统音乐文

化的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作为一种人际传播，传统音乐文化的“口语传播”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口头接力式的“个体”到

“群体”的 “多级传播”。 

     以民歌的形成和传播为例——在中国古代社会，老百姓普遍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识字的人很少，因而他

们主要采用歌谣等口头语言的形式来表达意见、传闻叙事、抒发感情乃至进行讽喻或颂扬。因此，早在先

秦时期、两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从民间歌谣中了解社会、发现时弊，就已形成收集民间歌曲的“采风”

制度，留下了《诗经》、《乐府诗集》等不朽的篇章。这种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传诵的民歌的产生和流

传，也正是“个体”与“群体” 之间“多级传播”的结果。就象美国人类学家基特里奇教授所谈到的： 

     “……（民歌）单是创作并未了事，不过只是开始。作品出于作者之手后，立即交给群众去用口头传

播，不能再受作者的支配了。如果群众接受它，它就不复是作者的私物，就变成民众的公物。这么一来，

一种新进程即口头传诵就起始了，其重要并不减于原来作者的创造”。 

  由此可见，民歌的形成和在时空中的传承，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接力式传播过程。即无数人用他的口与

耳等生理器官以及大脑的思维活动加入传播活动中来，形成一个流动的传播“链条”。在没有乐谱等其它

传播媒介的“口语媒介传播时期”，正是这条“无形的链条”，这种 “个体”到“群体”之间的口头接力

式“多级传播”，成为包括民歌在内的各种早期传统音乐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 

  其次，传统音乐文化“口语传播”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传、受双方在进行音乐传播的活动过

程中，始终保持着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位置关系。 

  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远古、先秦、两汉时期，无论宫廷宴享中的歌舞表演、文人雅士的“以琴会

友”、人民大众田头坡上的山歌抒怀或民歌对答，以及部落、宗族在祭祀、宗教、巫术活动中的歌舞活

动，主要都是一种“面对面、近距离”的人际传播。这种传受双方位置上的近距离，使得音乐传播者对受

传者，能够充分运用音响符号以外的一些非言语交流手段，如面部表情、眼神、姿势和体态动作等来深化

音乐形象的完美塑造；也便于音乐传播者能及时、准确地洞察受传者的反应，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表演，这

样，受传者更多的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易于在情绪上互相感染、心灵上产生共鸣。

这一点在远古的巫舞、祭祀活动、民间歌会以及宫廷宴享歌舞等古代社会各阶层音乐生活中，都表现得十

分典型和普遍。 

  与此同时，口语媒介传播的这种空间距离和心理状态上的“面对面、近距离”，也有利于相同民族或

地区的音乐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了传受双方信息的“共享”，便于形成共同的“经验范

围”。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早期民族、地域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典型的人际传播，“口语传播”的这种传播空间距离和心理状态上的“面对

面、近距离”，也使传统音乐文化传播在传播空间、时间、速度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人际传播需要以相同、相通或相似的经验范围为背景，传受双方的信息交流才能顺畅地进行。因此，

民歌的传播、民歌色彩区和音乐区域风格体系的形成，往往离不开“相近的语言”、“地缘的邻近”等基

本条件因素的强调。这是因为，“相近的语言”才能有效地发挥“口语媒介”的效用，为传播双方信息的

沟通、共同经验范围的形成打下基础。“地缘的邻近”不仅在自然环境上容易具有相似的区域特点，也在

空间上便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由此，从整体上看，“口语媒介传播”时期，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是一

个原始形态的、缓慢的历史进程。“小范围、区域性”的传播更为普遍。 

  此外，“口语传播”的信息保存性差、信息复制能力也十分有限。在“口语传播”活动中，作为传播

媒介的“口头语言”几乎是出口即逝、不易记录保存，受传者必须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及时理解，及时作

出反应。并且，在 “口语传播” 这种口头接力式“多级传播”过程中，仅靠人的头脑准确地记忆创作者

所构想的音乐作品的旋律、力度、速度表情特点等众多细节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传统音乐文化“口语媒

介传播”时期，音乐信息的储存和传承，依靠的是一种由群体记忆、口头创造、接力传播的流动的储存体

系。它是在某种较为稳定的风格框架下，表现为一个各取所需、各自发挥个性的加工过程。这样一来，传

统音乐文化“口语传播”所形成的“群体记忆”，只能是尽可能地对初创者作品的风格框架有一个大致认



识，以便进一步传递给新的接力传播与流动过程之中。近现代民歌在全国各地的传播而形成“同宗民

歌”、以及戏曲声腔在全国流播而形成各地方剧种的现象，也与传统音乐文化“ 口语传播”的这种“信息

保存性差、储存效果是流动的”等传播特性有关。 

二、乐谱媒介传播时期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延伸了人际传播、口语媒介传播的距离，使人类文明

的传承和发展迈上了一条快车道。 

  在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上，随着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了使大量涌现的音乐作品能更精确、更完整的

“储存”和传承，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传播实践中，也逐渐研究、运用一种用以描绘、记录音乐信息的特

殊“文字符号”——乐谱。乐谱的实质就是将听觉音乐音响信息各要素及其组合的运动过程以视觉符号或

模拟的形式描绘下来。 

  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乐谱是梁代（公元10世纪）所传的古琴文字谱《碣石调幽兰》。唐宋以

来，先后出现了律吕字谱、文字谱、古琴减字谱、俗字谱、工尺谱及锣鼓谱等传统记谱法，尤其是 “工尺

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传统乐谱对我国古代众多珍贵的音乐遗存，如敦煌曲谱、西安古乐，九宫大

成南北词宫谱等传统音乐作品和“乐种”的保存和现代“解读”，都功不可没。因此，从魏晋、隋唐以降

直至近代清末“留声机”的传入，传统音乐文化的“乐谱媒介传播”时期跨越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

期。 

  与“口语媒介传播”相比较，传统音乐文化的“乐谱媒介传播”，是指音乐传播活动中，除口头语言

以外，乐谱作为传播媒介的角色进入到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环节中来。即在“传播来源单位”中，由于乐

谱媒介的出现，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或者在“传播来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 两个

基本传播环节之间，也可以以乐谱媒介为载体进行音乐信息的共享。这样，“乐谱媒介传播”也主要分为

两种传播模式。   

 

  乐谱媒介传播模式一 ：    

  传播来源单位                                                 乐音音响符号 

  传播目的单位 

  音乐创作者——乐谱媒介—→表演者       ←————————→     音乐受传者 

     在“乐谱媒介传播模式一”中，虽然其 “传播来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 两个传播基本环节之

间，和“口语媒介传播”相类似，表现为以乐音音响符号为载体进行“近距离、面对面”的音乐信息共

享，但是，在其“传播来源单位”这一传播环节的内部，由于乐谱媒介的介入，使它不同于“口语传播模

式一”中的“创作”与“表演”二者合一，而是通过乐谱媒介的运用，把听觉音乐音响转换成静止可视的

视觉符号，这种“转换“，有利于创作者克服创作中的遗忘性，也促使创作者的一度创作与唱奏表演者的

二度创作相分离，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之间逐渐产生了专业分工。 

  乐谱媒介传播 模式二 ：    

  传播来源单位                                                  乐谱媒介  

  传播目的单位 

  音乐创作者—→音乐作品等音乐信息      ←————————→     音乐受传者 

  “乐谱媒介传播模式二”中，“传播来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 两个传播基本环节之间，音乐信

息主要以“乐谱媒介”为载体进行共享，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一种近距离的或者跨越时空的共享和沟

通。 

  综合来说，“乐谱媒介传播”的这两种传播模式，由于在“传播来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两个

基本环节之间，除了负载音乐信息的乐音音响符号外，还出现了一种负载乐音音响符号、信息的乐谱媒

介。这种乐谱媒介作为一种视觉符号，能够被大量地复制、存储或在时空中被广泛的流传，已具有“大众

传播媒介”的某些属性。这样，在传统音乐文化的“乐谱媒介传播”时期，虽然“口语传播”并未消失，

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但“乐谱媒介”的出现、以及“乐谱媒介传播”进入了社会



音乐传承的“主渠道”，如宫廷、寺庙、民间等场所。使得这一时期音乐传播活动初步表现出一种新的

“大众传播”的特性。并且“乐谱媒介传播”的这种新特性，对唐宋以来千余年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口语媒介传播”时期，音乐传播活动的传播效果是模糊的、也容易导致音乐作品的流失。而

在“乐谱媒介传播”时期，乐谱媒介的出现，使音乐创作者的艺术构思和作品能够以特殊“文字符号”的

形式较精确的固定下来，便于人们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中，借助相同的符号理解原则将乐谱“解读”。 这

样，一方面较好地克服了“口语传播”模式中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以及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使初创者的艺术

构思和音乐形象能够较为精确和完整的再现出来。 另一方面也把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从“口耳相传”的桎

梏中解放出来，并置之于时间的延绵之中。通过乐谱，人们才得以在任何时候同任何音乐作品建立传播关

系。借助乐谱，相隔千年万里的人也有可能沟通思想、共享信息。传统音乐史学领域对古谱的“解读”、

对历史原貌 “还原” 的研究，都根基于这一点。 

  此外，与“口语媒介”相比，乐谱媒介能够更大规模的传递复制音乐信息。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

现了雕版印刷。如隋文帝以后，各种文化典籍开始用雕版印刷。至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更是

极大地推动了印刷技术的发展。而中国早期乐谱尤其是古琴乐谱主要以手抄形式长期流传于文人阶层。当

乐谱传播与印刷技术结合在一起时，其传播规模和传播速度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印刷技术可以将乐

谱母版无数次的复制出来，大规模、大范围的传播。中国历史上通过书肆、书坊、书局、书铺等机构来印

刷出版了大量的乐谱和乐谱集册。如历史上以各种传统记谱法记录下来的乐谱有：  

  古代歌曲35部，说唱音乐12部，昆曲南北曲整出83出、另折853折，综合器乐曲232部，地方戏曲2

1部，器乐合奏曲85部，佛教音乐谱27部，道教音乐谱26部，典礼音乐79部等共2245部。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各种形式的乐谱和“乐谱媒介传播”活动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中国传统乐谱产生的重要动因是“备忘”。因此，在传统音乐文化漫长的“乐谱媒介传播”时

期中，中国人并未以追求精确的记谱为目标，而只是依靠乐谱记录下音乐的基本框架。例如，与西方“五

线谱”等“定量记谱”相比较，作为中国传统记谱法主体的“工尺谱”是一种“非定量记谱”。这种“非

定量”的“工尺记谱法”存在着大量的能够让唱奏者即兴发挥的弹性空间。这一方面有利于传统音乐文化

“音无定高”、“节无定拍”等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音乐信息的准确储存和传播。也

因此，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乐谱文献，如某些敦煌曲谱由于不能为今人释读，以至于成为千古 “绝响”。 

        

三、电子媒介传播时期 

  人类一直梦想过对声音进行直接记录而不是通过文字、符号、乐谱等视觉符号进行模拟，直到1877年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成功发明了声音记录器，这一梦想才最终成为现实。此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

先后出现了“留声机”、现代唱机、录音机以及无线电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众多现代电子传播媒

介，也使人类的音乐传播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电子媒介传播时期。 

在中国，早在1907年，法国百代公司为京剧大师谭鑫培灌制的第一张唱片就已问世，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

音乐文化“电子媒介传播”时期的开端。 

  与历史上的其他传播方式相比较，“电子媒介传播”是指近现代以来，利用各种工程电子设备，通过

声音、机械能量的转换来刻制类比似的音纹，以实现对音乐的直接记录和“还原”。或者进一步通过电

台、电视台发送的电磁波为载体来进行传播的方式。它也主要表现为两种传播模式。 

  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一  ： 

  传播来源单位                                      （唱片等）声音记录媒介    

  传播目的单位 

  音乐创作者——乐谱媒介—→表演者       ←————————→     音乐受传者 

  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一，是指音乐创作者的一度创作与音乐表演者的二度创作，通过乐谱媒介所共同完

成的音乐音响信息，并没有直接呈现给音乐受众，而是首先通过电子工程设备录制、加工成唱片、磁带等



声音记录媒介，并被进行大量生产、复制后，被音乐受众购买和聆听。这样，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一中的

“传播来源单位”和“传播目的单位”两个音乐传播基本环节之间，音乐信息的传递，不是音乐音响符号

的直接发送，而是通过唱片、磁带等声音记录媒介来进行信息共享。 

  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二  ： 

  传播来源单位                                                广播、电视等发送媒介 

  传播目的单位 

  ……乐音音响符号（→唱片等记录媒介）  ←———————————→ 音乐受传者 

  在“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二”中，由音乐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或是被记录、复制、还原

的音乐音响信息；也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射的电子媒介传送，由受众通过收

音机、电视机等电子设备来接收。 

  这样，对比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的前两个历史时期，在“电子媒介传播”时期，近现代所出现的各种电

子媒介作为一种崭新的、划时代的音乐传播媒介，介入到音乐传播中来。而这些“电子传播媒介”是一种

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具有能够有组织、大规模复制并迅速传播音乐信息的大众传播的特性。所以

在“电子媒介传播时期”，虽然“口语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统音

乐文化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基于电子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的“大众传播”。从而给传统音

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新的、巨大的冲击。 

      譬如，在“乐谱媒介传播”过程中，视觉 “乐谱媒介”转换成听觉音响时，要靠人们对乐谱的“解

读”并付之于演唱、唱奏的能力条件、规模、水平，这些都直接影响人们对音乐作品的面貌“还原”，但

“电子媒介”所储存的音乐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听觉的乐音音响符号，通过“唱机”等电子工程设备能够更

为精确、直观地“还原”、呈现给音乐受众，并且真正实现了音乐音响信息在历史长河中的永久保存。正

是“电子媒介”的这种储存功能，使我们今天能欣赏到20世纪初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大师精湛的唱腔艺

术，也使《二泉映月》这样的传统经典音乐未被历史的岁月所淹没。 

     此外，乐谱的“解读”具有专业性，它需要具备一定音乐素质的人才能唱奏音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任何人只要拥有唱片、磁带等音乐“电子媒介”，就都可以借助各种设备，实现受众和唱奏者音响信

息的直接共享，听赏到这种有声的音乐。因此，唱片、磁带等媒介具有真正的“大众性”，这一特性对于

传统音乐文化的推广和教育传承产生了积极影响，譬如，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高峰

时期，流派纷呈。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由外国开设的许多唱片公司为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众多京剧

大家灌制了许多唱片。这些唱片对于京剧艺术的推广功不可没；此外许多京剧“票友”甚至“角儿”都是

通过反复聆听唱片来学习“谭派”、“梅派”、“余派”等唱腔流派艺术的，可见唱片对于京剧唱腔流派

的传承和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有，在“电子媒介传播”时期，当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出现后，音乐传播发展成为一种“综

合传播”。 “电子媒介传播模式二”就是一种“综合传播”，它是指由音乐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

音乐，或是被记录、加工而成的唱片、磁带等声音记录媒介；也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结合通过电

台、电视台等发射媒介来进行传送和传播。在这种“综合传播”中，广播、电视成为现场演出或唱片、磁

带等声音记录媒介的载体。而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在传播音乐

信息时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等方面的优势，是唱片和乐谱等媒介所无法相比的。从而使人类音乐文

化的传播开始真正步入“大众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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