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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燕赵小曲》系统研究了燕赵传统民歌——小曲，运用文化区、文化景观及文化扩
散理论，对晚清以来流传于燕赵地区的小曲进行了富有文化学意蕴的阐释。
全书内容涉及燕赵小曲的多种音乐形态、文学维系与音乐维系下的名曲、精妙唱家为代表的歌者及唱
技、区域历史文化浸润的成因、传承保护的文化重构思考等诸多方面。

《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燕赵小曲》适合音乐学、文化学研究者，群众文化工作者以及艺术院校师生阅读
。
本书由胡小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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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小满，生于1958年，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教育研究，尤其潜心于民间音乐、区域音乐、传统音乐保护的研究。

在《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等专业学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其中，《苦度神收、别具新意》获河北省第六届音乐“飞龙奖”一等奖；《中山国古都出土乐器简论
》获河北省第五届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一等奖。
著作《中国民间音乐》获河北省第三届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二等奖。

承担或参与的教育部、河北省及其他级别的科研课题有“燕赵传统乐舞文化研究”、“中国皮影戏研
究”、“新课程背景下的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研究”、“燕赵俗曲研究”、“图像中的河北
音乐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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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独有偶。
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冀南的隆尧县。
据《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载：隆尧县旧称隆平，为水乡，产稻米。
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怡贤亲王所著《畿辅西南水利疏》中有述，任县为南泊，宁晋为北泊，而隆
平地居二泊之间，“皆禹贡大陆泽故地也。
”据县志载，隆尧自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就已开始营田种稻，说当地的知县孙易曾“力开
城北稻田，至今民食其德。
”当时，农民长时间从事稻田劳动，经常在田间哼唱歌谣小曲，即为“稻歌”。
据传，隆尧曾流传较古老的民歌《下假神》、《李三娘研磨》，后配以鼓乐，与秧歌颇有相似之处。
秧歌初起只在田间地头唱，后来　　、逐渐由田间移至街头，变为农闲娱乐时的小唱，或边歌边舞，
组成玩灯赛会，参与风俗性庆典活动。
故前述“看戏看秧歌”的谚语可见隆尧秧歌在农民群众中有多么深刻影响。
　　当然，这样的传说在石家庄的正定一带也有流传，而且较之时间更早。
说的是镇州（今正定，五代时称镇州）灵寿人董德妃因嫌寂寞而想听家乡戏，于是皇上答应召进宫内
演唱，唱者不敢说是讨饭戏，便说是插秧时唱的，便叫起了“秧歌”（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民族事
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北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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