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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中国民族音乐所使用的音乐构造和特征入手，将全书分为三大板块，即三大音乐体系：中国
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波斯一阿拉伯音乐体系，同时根据民族音乐的地域分布、历史踪迹清晰地
理出若干支脉。
本书力求广度和深度相结合，对作品进行赏析引导：从广度上，本书尽可能兼顾56个民族的各种体裁
、形式；从深度上，对每一类型的音乐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总结。
对每一作品，尽可能翔实地交代其背景资料，从历史文化内涵导入，加以音乐特征的分析，引导学生
更好地学习作品本体。
本书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同时突出音乐教师教育的特点，精选在音乐教学和社会音乐活动中应用
价值较高、指导意义较强的声乐、器乐曲目。
并且将部分代表曲目收入CD光盘，方便学生课本学习之余，多听，进而学唱，真正掌握中国民族音
乐之精髓。
    本教材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也可供广大音乐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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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耀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
育部教育科学规划体卫美育学科组成员、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会委员、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福建省音协主席等。

　　主要科研、教学、万向为民族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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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音乐体系及其支脉　　第一章　秦晋支脉　　一、民族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在
英语中称为ethnic music。
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的称谓。
然而，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这一观念在逐步演变。
从当代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立场看，各个民族的音乐都具有各自的固有性，对此不能强加上高低优劣的
区别；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文化价值，而不能以所谓&ldquo;欧洲音乐是最为优秀&rdquo;的错误观点来
否认和轻视其他民族的音乐。
当今，对&ldquo;民族音乐&rdquo;大致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
　　广义的说法，民族音乐就是各民族的音乐，是在民族或者一定的文化和社会集团中所共有并被延
续传承的音乐总体。
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既包括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民间音乐、
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传统音乐，也包括近现代由中国作曲家接受欧洲音乐影响创作的歌
曲、器乐曲、交响曲、大合唱、清唱剧、新歌剧等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
　　狭义的说法，民族音乐指的是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具有该民族固有的音乐形态
特征的传统音乐。
对中国来讲，包括民歌、歌舞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七弦琴音乐、词调音乐、宫廷
朝会音乐、祭祀音乐、导迎音乐、宴享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等。
　　由于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接受欧洲等音乐影响而创作的新音乐作品，将
在&ldquo;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rdquo;课程中讲授，同时为了更便于理解我国各民族音乐，本课程
以狭义的&ldquo;民族音乐&rdquo;，即中国传统音乐为主。
　　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别　　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别，如果按使用的人群为分类依据的话，那么大致可
以分为四大类：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与祭祀音乐。
　　（一）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指的是由普通庶民百姓（在农牧业社会里，主要是农民、牧民和
手工业者等体力劳动者）集体创作的、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情景、生动表达他们的感情愿望的音乐
作品。
与现代专业作曲家创作或历代文人音乐相比较，民间音乐具有创作过程的集体性、传播方式的口头性
、音乐曲调的变易性（含地域性：变易、内容性变易、审美性变易、即兴性变易等）等特征。
　　中国民间音乐可分为六类：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综合性乐种
等。
　　1．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简称民歌。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集体创作出来的、最能直接反映现实、被人民群众普遍
掌握、广泛流传的一种短小的歌唱艺术。
民歌按歌唱场合和艺术特点，还可以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和长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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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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