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8101523

10位ISBN编号：7308101525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倪淑萍

页数：207

字数：21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研究>>

内容概要

倪淑萍所著的《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研究》通过文献检索与田野作业，掌握大量的民歌资料，对濒
临流失或尚存于老百姓记忆中的民歌进行抢救式的搜集整理。
根据民歌的体裁、题材将搜集到的民歌进行分类整理。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调研访谈等全面了解金华民歌的历史沿革和生态现状，并结合实情提出可
行有效的保护和发展对策。
通对对金华地区民歌衬词衬腔表现形态的归，纳与梳理，总结出常用衬词的类别、使用规律，衬腔的
运用特点、旋律形态及曲调特征等，解析在金华民歌演唱中衬词衬腔的处理要求及其对民族风格表达
的关系。
对出现在金华民歌中的衬词衬腔的功能意义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其对金华民歌的音乐结构、情感表
现、民族风格、演唱实践等的积极作用，并从美学的角度分析金华民歌衬词衬腔的表现形态、存在意
义及互为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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