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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音乐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自发的艺术创作，它源自于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寄托
了人们的思想情感，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凝结。

　　民间音乐是民风，是民魂，是民族音乐的精髓，那些历经时间的流逝而积淀、留存下来的旋律，
是每一个民族情感的最完美、最深刻的表达。

　　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国家，音乐的发展历史悠久，品种丰富多样，而民间音乐是中国
传统音乐中最为美丽动人的部分。
本书以中国民间音乐的五大类——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歌舞音乐作为
介绍对象，通过简练通俗的文字、大量精美的图片、丰富的曲谱、近百首M
P3音响作品，向读者展示了我国民间音乐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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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沥沥，女，江西兴国人。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获音乐学硕士学位。
现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民间音乐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已在国内各大音乐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了专著《民歌艺术》，并编有《汉族说唱戏曲音乐艺术
》、《汉族说唱音乐曲集》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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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以汉族的人口最多，分布地域也最为广泛，产生于不同地理环境下
的汉族民歌内容丰富，色彩多样，艺术形态各具特色，作品数量浩如烟海。
学术界通常将汉族民歌按照音乐特征的不同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体裁类别。
　　（一）号子　　号子也叫“劳动号子”，是产生并运用于劳动中的民间歌曲。
劳动号子应该是民歌中最早产生的体裁了，在远古时期，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为了排解压力、协调
步伐，常常要发出一些呼号声，例如：刘安在《淮南子·道应训》中曾说到我国古代的《邪许歌》：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这是一首在抬木劳动中产生的歌曲，歌中的“邪许”是劳动中发出的呼号，同时也是为了协调劳动
动作而发出的有节奏的、有音调的声音，这就是最早的民歌——劳动号子的雏形。
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这类艺术创作，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门外汉》中称之为“杭育杭育派”（“杭育
”也就是劳动中发出的呼喊声）。
应该说，劳动为民歌提供了最原始的音调和节奏。
劳动号子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流传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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