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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的一种。
书中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与音乐文化进行了“考源”，每个民族都按：1概况.2音乐概述，3音
乐特点，4.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曲调与分析四部分进行分析研究；书前有绪论，书后还附有各少数民族
一百多件乐器图片（这是第一次最完整地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乐器）。
《中国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考源》的出版为构建中华“大国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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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崇抒，民族音乐学家、教授，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
长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几十年间风餐露宿，走遍各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考察与采风，研究成
果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作为从事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代表人物，受聘于云南多所高校任教，讲授《民族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音乐欣赏》、《和声》、《歌曲创作》等课程，并被推为《乐
理基础教程》、《音乐欣赏基础教程》及“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音乐鉴赏》等参编人。
并创作有大量交响音乐及合唱音乐。

　　谢自律，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
多年来一直坚持民族音乐研究。
先后在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云南省文化厅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音乐创作工作，先后创作、制作出
版过包括中国第一张全球发行的“黑金属”专辑《垂死者之梦》在内的多张音乐专辑；为昆明电视台
多部专题片担任导演；参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2009年至2011年挂职香格里拉三坝乡任新农村指导员队长兼副乡长，其间创作了交响乐《香格里拉组
曲》，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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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朗族妇女特别爱好嚼槟榔，嚼时和以石灰、草烟，吐出的口水呈红色，时间长后，牙齿变成黑
色，认为这样的牙齿才美观坚固。
布朗族男子有文身的审美习俗，他们在胸前、背部、脚部或手臂上刺以各种花纹图案，然后涂上炭灰
和蛇胆汁，使所刺花纹终生不会退色。
　　在布朗山区，布朗族的取名方式是“连名制”，有名无姓。
连名制有母子连名制和父子连名制。
母子连名制有两种形式，一是母名中间的一个字作为子女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二是母亲与子女数代最
后一个字相同，这种连名制能区分血缘但有点不好区分辈分。
父子连名制为数代子女名的最后一个字都相同。
　　布朗族实行严格的家族外婚和一夫一妻制。
布朗族可以同汉、傣等民族通婚，但不和哈尼族、拉祜族通婚。
因为历史上布朗山区的布朗族人数多，曾是当地人数少的哈尼和拉祜的统治者，由于这样的等级观念
，所以形成布朗族不与哈尼、拉祜通婚的现象。
在布朗族的观念中，母亲的血统来自舅家，因此姑舅表之间严禁通婚。
布朗族男女青年恋爱自由，在双方自愿结合的基础上，由男方向女方父母求婚。
婚后有随妻居的习俗，有的终生在女方家；有的在女方家住三年，生育了子女，再举行一次婚礼，才
把妻子接到丈夫家长期居住。
　　布朗族由于受傣族的影响，信仰小乘佛教，同时还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
每个家族都有一个祖先遗留下来的家族神灵，布朗语称“胎嘎滚”。
“胎嘎滚”为用竹篾编成的篾筐，里面放置祖先用过的器物，只有家族长“高嘎滚”才有资格保存“
胎嘎滚”。
布朗族以祭祀“胎嘎滚”来崇拜祖先。
布朗族信奉的鬼神较多，山水、树木、各种动物，他们都认为有鬼魂神灵，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不
少的祭祀活动。
现在佛教已经成为布朗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每个村寨都有佛寺，佛寺同时兼有学校的功能。
按照传统习俗，布朗族男孩十三、四岁时就必须进佛寺当小和尚，几年后还俗，只有这样才有文化，
才有社会地位，才有结婚的资格，否则被人看不起。
　　布朗族的节日主要有“宋调”，即“过年节”。
“宋调”是布朗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傣历六月初一至初三举办。
届时家家户户停止生产，要制作红糖糯米粑粑，用芭蕉叶包成两份送至家族长家，一份放人“胎嘎滚
”内，以祭祀祖先；一份送给家族长，并向家族长祝福；家族长也向各户家长及主妇祝福。
举行完上述活动后，人们就到佛寺去赕佛听经，青年人则开始歌舞娱乐。
布朗族与其他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一样，也有关门节（“考瓦沙”）、开门节（“奥沙瓦”）、赕佛
节（“罢完尼”）等全寨性的宗教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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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中国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考源》，两代学者，田野考察，跋山涉
水二十年。
一部奇书，辉映学界，呕心沥血填空白。
　　海外华人文化圈至今还保留着的“华乐”、“（中华）国乐”称谓。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及“国际化”大背景下，能以中华“大国乐”的姿态向海外传播、或在与世界
音乐的比对中去彰显中华文明的“华彩”，那一定是很有利于“文化强国”建设的。
　　“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是一项文化大工程，要编好它就一定要有“大抱负”、“大情怀”、
“大视野”，要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每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带；要能通观古今；不仅需集历代
经典文献，又可揽现实“中华困乐”研究新成果。
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音乐文化之精粹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
　　——摘自“中华圈乐·经典文献库”总序（主编方立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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