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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之前，二胡仅仅是江南地区用于地方戏曲、说唱伴奏和吹打乐、丝竹乐等乐种合奏的乐器，
依存于江南地方戏曲、说唱和民间乐种中。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现代舞台表演艺术的开启，刘天华先生及其弟子筚路蓝缕，开创了二胡艺
术作为一门民族器乐独奏艺术的新局面。
在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在数代二胡艺术家接力棒式的努力探索下，二胡艺术蓬勃发展，时至今日，
二胡艺术已经活跃于国内和国际舞台，成为中国的“弦乐之王”，形成了在创作、表演、教育、理论
研究等领域相互映衬、协调发展的体系化艺术门类。
但由于二胡艺术的发展时间较短，采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对二胡艺术进行研究的时间则更短，所以，
有关二胡艺术的很多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有关二胡艺术的规律性问题还需继续探索。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地
域性。
草原文化、齐鲁文化、湘楚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等区域文化都各自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
在二胡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二胡乐器的原产地之一——江南地域及其文化与二胡艺术始终
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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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对二胡艺术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一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旨
在寻求民族器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探寻二者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
　　首先，本书从影响和制约二胡艺术形成的经济、教育、民俗、民间音乐等江南文化事象人手，论
述了在二胡艺术的形成过程中，江南文化对二胡艺术所起到的孕育作用；解答了二胡能由一件仅用于
江南民间戏曲、曲艺伴奏和民间乐种合奏的弓弦乐器，一跃而成为中国一种重要的独奏艺术门类的原
因。
　　其次，通过对多位研究对象的专题采访，以人物为主线论述了在二胡艺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江
南二胡艺术家（包括民间二胡艺术家和职业二胡艺术家）在音乐创作和演奏等方面与江南文化之间的
密切关系，以及江南二胡艺术家对二胡艺术所作的贡献，勾勒出二胡艺术在一代代江南二胡艺术家的
努力下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再次，以江南音乐风格的二胡作品为主线，论述江南音乐风格的二胡作品对二胡艺术的形成和发
展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作品进行形态学分析，探寻江南音乐风格的二胡作品中蕴蓄着的江南文化内
涵，并从二胡演奏者的角度，论述如何运用富有江南文化内涵的演奏手法来诠释江南音乐风格的二胡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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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至2000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师从廖玉麟教授，获得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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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为二胡艺术理论、民族音乐学。
主要学术论文有《论二胡艺术的风味美》、《“虚籁”真是指无声吗》、《民族器乐审美变迁的文化
人类学思考》等多篇。
主持省级课题1项，并参与多项省级和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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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4 对二胡作品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胡艺术形成以来，二胡作品数量在不断地膨胀，
尤其是在建国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个时间段里，新创作的二胡作品大量涌现
，推动二胡艺术出现了两个发展高峰期。
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成为二胡事业工作者们探寻作曲家音乐思想，总结
和吸取作曲家创作经验，用二胡最佳地诠释作品内涵的重要手段。
这种研究主要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曲调来源、音乐结构等方面作音乐形态学的分析，由于研究者大多
也是擅长二胡演奏的演奏家和专业二胡教师，所以对作品的演奏方法进行探讨也是此项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
1.2.5 对二胡教学的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必须通过二胡教学来传承和发展，所以，二胡教学质量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二胡艺术的生存和发展。
在二胡艺术形成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二胡教育家一直在辛勤地探索着先进、科学的二胡教学方法，二
胡艺术能有今天的发展规模，与他们在二胡教学上的探索是分不开的。
对二胡教学方法的探索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刘天华的老师周少梅先生在江南的新式小学
担任音乐教师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就编写了一套遵循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的民族器乐教材，这在我
国民族器乐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后来，在非常缺乏教材的前期二胡艺术发展阶段中，二胡教育家们都曾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过一
些二胡教材来进行教学。
老一辈二胡教育家成功的教学方法由他们的弟子们继承，当代的二胡教育家们则可以把师辈和自己新
探索出的教学方法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正是在二胡教学这种代代相传而又代代出新的继承发展中
，二胡艺术才能得以飞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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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方向博士学位，有幸师从两位授业恩师王耀华教授和乔建
中研究员。
自成为两位导师门下以来，恩师的言传身教，无论是在学习、科研，还是做人等方面，都使我学到了
很多。
两位恩师都是中国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大家，硕果累累，虽已过花甲之年，依然忙于讲学、著书立说，
组织编写音乐学研究丛书、地方乐种研究论集等工作，毫不懈怠，其极具学术使命感的工作精神令我
惭愧，更成为鞭策我前进的一种强大动力！
恩师谦和的做人、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学生在学术上的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和在生活中备至的关怀、
照顾与宽容，这一切散发着人格魅力的言行举止启迪了我做人做事的诸多道理。
恩师的仁者之德义、长者’之风范、学者之厚广，足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两位恩师自2003年以来对我的栽培与关爱，我的前行之路离不开恩师为我洒下的
辛勤汗水！
我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论文的选题、田野工作的开展到论文的成文和修改，两位恩师都对我进行了
悉心的指导。
尽管文章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也是因为我有限的学术功底和惰性所致。
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以老师为楷模，我必将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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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胡艺术与江南文化》：获得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近现代中国二胡音乐创作研
究”资助获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学校著作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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