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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11月，国家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
导纲要》，其中《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中国民族音乐》是以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各种体裁
形式的音乐（主要是传统音乐）为教学内容的一门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学
生的一门必修课程。
课程目的旨在帮助大学生熟悉和理解中华民族音乐，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其全面的人文修养，
进而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保护传统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以此为指导方针，本教材在撰写过程中，即力求密切联系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及精神需求，使他们
在获得有关民族音乐的感性欣赏、分析经验的同时，焕发出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浓厚兴趣和高度的
时代责任感。
　　本书涉及中国传统民歌、歌舞、说唱、器乐、戏曲五种体裁门类，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音乐类相
关专业，主要作为必修课教材，亦可作为大学公共选修课学习参考书。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尽可能选取那些被公认为经典的、有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及作品，另一方面
将少数民族的相关音乐体裁、作品纳入到每个单元，让学生对我国多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音乐
文化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在介绍相关音乐品种及作品时，我们对有些被学界公认而对大学生来说又较为陌生的经典作品做了较
为详细的历史渊源介绍及音乐评析，以便引导学生更好地接近和理解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类型，从而
培养他们开阔的民族音乐胸襟与视野，最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密
切关系，使其具备更加丰厚的艺术素养与普遍的人文关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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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歌曲　　第一节　概述　　民间歌曲简称民歌，这一名称在中国至近代才出现。
在古代史籍文献中，民歌原本有多种称谓，曾变换着被称为“乐”、“歌”、“风”、“谣”、“声
”、“山歌”、“曲”、“调”等等。
它是不同于改编民歌和创作歌曲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
通过口传心授在民众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锤炼，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
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情感体验。
一首民歌的产生，常是由某个民歌手唱出后，经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创作，逐渐定型。
朱光潜先生曾指出：“我们可以说，民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草创，群众完成”。
许多优秀的传统民歌，在长期的口头流传过程中不断修饰加工，无一不是经过众人心智锤炼的结晶。
即使一些定型的民歌，流传到现代，依然常有民歌手们再创作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俄国音乐家居伊认为：“这些民歌中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度和惊人的力量，也许正是
由于它们是集体创作的。
”同时，在民歌的流传中，民歌手们都将自己对该民歌的理解融合进去，化为自己思想情感的真实流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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