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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起源并流行于淮河中游一带的花鼓灯，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
作为杰出的汉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她曾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赞誉。
花鼓灯不仅拥有潇洒奔放的舞蹈，而且还含有欢快热烈的锣鼓、抒情优美的灯歌和情趣盎然的小戏，
因而受到广大观众的深深喜爱。
花鼓灯至今仍在安徽沿淮的蚌埠、淮南、阜阳一带广为流行。
　　怀远县是花鼓灯之乡。
文化底蕴丰厚的怀远养育并造就了大批灯班和一代又一代花鼓灯传人；特别是建国以后，在党的“百
花齐放”文艺方针指引下，这里更是新人辈出。
他们在继承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在光大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作出大批优秀的花鼓灯节目，多次在全
国比赛中荣获大奖，使花鼓灯艺术不仅享誉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
　　花鼓灯音乐是花鼓灯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花鼓灯锣鼓和花鼓灯灯歌，具有很高的艺术
价值。
多年来，花鼓灯音乐虽然受到有关方面和许多专家的关注和重视，但始终未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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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鼓灯音乐概论》是我国第一部花鼓灯音乐理论专著。
作者凭借半个多世纪对花鼓灯艺术的深切感受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翔实的资料运用和高度的逻辑
概括，高屋建瓴地对花鼓灯锣鼓和灯歌的构成及其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对花鼓灯
锣鼓和灯歌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有见地的阐述，同时对如何运用与发展花鼓灯艺术也提出了非常独到
而崭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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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2．编唱特点——比兴3．口头语言——生动四、灯歌音调与地方语言（一）抒情性灯歌旋律
与原唱歌词语音的关系（二）叙事性灯歌旋律与地方语言的关系五、花鼓灯歌的应用规律（一）转场
歌（二）坐楼歌（三）对唱（四）踩街（五）宣传第三章 花鼓灯锣鼓的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一、花鼓灯
锣鼓使用的打击乐器（一）花鼓（二）大锣（三）大镲（四）小镲（五）小铛（六）铁二、灯场锣（
一）灯场锣锣鼓点的组成（二）灯场锣锣鼓点的分类（三）灯场锣各种锣鼓点的性质1．动性锣鼓点2
．顿性锣鼓点3．补点（四）灯场锣的运用规律1．锣鼓点的连接方法（1）起鼓（2）长流水以及长流
水转点（3）相互之间的连接2．不同性质锣鼓点的运用（1）动性锣鼓点的运用（2）顿性锣鼓点的运
用（3）“动”、“顿”结合的运用三、锣鼓番子（一）《小十番》（二）《老十番》（三）其它锣
鼓番子1．怀远马城的《小五番》2．怀远柳沟的《老三番》3．蚌埠燕山锣鼓（四）标题锣鼓1．表现
某种特殊锣鼓点的标题锣鼓（1）以中心锣鼓点为标题（2）以其中的特殊锣鼓点为标题（3）以主要锣
鼓点的形态为标题2．模拟某种特殊声象的标题锣鼓3．表现某种特定气氛的标题锣鼓4．表现某种特定
情趣的标题锣鼓（五）锣鼓番子的演奏形式及其运用1．独立2．开场3．踩街4．对擂四、花鼓灯锣鼓
的节拍与节奏（一）花鼓灯锣鼓的节拍1．2／4节拍⋯⋯第四章 花鼓灯后场小戏第五章 花鼓灯歌和花
鼓灯锣鼓的关系第六章 花鼓灯舞蹈与花鼓灯锣鼓的关系第七章 花鼓灯音乐和周边地区民间音乐的关
系第八章 花鼓灯音乐的运用与发展附录一：花鼓灯钟鼓字谱说明附录一：书中引用的灯歌、锣鼓等典
例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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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花鼓灯是淮河中游一带群众在锣鼓声中既歌且舞的汉族民间艺术。
它既不同于北方的秧歌，又不同于南方的“灯”。
它以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兼有南北方民间艺术之长，成为既不同于南方又不同于北方的独特的
民间歌舞艺术。
　　秧歌，是北方对群众性广场民间舞蹈艺术的统称，因流传地区不同而形成了陕北秧歌、东北秧歌
、河北地秧歌、海城高橇秧歌、山东鼓子秧歌等不同风格。
秧歌在表演形式上一般分为大场和小场两种类型。
大场伴奏以打击乐为主。
小场是带有情节的舞蹈或歌舞小戏，伴奏用唢呐、笛子、板胡、二胡等吹、奏曲子或民间小调。
　　南方各省对流传于民间的歌舞艺术一般都称之为“灯”，如采茶灯、云南花灯、七星灯、鱼灯等
。
多流行于山区，表演时多为三五成群，边歌边舞，以舞为主。
舞蹈形式活泼，形式短小精悍。
　　就我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南方北方是以淮河为分界线的。
正是由生活在南北方分界线上的淮河儿女，创造出了既不同于南方又不同于北方，既有南方的温柔细
腻又有北方的粗犷豪放，既有歌又有舞还有后场小戏的这一较为完美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花鼓灯
。
　　花鼓灯以其独特的锣鼓、独特的灯歌、独特的舞蹈而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民间歌舞形式。
它的锣鼓、灯歌和舞蹈，既可融为一体，又可独立存在（当然舞蹈需要锣鼓为其伴奏，灯歌在清唱时
也需要锣鼓配合）。
后场小戏所使用的调子，除了花鼓灯自身所具备的小调之外，还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民间小调。
民间的花鼓灯，之所以从傍晚一直能玩到天亮，是因为除了少量的舞蹈成分之外，其主要表现形式就
是演唱灯歌和表演带有故事情节的后场小戏。
　　花鼓灯音乐，它包括的就是花鼓灯歌、花鼓灯锣鼓和后场小戏的小调这三大部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花鼓灯音乐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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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