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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我如此地对民族音乐乐于探究、琢磨，并不是先有一个什么&ldquo;理论&rdquo;在支撑
着，而是由于我对她有着深深地热爱和眷恋。
记得我小时候在老家&mdash;&mdash;河北东部靠近渤海的一个&ldquo;苦海盐边&rdquo;的村落里，在
寒风凛冽的冬季，大地一片沉寂，躺在那破旧的草坯房的土炕上。
在还未入睡的那一刻。
往往能听到远处临村传来清脆响亮的梆子的击打声。
和一声声激昂高亢而又悲凉壮烈的梆子腔，那是他们正在村头土台子上演出一出叫《走雪山》的戏。
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仆一主，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急忙逃走在荒郊野外路上的情景。
他（她）们一人一句地对唱着那悲凄的腔调，给我那还十分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是一生都不能磨
灭的。
它好像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我家乡的&ldquo;乡音&rdquo;啊！
这使我想起唐人贺知章的诗中那句&ldquo;乡音无改鬓毛衰&rdquo;来，我把他改为&ldquo;乡音难忘鬓
毛衰&rdquo;来说明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对我家乡的&ldquo;乡音&rdquo;还是如此韵钟情。
我手边有一盘河北梆子《陈三两》的录音，已经听了多少遍。
每次听时我的心都还是那么激动。
这难道是我的&ldquo;天性&rdquo;使然吗？
不光是我的&ldquo;乡音&rdquo;。
对任何一个地方的&ldquo;乡音&rdquo;，只要我一接触就会迷上她，爱上她。
在部队文工团排演歌剧《血泪仇》时，我很快就迷上了到后来才知道的眉户调、秦腔和陕北民歌。
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我听王树先生给我们上的&ldquo;民族民间音乐&rdquo;课，当他一放那些乡
土韵味极浓的腔调时，我就感到无比的亲切，内蒙古那高亢的《爬山调》、云南那深情优美的《小河
淌水》，还有山西那动听的晋剧&hellip;&hellip;我真是听一个喜欢一个。
当武汉汉剧团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演出时，我看了陈伯华主演的《二度梅》、《宇宙
锋》，看的是那样如醉如痴，于是我又成了汉剧的&ldquo;陈伯华迷&rdquo;。
后来，我根据她来北京演出《宇宙锋》的录音，记下了这出戏的全剧，并分析了它的音乐，从而完成
了汉剧《宇宙锋》的记谱、整理和音乐分析一书。
　　还是在上学期间。
我的同学徐源在宿舍里唱了一段他家乡的戏&mdash;&mdash;安徽的&ldquo;拉魂腔&rdquo;（泗州戏）
，是《小女婿》中的一个小段，我听着是那么有味，也就学会了这段唱。
后来我专门在王震亚教授的课上学了京剧，去西安向老艺人学了秦腔、眉户、碗碗腔。
又去四川学了川剧高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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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其发展中，不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多传统音乐文化因素，已形成音乐学中非常重要
的理论分支。
对音乐学研究及写作实践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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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维松(1930一)河北黄骅人．中国传统音乐学家，戏曲音乐学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教
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
音乐集成》编委。
1945年8月参加革命，在解放军文工团从事音乐工作多年。
195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暨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
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等职。
出版有河北梆子《蝴蝶杯》、汉剧《宇宙锋》、《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合编)，中国传统音乐学文集
《对根的求索》、《对根的求索》(补续篇)等专著。
发表论文20余篇。
从事戏曲音乐教学40余年，编写教材20余部，计20余万字，并指导硕士研究生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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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民族音乐情(代前言)关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问题　一、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　二、
民族音乐学问题中国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　三、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
、中国传统音乐型态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五、对二十八调研究中的几点看法及其他型态研究　六、论
润腔　七、昆曲曲牌【梁州第七】型态分析　八、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北曲正宫【端正
好】　九、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北曲中吕宫【粉蝶儿】　十、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
系列——南曲南吕宫【懒画眉】　十一、词七、曲三、辨程式——一种关于曲牌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
　十二、戏曲唱腔中伴奏音乐的曲式学与旋律学研究表演艺术评价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代笔为他人作序
采访录教材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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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是这往往让人们听起来（起码让我）很尴尬。
承认是也不是，不承认是也不是。
因为像我这样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学的人，是不被&ldquo;民族音乐学&rdquo;所承认的。
另外，按现在一些人对&ldquo;民族音乐学&rdquo;的说法和实际作法来看，我自己也不想承认我是搞
民族音乐学的人。
由于&ldquo;民族音乐&rdquo;在学科中没有了地位，现在提倡的&ldquo;民族音乐学&rdquo;又觉得不完
全适合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实际，故我近年来提出了以&ldquo;中国传统音乐学&rdquo;的学科名称替
代了原来的&ldquo;民族音乐理论&rdquo;。
当然，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ldquo;传统的民族音乐&rdquo;，也包含了&ldquo;现代的民族音乐&rdquo;
，即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
如民族歌剧《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直至当前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
斗古城》等；器乐曲从刘天华的十大名曲到当代的二胡曲《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长
城随想》二胡协奏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歌曲如《看见你们格外亲》、《老房东查铺》、《
马儿啊，你慢些走》、《长征组歌》大合唱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作品都应属于&ldquo;民族音乐&rdquo;范围之内，为了和传统民族音乐相区别，叫做&ldquo;现
代&rdquo;民族音乐。
这些，都应成为民族音乐研究家们的研究对象。
另外，音乐院校内都建立了&ldquo;民族器乐系&rdquo;、&ldquo;民族声乐&rdquo;专业。
这些系和专业除了表演&ldquo;传统&rdquo;作品外，大部分还是表演&ldquo;现代&rdquo;民族音乐作品
。
所以丑在说的&ldquo;民族音乐&rdquo;，应是指&ldquo;传统民族音乐&rdquo;和&ldquo;现代民族音
乐&rdquo;这两部分。
　　说了半天&ldquo;民族音乐&rdquo;的学科归属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如果说&ldquo;民族音乐&rdquo;是包含了以上说的两个部分，那么它的学科名称仍可
叫&ldquo;民族音乐理论&rdquo;。
有人说，过去的民族音乐理论是&ldquo;强调为创作服务&rdquo;的。
第一，至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有人明确提出这一&ldquo;口号&rdquo;。
虽然个别研究家（如于会泳）在研究民族音乐时，也提出过把研究的成果和规律、技法等应用在传统
音乐的创腔中和专业作曲家创作时的&ldquo;借鉴&rdquo;。
但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从学术上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的规律性方面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吕骥于1941年为延安&ldquo;鲁艺&rdquo;民间音乐研究会写就、并于1982年修改、1987年完稿后
于2004年12月正式发表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专门有一节讲&ldquo;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目
的&rdquo;。
他说：&ldquo;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
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关于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
律性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音乐的参考。
&rdquo;&hellip;多年来从事这一研究的人，都在努力使民族音乐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实际上这方面的成果也很显著，如前文提到的《民族音乐概论》以及后来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
；李西安、军驰合著的《中国民族曲式》；近年来李吉提撰写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的第一、
二部分等等。
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使这一学科更加完善。
第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成果，或者是作曲家自己在深入学习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中，感知到了
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学到了它的精髓和技法，如旋律的、节奏的、结构的等等方面，用于创作中
，使他们的作品更具有民族风格，更加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我们研究民族音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更加繁荣发展，使它&ldquo;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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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rdquo;吗？
这其中繁荣创作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创作服务
。
当然，&ldquo;民族音乐理论&rdquo;也不能像有人说的只是为了&ldquo;建立中国特有的作曲技术理论
体系&rdquo;。
如那样，那可真的是&ldquo;只为创作服务了&rdquo;。
它也应该是从&ldquo;历史的、文化的、形态的&rdquo;等多种角度来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建立中国自
己的音乐理论体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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