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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一脉相承。
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她既不属于西方“美声”体系，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汉族传统声乐模式。
无论从观念上、形态上，还是演唱风格和文化内涵上，在世界乐坛都独具特色、独树一帜。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唱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主旋律。
然而翻开历史，国内出版的各种声乐论著几乎都是以西方声乐为中心，或以汉族声乐为主体的声乐论
著。
站在中华民族的大视野，探讨包括少数民族声乐艺术在内的论著鲜为人知，这可谓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非历史的偶然。
中国的声乐艺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排斥与歧视，造成在经济
与文化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
在封建儒学价值观的支配下，对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采取极端漠视态度，不闻、不
问、不采、不编、不参与。
因而，被士大夫文人视为“不入流”的“俗曲”、“野曲”、“四夷之乐”等，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音
乐无法进入主流的、正统的大雅之堂。
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政策和“二为”、“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伴随着政治上的平等，民间音乐包
括少数民族声乐获得了新的发展，引起了音乐表演家、史论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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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教程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置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和现代化的语境中，既注重探讨各民族声乐艺术
作为现实生活中文化的流动性形态，也强调对作为静态历史积累的整理性概括。
不仅符合中华民族声乐的实际特点，也反映出少数民族声乐的特征。
论题触及历史，也包含当代；涉及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声乐的形成、发展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
史之间的联系；也涉及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对传统演唱生态格局的影响；论述了中国的民族声乐及其教
育在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将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等，是一部致力于整体性研究的声乐理论教程论著。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作者指出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继承传统
，立足本土，融合互补，开拓创新”，才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之路。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部论著虽无此伟大之功用，然而，对中华民族声乐理论建设、声乐表演与教育，对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建设，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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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新洋，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声乐教授、硕士生导师。
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歌唱家挤会常务副主席、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曾任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七、八届专家评委、全国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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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声乐导论第二节 民族声乐民族声乐艺术如同琴棋书画甚至宗教、科学等文化形式一样，
都是人类文化现象。
它是人们的一种音乐行为。
人类早期的声乐艺术只是一种简单的歌唱，随着社会的发展，歌唱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民族声乐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人民的心声，展示了不同群体的文化特征、心理特征和民族特征
。
我们可以透过歌声中的文化联系去了解人，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了解生活在各种生活状态
中的人类。
一、关于民族声乐的解释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声乐的理论研究逐步展开，有关
民族声乐的概念探讨，呈现出百家争鸣，各行其说的状况。
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民族声乐的解释大体归为以下几种：1.有学者认为：以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音
乐风格表达中华儿女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表演就属于我国的民族声乐。
石惟正先生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范围、结构及其发展方向》学术报告中所述：“以中华儿女熟悉、喜
爱的母语文学，以及音乐语言表达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是中华民族的声乐艺
术。
换言之，用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风格以声乐形式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艺术种类就是我们的民族声
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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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族声乐理论教程》付梓之际，如释重负。
回望该书的撰写过程，苦恼与欣慰交织，希望与郁闷同在。
其间的艰辛与劳苦只有默默耕耘者才能体会。
为了适应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及教学的需要，《民族声乐理论教程》历时三年，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走访求教了许多专家学者，经过较长时间收集、整理和思考，使本教程在汇集民族声乐理论成果的
基础上，梳理总结，探索实践新的思路，对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产生、流变和发展进行理论分析和构
建。
然而，由于教程涉及的内容繁多，以及缺乏相关的系统理论参考，时间紧迫，加上撰写者的水平有限
，难免挂一漏万。
存在的不足有待专家、学者、同仁们批评指正。
至此，首先感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领导的直接关怀和信任，积极支持理论教材建设；感谢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协助，使这本教程能高效率的出版；感谢师长、同仁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与你们的咨询与交流中，获取不少感悟和启迪；感谢黄大岗老师在百忙中审稿及提出参考意见；
感谢家人的鼓励和体谅，使我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是大家的信任、支持、理解、鼓励和帮助，才有本书顺利出版的结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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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声乐理论教程》是由孟新洋和柯琳所编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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