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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的作为“民族音乐”课的教材而编写的。
它的范围只限于传统的民族音乐形式，而不包括“五四”以来的新音乐形式。
　　（二）本书未严格按教科书体例编写，在作若干理论阐述时考虑到一般读者对民族音乐基本知识
尚少了解，因而还较多地作了知识性的介绍。
　　（三）本书由本所兴办的“民族音乐研究班”集体编写该班成员包括来自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
的师生及其他单位的音乐工作者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60人，全体参加了初稿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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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将这两个曲调加以比较，可以看出。
歌舞音乐《十大姐》的曲调虽然不是直接引用《小河淌水》的曲调，但却是在这首山歌曲调（它在唱
不同的歌词时有所变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们的曲调基本结构相似，但《十大姐》的曲调则不象山歌那样自由，而有了比较规整的节拍和活泼
的拖腔，它已经大大地舞蹈化了。
歌舞音乐不仅从民歌中吸取曲调的材料，而且还有直接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成歌舞的。
例如，二人台《走西口》，就是由《走西口》这首抒情歌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情节的歌舞的。
在许多说唱音乐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们来源于民歌的显明痕迹。
以四川清音为例，它的很多曲调都来自西南地区的小曲与其它地方的民歌。
如其中的《麻城歌》便来自湖北，《滩簧调》、《泗州调》来自江浙，《放风筝》来自河北。
这些曲调都是经过了当地艺人长时间的琢磨加工，逐渐被吸收到说唱音乐中来的。
其它许多曲种大都与各地的民歌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我国民族器乐曲中，也有许多曲调是直接来自民歌，或根据民歌加以不同的变化加工而成的。
北方民间鼓吹乐之所以名为“吹歌”正说明了这一事实。
广东音乐中的《梳妆台》、《红绣鞋》、《剪剪花》等，也都是取材于民间小调的。
下面这首民歌《茉莉花》流行较广。
在许多地方的民间器乐合奏中，都有吸收它作为曲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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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音乐概论》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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