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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没有机会和条件就读音乐学院，但又有意学习有关音乐基础知识的读者的要求，本社编辑出
版了《音乐自学丛书》这套丛书的作者，均系在音乐学院任教多年且有着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的教授
、讲师及有关专家。
    《音乐自学丛书·音乐学卷》共12册。
内容包括中外音乐史、音乐美学基础、民族音乐理论等音乐学院开设的主要理论课程，既有一定的理
论深度，又通俗易读。
除作为自修教材外，亦可作为音乐院校及音乐师范院校师生的辅导教材和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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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内涵与外延　　一、定义　　在我国，有关民间歌舞音乐的论述虽然为数不少，但对其内
涵与外延的界定始终未有明确的划分标准，以至影响到民间歌舞音乐基本定义的形成和完善。
在目前可作为参考依据的有关著述里，下列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歌舞音乐　　音乐的体裁形武之一，其特征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紧密结合，广泛流传于
中国各民族地区，其音乐多采用当地的民歌小调，因而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①　　可以看出，以上定义主要是针对民间歌舞音乐而言，但在标题和总的涵义上，有包容整个中国
传统歌舞音乐的倾向。
　　在另外一些音乐或艺术辞书里，民间歌舞音乐往往是被笼而统之地概括到有关民间歌舞的论述中
。
例如：　　民间歌舞　　与专业歌舞相对而言，概指在民间形成并流行于民间的各种歌舞艺术。
大多载歌载舞，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紧密结合。
⑦　　其他音乐或艺术辞书大致都有如是说，在此不一一列举。
可以看出，关于“民间歌舞音乐”为何物？
条目中并未见具体涉及。
但是，该条目所强调的，民间歌舞所具有的“民间性”，具有。
与专业歌舞相对而言”的性质，却对民间歌舞音乐，乃至整个民间艺术都十分重要，有时便被人们所
忽略了。
　　故此，有理由认为，就像戏曲音乐相对予戏曲存在着独立性一样，中国民间歌舞音乐虽然可以包
含在民间歌舞艺术体裁之中，但它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大类体裁之一，同样有着区别予其他体裁而
自身独具的某些艺术文化规律和存在方式特征。
下面，拟参考前举各种有关论述，并结合本人的认识和体会，对中国民间歌舞音乐的基本性质提出如
下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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