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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角鼓曲种系统”是清乾隆年间(1736一1795)以来，随着北京八角鼓的外传，以此为基础与各
地文化艺术相融合逐渐形成的曲种系统，包括北京八角鼓、山东八角鼓、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
青海平弦、扶余八角鼓、毫州清音、郧阳曲子以及内蒙古八角鼓。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集中于对曲种进行个案性研究，尚缺乏对这一曲种“系统”的整体性关照
。
由王宇琪编著的《“八角鼓曲种系统”音乐研究》将整体性与个案性研究相结合，上编(第一章至第四
章)重在以纵向与文化联系的角度对“八角鼓曲种系统”的形成进行论述，包括北京八角鼓的产生、北
京八角鼓最早的形式——岔曲、岔曲向牌子曲的发展以及“八角鼓曲种系统”的形成等内容。
下编(第五章至第九章)重在以横向与文化联系的角度，通过对单弦牌子曲、兰州鼓子、南阳大调曲子
三个曲种在所处文化环境、发展历史、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分析与比较，探讨曲种的音乐特征及其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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