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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传承与保护：黑龙江民间艺术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黑龙江鼓吹乐的
历史、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创建、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发展、杨小班鼓吹乐棚的生存空间、杨小班鼓吹乐
棚的传承方式、杨小班鼓吹乐棚的保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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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郁正民，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群”首
席专家，“省级重点学科梯队”带头人，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兼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员，
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从事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质
量工程”重大项目等16项课题；公开发表论著180余万字。
代表作有：《中学音乐教学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音乐教育心理学》（光明日报出
版社1994年版）、《音乐微格教学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中俄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关注农村艺术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先后三次荣获黑龙江省级教学改革成果一、二等奖，两次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三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护与传承-黑龙江民间艺术研�>>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杨小班鼓吹乐棚
第一节 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历史溯源
一、黑龙江鼓吹乐的历史
二、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创建
第二节 杨小班鼓吹乐棚发展及生存空间
一、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发展
二、杨小班鼓吹乐棚的生存空间
第三节 杨小班鼓吹乐棚的保护与传承
一、杨小班鼓吹乐棚的传承方式
二、杨小班鼓吹乐棚的保护
第二章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
第一节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历史溯源
一、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历史
二、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
第二节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
一、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体裁与形式
二、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特点
第三节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一、达斡尔族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二、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保护
第三章 蒙古族四胡
第一节 蒙古族四胡的分类及其历史溯源
一、蒙古族四胡的分类
二、蒙古族四胡的历史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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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黑龙江鼓吹乐的历史　　鼓吹乐是黑龙江民间器乐的主要乐种之一。
它的主要形式是两只唢呐和三件打击乐器的小型鼓吹乐合奏，在婚礼、葬礼、庆礼、宾礼等各项礼俗
活动中均使用这种音乐，所以，两只唢呐加三件打击乐器的小乐队也就成了黑龙江礼俗音乐的主要组
织形式。
黑龙江鼓吹乐主要存在于黑龙江境内的城镇乡村，与黑龙江各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密切联系在一起，经
过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和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黑龙江的鼓乐班社多分布在中部、南部、东部，如哈尔滨市道外16道街的义和棚铺，双城市的吴家鼓
乐班和张家鼓乐班，阿城市的董家鼓乐班社，大庆市肇州县的杨小班鼓吹乐棚等等。
　　东北鼓吹乐是我国吹打类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
它的历史虽然不太久远，但在民间却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
它除了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外），在一些喜庆、祭祀等民俗活动中也常常被用到，所以鼓乐历来
就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喜欢。
　　1.鼓吹乐演奏概况　　鼓吹乐的乐队组织很有地方特色，所以在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在东北俗
称“鼓乐班”、“鼓乐房”或者称之为“XX棚铺”等，在山东、河北则叫它为“吹歌会”、“同乐会
”等。
这种乐队组织一开始是出现在农村，而且是半职业性的，有事时相邀受雇于有事人家，无事时便从事
生产劳动。
后来转入城市，由一家或几家合办开了“鼓乐房”，成了职业性的演奏团体。
他们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由班主（内行）或掌柜（多为外行）负责派遣班内成员。
鼓吹乐艺人虽然有自由退出或者加入某个团体的自由，但是加入后必须听从班主的调遣，无论是长途
跋涉还是严寒酷暑都必须随叫随到，让上哪里就上哪里，可以说艺人们是饱受了各种苦，不得不为生
活而到处奔波，有时“上活”需要连续吹奏几个小时以上都不能休息，并且无论是否有宾客来，只要
主家不说停，就不能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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