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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为中国、西方两大部分四大篇，将中西音乐历史沿革的概貌，以及与其同步的音乐作品中最
具代表性和时代性的曲目，有机地融入教材的每一个单元之中，全面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每个作品
的相关情况，如作者简介、作品简介、谱例等重要且简明的内容，并在各章后为学生提供了思考题。
其与市面的音乐欣赏类教材所与众不同的是它增加了流行音乐的部分。
通过对流行音乐的正确认识，可以提高学生对善恶美丑的鉴赏力以及是非对错的判断力，合理地引导
学生从文化的角度积极地去认识流行音乐。
    这部教材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中国传统音乐篇”、“中国新音乐篇”、“西方古典音乐篇”、
“西方现代音乐篇”。
其系统性与代表性兼顾，普及性与拓展性兼顾，通俗性与严肃性兼顾。
它不仅为各高校教学安排和授课时间的不同，预留出教师调整、删减甚至自由发挥的课堂空间，更为
不同程度的学生对音乐理论学习和音乐感性认知，都做了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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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传统音乐篇　　开篇 八千年回晌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我国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骨笛的发现，说明八千年前华夏已有人类文明活动。
据研究，在周朝已有约70种乐器，秦汉时宫廷开始设立“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是对民
间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和改编的音乐机构，为民间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吹响中华文明的骨笛　　中国音乐文化至少可追溯到八千年前。
1986年-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墓，出土了二十余支骨笛，其形制精细、规范、统一，
管身两端相通，长约20厘米，管身上大多开有七孔。
其中，五支可奏出完整的五声音阶曲调。
另外，对最完整的一支骨笛进行测音，它可吹出六个音构成的曲调。
据碳十四测定，其历史距今约七千至八千年。
　　骨笛发现后，河南省文化厅在郑州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专家向与会者展示了一支
骨笛，并用它吹奏了一曲家喻户晓的河北民歌《小白菜》。
乐曲如泣如诉，哀怨悲伤⋯⋯当主持人向大家介绍，演奏所用的骨笛距今约有八千年的历史时，会场
立刻响起了一阵惊叹声。
距今八千年的笛子能吹出如此动听的曲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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