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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民族音乐，包括以时期分属的传统音乐与现代新音乐两大部分。
现代新音乐，一般来说，是指“五四”时期以来的专业性音乐艺术。
诸如各种题材、体裁与形式的声乐曲、器乐曲，包括大合唱、交响乐、歌剧、音乐剧等等。
传统音乐，大体是指“五四”时期以胶的音乐艺术。
本书将主要论述传统音乐部分。
　　民族民间音乐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概论》的撰写，既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工作，又是一件相当
困难的工程。
作者虽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起就到实际中去学习、采集、录制民族民间音乐，四处拜师学艺，至今已
从事了几十年的教学、研究与创作工作。
特别是于20世纪80年代始，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更普遍地开“民族民间音乐”的专业课程，通过
教学相长，认识、发现、归纳与总结了一些民族民间音乐的新情况。
诸如音乐历史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分类学、作曲理论与作曲技法方面的一些新的发现
；民族民间音乐特征的生成、发展与板块性分布的规律，包括旋律线的特征、调式体系分布的规律的
发现，以及学习、研究方法的发现等。
不论这些看法确切与否，总是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某些新的思考与概括。
正是基于这点，作者才提笔写就此书，并将一些新的认识尽力写进了《概论》。
但是，在当前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特别是它的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下，笔者只能做到尽力地认真地写
完它，而很难保证能够写好它。
因此诚恳地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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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正维，男，1931年生, 湖南湘阴人。
民族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硕士生导师，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民族
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常务副主编, 中国音协和中国曲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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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综 论　　第一节 民族民间音乐的概念、范畴及其分类　　一、民族民间音乐的概念及其
范畴民族音乐，是指按人群和地域分属的各个不同民族自己创造的音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我国的民族音乐，是中华56个民族在古往今来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音乐财富。
我国的民族音乐，包括以时期分属的传统音乐与现代新音乐两大部分。
现代新音乐，一般来说，是指“五四”时期以来的专业性音乐艺术。
诸如各种题材、体裁与形式的声乐曲、器乐曲，包括大合唱、交响乐、歌剧、音乐剧等等。
传统音乐，大体是指“五四”时期以前的音乐艺术。
本书将主要论述传统音乐部分。
传统音乐，包括以作者分属的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以专业性创作为主的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
文人音乐，大都是文人创作的自娱自赏的音乐，诸如琴歌、古琴曲、琵琶曲、各种抒情歌曲等。
宗教音乐，包括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和其他宗教性质的声乐曲与器乐曲等。
宫廷音乐，有为宫廷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所用的雅乐和宴享宾客等的燕乐（俗乐），是由宫廷御用乐
人制作与演出的音乐艺术。
另一部分是以群众集体性业余创作为主的民间音乐。
本书将主要论述民间音乐部分。
民间音乐，包括以体裁分属的民间歌曲（含一般民间歌曲和民间舞歌、灯歌、秧歌）、民间器乐、曲
艺音乐和戏曲音乐。
这四部分音乐是一脉相承的一根藤上的瓜果，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没有不可逾越
的鸿沟。
如：民歌中的田歌、小调，有时也用作舞歌、灯歌（如湖北应城《绣荷包》）；民歌不唱只奏，形成
器乐曲；民歌联唱故事情节，形成只讲唱故事的属于联曲体的曲艺音乐；以歌舞表演故事则属于曲牌
联缀体的戏曲音乐。
湖北荆州花鼓戏【撇竹笋】，就是一首多栖的非常珍贵的曲调（见例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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