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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中国少数
民族音乐概论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概况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史。
　　第二部分总论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所采用的音乐体系、体裁形式，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
分组和分类方法，并对少数民族新音乐的发展和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华母语音乐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做
了概述。
　　第三部分按语言谱系分类法介绍了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简况。
由于课时有限，教师不可能在课堂上讲授所有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因此，这一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一些民族加以介绍。
　　虽然本课程是为音乐学专业的本科生设计的，但也可供其他专业的学生开设选修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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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音乐体系中大量运用非均分律动(例6)，也用“非功能性的均分律动”(例1)，这两点非常突
出。
除此之外，还运用功能性的均分律动。
有时非均分律动和均分律动在不同声部同时出现，并以对位的形式结合起来，如戏曲中的“紧拉慢唱"
。
这种非均分律动和均分律动的结合，也是中国音乐体系在节拍、节奏方面的一个特点。
    中国音乐体系中绝大多数民间音乐作品是单声性的，旋律在这一体系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真正成
为“音乐的灵魂” 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民族对旋律的表情意义十分重视，是音乐审美中最重要的一个
方面。
中国音乐体系中也有多声部的作品，多声部音乐从织体思维方式上看可分为纵线性思维和横线性思维
两种，中国音乐体系多声部思维主要建立在横线性的基础之上。
如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各民族的器乐合奏和戏曲、说唱的伴奏，多半采用支声的手法构
成，它所考虑的侧重面是织体的横线条而不是纵线条，如广西德保壮族民歌《日落西山刚过岗》的两
个声部是同一曲调的变奏，在进行中虽然也会构成大、小三度、纯四度或大二度的和声音程，但其思
维方式是横线条式的:       民间歌曲是人民的心声，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所
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人民群众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一种艺术形式。
民歌与人民的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各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基础之一。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古以来“习为歌唱”，又有卓越的音乐创造才能，各少数民族民歌丰富多
彩、品种纷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歌海”、“诗乡”唱歌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生产劳动、休息、娱乐、社交都伴随着歌唱。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从事牧业的民族，放牧时唱歌，结婚时唱歌，表达爱情时唱歌，思乡时唱歌。
此外，他们还在竞技时唱歌，祭祀祖先时唱歌，甚至当母畜不肯奶幼畜时也要唱歌，一直到母畜流着
眼泪去奶自己的幼畜时为止。
生活在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歌唱节日，如壮族的“歌圩”；苗族的“龙船节”；白族的“
绕三灵”、“三月街”；布依族的“赶表”；瑶族的“耍歌堂”；彝族的“火把节”等。
待到节日的一天，人们穿上盛装，成群结队，赶到歌唱场所，尽情地歌唱。
除此而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歌声，如傈僳族，生产有生产调，结婚有结婚调，逃婚有逃
婚调，离别有离别调，过路有过路调，甚至告状也有告状调，长辈还用歌唱来调解纠纷并进行裁决。
      许多少数民族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做父母的必须教会儿女唱歌，儿女会的歌多，唱得好，就意味着
父母教育有方，会得到舆论的好评；反之，如果儿女会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好，就说明做父母的没
有尽到责任，要受到公众的耻笑。
有些民族甚至还将是否善于唱歌作为选择配偶的条件之一。
因此，许多少数民族的孩子到4、5岁便开始学歌，父亲教儿子，母亲教女儿，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
启蒙教育。
有的民族还形成了教授传统民歌的固定教学体制，如侗族，儿童从6、7岁起就在歌班中由歌师教唱民
歌。
歌班按成员年龄分小班、中班、大班和老班，从6、7岁到14岁左右为小班，14岁到18岁为中班，1 8岁
到20岁为大班，20岁以上称老班。
各歌班按年龄的增长逐渐升级。
侗族青少年学歌甚为勤奋，一年四季不论农闲农忙，每天晚上都到歌班向歌师学歌，到17、18岁时，
便能熟练地掌握各种类型的民歌。
⋯⋯书摘1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不仅体裁多样，品种纷繁，而且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不
可替代的风格，这些风格特点构成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音乐文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音乐，除“独创性”、“特殊性”之外，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通常还有“共同性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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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中，既包括着与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不同的因素，又包含着与其他
民族的音乐文化相同的因素。
正是这些“相同的因素”使各民族音乐联系在一起。
所谓“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统一的音乐文化体系，也可以看作是由56个民族音
乐文化单位、由若干层次和范围的音乐文化体系所构成的综合体。
    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特殊性和共同性，乃是一个广泛而重大的课题。
一般认为，音乐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族源、语言、社
会形态、民族交往、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如果某些民族在上述这些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似之处，加之在历史上它们各自的音乐文化之间又长期相
互影响、交流、融合，在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音乐文化组。
    音乐文化组由若干民族组成，是在民间音乐方面有着相似特征的群体。
属于同一音乐文化组的诸民族应该是使用相同的音乐体系；有相同或相近的音乐体裁；有相同或相近
的音乐观；有共同地域或从事相同的经济生产活动；语言同为一个语系，或虽非亲属语言，但组内各
民族人民可操某种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有共同的族源或先民在历史上有过融合，在划分音乐文化组时
，上述六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某些音乐文化组中，还可以划分出音乐文化小组，其划分标准是：构成音乐文化小组的民族除使用
和属于同一音乐文化组的其他民族相同的音乐体系外，还共同使用另一个音乐体系。
    根据上述标准，可将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51个民族划为北方草原、黄土高原、中亚绿洲、西藏高
原、云贵高原、中南丘陵、东南山地和台湾山地八个音乐文化组。
北方草原组中包含有一个阿尔泰天山音乐文化小组。
近几百年从国外迁居我国境内的俄罗斯、朝鲜、塔塔尔、京等四个民族，因为在民间音乐方面与其相
邻的民族相同的特征不多，所以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音乐文化单元，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音乐文化组
。
    用地理区域名称为音乐文化组及小组命名，是因为它们常和地理空间单位相吻合，同时这些名称又
能显示出各音乐文化组在与地理环境相联系的经济生产活动方面的文化背景。
从客观上看，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音乐文化常具有更多共同因素；生活在不同地
域的各民族交往较少，音乐文化具有更多不同因素。
但需强调指出，音乐文化组是依据音乐而不是依据地理因素进行划分的，它和美国民族学家常用的“
文化区”(Cultural Area)我国一些音乐学家说的“色彩区”不是一回事。
在一个音乐文化组的“地盘上”，常会出现另一个音乐文化组的“飞地”。
如新疆北部回族聚居区的音乐文化，属黄土高原组不属北方草原组。
同时，音乐文化组固然与民族有关，但它不是按民族而是按音乐划分的，同一民族不同部分的音乐有
时会属于不同的音乐文化组。
如湖南维吾尔族的音乐不属于中亚绿洲组；东北柯尔克孜族的音乐不属于阿尔泰天山小组。
现对上述八个音乐文化组作一简介：  (一)北方草原组：包括达斡尔、裕固、土、鄂伦春、鄂温克、赫
哲、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及东北三省的满族、云南以外的蒙古族。
属本组的民族都采用中国音乐体系，其中哈萨克族和新疆柯尔克孜族除采用中国音乐体系外，还采用
欧洲音乐体系，故构成阿尔泰天山音乐小组。
    本组民族居住的地区从东到西连成一片，东起乌苏里江畔，西达帕米尔高原，北临中俄、中蒙、中
哈、中吉、中塔国境线，南部东段以松花江为界和汉族地区相连，中段为长城，西段以天山山脉和中
亚绿洲组民族居住区为邻。
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森林茂密，河湖众多，适于放牧及渔猎。
属本组的民族在历史上从事渔猎，后大多转入游牧，目前虽有一些民族转入农业，但渔猎和游牧仍在
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本组中的许多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在族源上分别和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
肃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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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质上看，本组诸民族大都属蒙古人种北支，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中一部分人属于与欧洲人种混
杂而成的南西伯利亚类型。
各民族在历史上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教及其音乐对各民族的音乐观及民间音乐有深远影响。
    属于本组的各民族都有民歌、歌舞和器乐三类体裁。
其中有些民族有本民族的说唱形式，另一些民族则有近似说唱的叙事歌。
除锡伯族和满族外，其他民族无戏曲形式。
    按照传统的分类概念，民歌的体裁一般以节拍、节奏为划分类别的标准，如蒙古族分“长调”、“
短调”；鄂温克族分“长调扎恩达拉尕”、“短调扎恩达拉尕”等。
“长调”为散板或节奏稍自由，“短调”为有板，节奏齐整。
乐器以便于马上携带的、轻便的抱弹乐器、吹奏和拉奏乐器为主，乐曲多为独奏，合奏形式不甚发达
。
民间歌舞以跳乐和踏歌为主，动作多模拟动物或再现人骑在马上的姿态。
鼓舞则常在民间信仰活动一萨满跳神中运用。
    属本组的民族大都把音乐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和沟通信息的行为方式。
尽管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为牲畜唱的奶幼畜歌和催奶歌，因为它不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的工具，故传
统观念不认为它们是音乐。
同时，在萨满跳神和喇嘛教仪式中用的歌曲、舞曲、器乐曲及悼歌，因其沟通的是人与神、人与超人
之间的情感，故也不被看作音乐。
    本组诸民族音乐中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作品多为五声音阶，很少出现五声以外的音，若出现，常构
成综合调式七声音阶。
在三种七声音阶中，常用下徵音阶，很少见到正声音阶和清商音阶。
在五种中国调式中，以羽调式最为多见。
在属阿尔泰天山音乐小组的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民间音乐中，除五声音阶外，还大量使用属于欧洲
调式体系的七声音阶，以自然大小调、混合利底亚和多利亚调式为主。
自然大小调都强调第Ⅵ级音，这样，大调显得较抒情，具有一定的小调色彩，小调又显得较明朗、刚
健，具有一些大调的气质。
本小组民间音乐中采用大调式的旋律，有时用降低第Ⅶ级音的手法强调其第Ⅵ级音，与欧洲古典音乐
中的大调式曲调风格有所不同(例10)。
    旋律线条以抛物线型为主，纯四、五、八度以及八度以上的大跳在旋律中常常出现，它们使曲调出
现大幅度起伏，表现出草原人民强烈骠悍的民族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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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 》序由学校系统施教而有别于传统师徒相授的新型艺术教育，在我国肇始于晚清
的新式学堂。
而进人民国后于1918年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则可视为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轫的标志。
时至1927年于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同年于上海设立国立声乐院，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始初具雏形。
但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发展一直处在艰难跋涉之中。
以蔡元培、萧友梅、林风眠、欧阳予倩、萧长华、戴爱莲等一批先贤仁人，为开创音乐、 美术、戏剧
、戏曲、舞蹈等领域的专业教育，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专业艺术教育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建立我国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将以往音乐、美术、
戏剧专业教育中的大学专科，提高到了大学本科层次。
当时列为中专的戏曲、舞蹈专业教育，也于80年代前后逐一升格为大专或本科。
并且自70年代末起，在高等艺术院校中陆续开始了硕士、博士的研究生学历培养。
迄今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大学本科为基础，前伸附中或中专，后延至研究生学历的完整的专业艺术
教育体系，以及在大陆拥有30所高等艺术院校，123所中等艺术学校的可观的办学规模。
    近一个世纪伴随我国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创立、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与之相应的中西结合、系统科学
的规范性专业艺术教材体系，成了几代艺术教育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我国艺术教育家们为此已进行了辛勤探索，有了极为丰厚的积累，只是尚欠系
统的话，那么在50年代全国编制各艺术专业课程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于1962年全国文科教
材会议之后，国家已有条件部署各项艺术专业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开始付诸实施。
可惜由于接踵而来十年“文革"动乱的破坏，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新时期专业艺术教育的迅猛发展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等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教育部提出的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计划的实施，以及
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教学方案的制订颁发都为高等艺术院校本科教材的系统建设提供了契机
和必要的条件，恰逢此时，部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于1994年发起、酝酿“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教材
编写、出版。
这提议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
1995年文化部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决定把涵盖各艺术门类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编写与出版列
为部专业艺术教材建设的重点，并于1996年率先召开美术卷论证会，成立该分卷编委会；1997年又正
式成立了“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总编委会，以及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各卷的分编委会。
为了保证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组建了出版工作小组。
  在世纪之交编写、出版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是依据文化部1995年颁发的《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本
科专业教学方案》，以专业艺术本科教育为主，兼顾普通艺术教育的系统教材。
在内容上，“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既是本世纪中国专业艺术教育优秀成果的总体展示，又充分考虑到
了培养下一世纪合格艺术人才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拓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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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世纪之交编写、出版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系列之一，是依据文化部1995年颁发的《全国
高等艺术院校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以专业艺术本科教育为主，兼顾普通艺术教育的系统教材。
本教材是经过了长期或至少几轮的教学实践检验，从内容到方法均已被证明行之有效，并且比较稳定
、完善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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