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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有志向的中国青年音乐家，走向群众，走向民间，他们
背上简单的行囊，带着纸和笔（许多人到60年代才开始用上笨重的磁带录音机），走向祖国边境的少
数民族地区。
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深入到边疆的村村寨寨。
从北方的戈壁绿洲、内蒙草原、海兰江畔，到南方的云贵高原、雪域西藏、海南五指山上，处处都留
下了这些拓荒者的足迹。
就像是地质探矿者一样，他们在边疆各地采访调查，尽力挖掘那些深藏在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的纯朴
美好的音乐，用笔和心记录下一个个音符。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们--本书的作者群，就是这个集体中的成员。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同胞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亲密如同兄弟姊妹。
当我们在民族地区工作时，经常能够得到人们无私的帮助和照顾，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兄弟民族淳朴的
性格和亲切友好的感情。
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留存了许许多多永远难忘的人和事。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是十分幸运的音乐工作者。
在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祖国大地上，各民族的祖先为我们创造和保存了多么丰富而动人的音乐！
每一个音乐拓荒者在田野工作中常常会对此情不自禁地发出内心的感叹。
经过多年工作积累，我们有了一个愿望，就是把全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采集、研究成果集中起来，
比较全面地奉献给全中国和全世界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读者。
于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筹划并实施此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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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分全面介绍和论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
音乐三大类）的大型专著。
每个民族独立成章，集中论述该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传统音乐的源流、类别、形态特征=音乐与
生活的关系等内容。
各章皆附有多首典型的音乐谱例，正文之后的5佧附录分别介绍了未定族属的克木人、僜人、夏尔巴
人、芒人、控格人等族群的传统音乐。
    本书是中国众多民族音乐家的集体成果，全书内容都建立在深入田野考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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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间音乐　　1．民间歌曲　　民歌是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
它具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品种形式多样的特点。
民歌是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而广泛的口头传唱所形成的集体创作，它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人民的生活，
集中地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情感、性格、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
少数民族民歌歌词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反映社会生活、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恋爱婚姻、故事传说、
娱乐消遣等各个侧面的民歌，几乎涉及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民歌的体裁形式和题材内容互有差异，对少数民族的民歌进行分类时，往往需要兼
顾体裁与题材两个方面。
如果仅仅考虑某一方面，必将在分类时遭遇困难。
根据过去的工作经验，不同民族民歌的分类方式往往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例如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歌，大多可以分为山歌、情歌、劳动歌、叙事歌、习俗歌、儿歌和属
于原始信仰的巫师调（或称祭祀歌、宗教歌）等几类。
除了以上几类民歌之外，有些民族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独特的民歌，例如孤儿歌、奴隶歌、猎歌等。
在民歌分类的下一个层次中，各个民族民歌的类别差异更多一些，例如在习俗歌类中既可能包含一些
民族所共有的内容，如婚丧习俗的歌曲等，也可能包含一些特殊的民歌类别，例如藏族的“达谐”（
箭歌）、“谐莫”（猜情对歌）、送别歌，佤族的拉木鼓歌、猎人头歌等等，这些都是其他民族所没
有的歌类。
类似这种情况，不同民族的劳动歌也有不少不同的内容。
例如藏族的“阿嘎谐”（打阿嘎歌，即打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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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中国众多民族音乐学家们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在深入的田野工作
的基础上，经广泛采集，细心研究，反复考证，方才诞生的心血结晶。
该书共分56章，其中在概论一章中从多方面综合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在其后55章中分别
介绍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背景，并尽可能详尽的论述了各民族传统音乐的类别与
其基本音乐特征。
最后还附有5个附录，其中介绍了未被人们注意的五个未定族属的较小族群的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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