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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音乐基础教程》是讲述我国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知识的一门课程。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我国传统音乐有个基本的了解，并掌握一些有关我国传统音乐的知识和理论。
那么什么是“传统音乐”呢？
“传统音乐”是小于“民族音乐”的概念，它是“民族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类别。
那么什么又是“民族音乐”呢？
我国的“民族音乐”是包容面很广的概念和范畴，“它既包括汉族音乐，又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既包
括传统音乐，也包括现代音乐；既包括民间音乐，也包括专业创作的音乐。
也就是说，凡是由中国人创作出来的，符合中国音乐总体风格的音乐作品，都算是中国民族音乐。
”传统音乐是与现代音乐相对而言的，它是指过去的，我国历代积累和流传下来的，不包括我国现代
音乐在内的音乐。
它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四大类。
也有的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包括世俗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祭祀音乐四大类的。
至于我国传统音乐有关时间的界定，不能限定得太死板，要视其内容的具体情况而定。
什么是“民间音乐”呢？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类别，是小于传统音乐的概念。
具体地说“民间音乐”是与专业创作音乐相对而言的，它是平民百姓表现生活和思想感情及愿望，口
头创作、口头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形式或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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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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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汉族民歌　　汉族民歌是与少数民族民歌相对而言的。
汉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最大的民族，其民歌的挖掘最早、流传最普遍。
因此，汉族民歌的数量最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民歌。
现按体裁分类法把汉族民歌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种，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节号子　　一
、什么是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也简称“号子”。
它是产生于劳动并伴随体力劳动（主要是协作性较强的集体劳动）所演唱的_种最朴实的民歌体裁。
由于地区不同对它的称呼也不一样，有的地方称“号子”，有的地方称“哨子”（如四川成都、自贡
等地）。
又由于地区不同对唱号子的习惯说法也不一致，如有的说“吆号子”，有的说“喊号子”，还有的说
成“叫号子”或“打号子”等等。
　　二、号子的功能　　因为号子是伴随体力劳动演唱并直接服务于劳动的歌唱形式，所以它在劳动
生活中的地位很重要，在生产劳动中有重大的作用。
具体说，它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方面的功能。
两者比较，号子的实用功能更为突出。
　　所谓实用性功能，是说号子在生产劳动中，对劳动有着明显的实际使用价值。
在劳动中，尤其是在协作性较强的集体劳动中，不唱号子干起活来就没精神，不唱号子劲就使不到一
块，甚至会出现事故或难以完成任务。
具体说号子的实用性功用就是：在劳动中它有指导劳动、组织劳动的作用，它可以统一劳动节奏、鼓
舞劳动情绪，振奋精神，减轻疲劳而达到加速劳动进程，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
另外，号子还有在劳动过程中传授生产劳动知识和历史、生活等知识的作用。
如湖南的《打硪歌》等。
　　所谓表现性功用，是说号子对劳动者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等具有重要的艺术表现价值。
由于号子是产生于劳动并伴随劳动所唱的歌，所以它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体现了劳动的情
景和劳动情绪，真实、朴素地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
和决心。
如《川江船夫号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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