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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通过远程音乐教育网络，把最新的、科学的、体系化的教学内
容与方法，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全国的各个地区，促进全国音乐教育的民主化（即普及化，
特别关注边远地区）、终身化（具有高度灵活性，不受校园教育的地域、时间、年龄限制）、多样化
（面向社会音乐文化领域中多层次人才的知识需求）、个性化（创造精神与实际能力的提倡与培养）
、国际化（目前的跨地域教育，为以后跨国域教育创造条件）建设，使中央音乐学院在我国音乐教育
事业的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创造性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音乐教育在国际音乐教育领域中
的地位，为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多声部民歌以其悠久的历史，与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集体生活的最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优美生动
和形态各异的艺术形式及其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因
此必然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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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祖荫，1940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农村。
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而热爱音乐。
1952年9月—1955年7月在浙江余姚中学接受了张斌老师的启蒙音乐教育，学习二胡与作曲，并开始在
音乐刊物上发表歌曲作品。
1955年9月—1956年7月在余姚任小学音乐教师。
1956年9月—1964年8月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与本科先后随陆钦信、沙汉昆、陈铭志、王云阶、黎英海
等教授学习作曲。
1964年9月转至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并于次年毕业。
之后，一直在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1983年—1996年，先后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教务处处长、副院长、院长等职。
1996年之后专任《中国音乐》主编。
1998年—1999年曾兼任作曲系主任。
现为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
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等书目的全国特约编审。
1956年以来，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与音乐研究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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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序前言第一讲  概述  一、多声部民歌的发现与分布  二、多声部民歌的定义
与基本特征第二讲  多声部民歌的产生与发展  一、多声部民歌的萌芽——原始人的“大混唱”  二、多
声部民歌的形成与发展第三讲  多声部民歌的流传与消亡  一、多声部民歌的流传  二、多声部民歌的消
亡第四讲  多声部民歌的题材、体裁以及与其他民间音乐的联系  一、多声部民歌的题材内容  二、多声
部民歌的体裁形式  三、多声部民歌与其他民间音乐的联系第五讲  汉藏语系壮侗语诸民族的多声部民
歌  一、壮族多声部民歌  二、布依族多声部民歌  三、傣族多声部民歌  四、侗族多声部民歌  五、仫佬
族多声部民歌  六、毛南族多声部民歌第六讲  汉藏语系藏缅语诸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一）  一、彝族多
声部民歌  二、哈尼族多声部民歌  三、傈僳族多声部民歌  四、纳西族多声部民歌  五、拉祜族多声部
民歌  六、基诺族多声部民歌第七讲  汉藏语系藏缅语诸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二）  一、羌族多声部民歌
 二、藏族多声部民歌  三、景颇族多声部民歌  四、白族多声部民歌  五、怒族多声部民歌  六、土家族
多声部民歌第八讲  汉藏语系苗瑶语诸民族的多声部民歌  一、苗族多声部民歌  二、畲族多声部民歌  
三、瑶族多声部民歌第九讲  南亚语系与南岛语系诸民族的多声部民歌  一、佤族多声部民歌  二、德昂
族多声部民歌  三、布朗族多声部民歌  四、高山族多声部民歌第十讲  阿尔泰语系与印欧语系诸民族多
声部民歌  一、蒙古族多声部民歌  二、朝鲜族多声部民歌  三、俄罗斯族多声部民歌第十一讲  多声部
民歌的演唱形式与演唱方法  一、演唱形式  二、演唱方法第十二讲  多声部民歌的旋律形态与声部构成
 一、旋律形态  二、声部构成第十三讲  多声部民歌的节拍、节奏形式  一、多声部民歌的节拍类型  二
、节奏、节拍的复合第十四讲  多声部民歌的调式与调性  一、调式类别  二、调式的交替与重叠  三、
调的转换与重叠第十五讲  多声部民歌的织体形式  一、接应型织体  二、支声型织体  三、主调型织体  
四、复调型织体第十六讲  多声部民歌的和声特点  一、和声材料  二、和声运动的逻辑与和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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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花歌　　居住在湖南省的侗族，其所唱的民歌，在风格和结构等方面与贵州、广西的侗族
民歌有较大差别。
其中以多声部形式出现的，仅流行于通道县自称为“本地人”的侗族群众之中。
　　当地把多声部民歌统称之为“花歌”。
歌词的内容较为广泛，多为日常生活的借景抒发。
歌词为七言四句体，但因衬词较多，有时一个段落的篇幅较大。
演唱形式一般为同声重唱（高音部一人，低音部一至二人）。
二声部之间除了因衬词不同而在节奏上稍有差别之外，大多为相同节奏。
　　根据歌中所应用的主要衬词和结构的不同，“花歌”可分为“喉路”与“嘎哨一两种。
　　“喉路”。
是以歌中多次出现这个衬词而得名的。
歌词结构多为四句一段，有的为六句一段；采用五声商调式，低音部多数以“羽宫商”三音列构成，
其中的宫音偏高，有一定的导音倾向；全曲以第一句歌词的音乐材料为核心，以后每句歌词的音乐均
由这个材料的变体构成（引子的材料也来源于此）。
二声部之间较少齐唱，而多构成各种和声音程，其中以五度音程最富特色。
　　“嘎哨”与“喉路”有不少共同之处，如运用很多衬词，其中也有“喉路”二字，不过不如“喉
路”类中那么普遍；歌词也多为四句一段；两个声部之间的关系及和声音程等也相仿。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开始时没有单独的引子段落，而以第一句歇词的音乐为核心，以后三句歌
词的音乐都是第一句的变体；所用的调式则为五声宫调式（低音部由羽、宫、商、角四音列组成）。
例18为“嘎哨”（谱例上方用数字标明不同的结构部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