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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负责人告诉我，要我为沈阳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百期学术论文集萃》
作序，对此，我深感惶恐，推脱再三，其中也掺着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但他们说，希望找一个能比较客观看问题的人来写，想到以我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和沈阳音乐学院《乐
府新声》特邀副主编的双重身份，也还算“靠谱”，才欣然领命。
    沈阳音乐学院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她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及后来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基础上建立的全国著名音乐学院之一。
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出版过多种民间音乐书谱，对全国的民族音乐建设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音乐学院更焕发了青春。
学报《乐府新声》自1983年2月创刊至今已达百期。
她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彰显出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把学报建设成为东北地区
最重要的高等艺术院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展视窗121和与国内外音乐界进行广泛信息交流的平台。
其理论研究的成果，已涉及到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化
学等）、民族音乐学（史学、戏曲、民歌、民族器乐等）、表演艺术、音乐教育、歌词创作、舞蹈艺
术等各个方面。
为我国的高等音乐艺术教育和学术活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了巩固和加强对这一阶段性的办刊成果的宣传，学报从这100期中精选了115篇文章荟萃成集，真是
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想，这本书至少具有以下方面应该引起读者注意：    首先，这本论文集中，做到了“以我为主”，
即选入的沈阳音乐学院师生文章占61篇，并有一些鲜明的，由东北著名学者撰写的、能深入反映东北
地区音乐教育和东北地区民风民俗的音乐文章，使它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优势和东北地区特色。
如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有“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塑造；劫夫创作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宋（金）、元、
明、清时期中国说唱音乐的艺术形态研究；鄂伦春族萨满音乐考证与研究；东北大鼓音乐的研究与改
革；东北二人转、东北民歌研究以及针对沈阳音乐学院自己创作的大型民族歌剧《苍原》、清唱剧《
遮不住的青山》的创作技法研究等。
同时，学报将百期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论文精选成集，又使它具备了内容集中、信息量大的优势，
从而使文集具有全国性代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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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调思维与技法　张巍 论节奏的定态　罗薇 印度音乐对于简约主义音乐风格的影响　侯太勇 从《
鬼戏》看谭盾创作中的解构与重组⋯⋯民族音乐表演艺术舞蹈艺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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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音乐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点——试就旋律与和声范围论述　　孙振兴　　世界上有成就的、为
人民所喜爱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具有显明的民族风格，所以当代的中国作曲工作者在运用新
的作曲技巧的同时，必然考虑怎样体现民族风格的问题，以使自己所写的作品既具有时代气息，同时
又具有自己本民族的风格。
　　由于今天人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音乐，必然将发生深
刻的变化。
它要求表现远较过去复杂得多的思想感情，音响结构远较过去复杂与不协和，对传统的音响结构逐渐
感到“厌倦”与“不耐烦”，对音乐作品提出更多的新的音响色彩要求，同时在结构上提出更严格的
逻辑要求（或完全放弃逻辑构思）。
这是时代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所谓时代特点正是这种积极探索中反映出来的。
　　我是首先在肯定民族风格与时代特点对音乐创作具有积极意义的前提下来论述这一命题的，而且
我想主要通过旋律与和声这两方面来讨论。
　　一、旋律是民族风格的主要体现者，旋律本身必需发展，　　使之具有时代特点　　音乐作品的
民族风格主要体现在旋律上，其中包括流动明显的非主旋律声部，而和声的民族风格作用往往要弱得
多。
当主旋律不具有民族风格时，和声本身不能建立起民族风格。
当使用一些中国传统的音程结合（纯四、纯五、大二、小七度等）时，能产生一些民族风格性联想外
，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柱式和弦的运用中，和声只表现为色彩风格。
和声风格只产生于专业音乐创作，单旋律是不存在和声风格的，而各民族的原始音乐都是单旋律的。
由于中国漫长的单旋律音乐历史，使中国真正使用和声的历史似乎只在“五四”前后开始，因而有很
多音程与和弦结构，我们中国人使用，而外国人也照样使用。
因此，只要旋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内容的需要情况下，可以用多种手法去处理和声而不影响作
品的民族风格，更谈不上会破坏民族风格。
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原始的民间旋律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与专业音乐创作的要求。
民族的旋律要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与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持渊源的关系。
　　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中，以五声音阶为主。
五声旋律在我国占有特别的地位，六、七声旋律一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它们的基本旋法仍以五声为
基础，所以我觉得必须找出我们旋法的本质的因素，以现代的手法去处理这些因素，以便能广泛地联
系十二个音级，使创作的旋律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又具有时代特点。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期学术论文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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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