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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
市，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
的古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
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
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旱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
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
化的典型特征。
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
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
而稳定的文化传统。
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
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
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
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
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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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全面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考察方法，结
合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工作，对河北传统器乐的历史、艺术特征、分类及民间乐社发展现状等
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
全书条理清晰，内容全面，既有历史视野，又具现实关怀。
    本书可以为从事文艺学、民俗学、音乐学等专业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音乐专
业的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北传统器乐>>

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第一章  中国传统器乐的历史发展和艺术特征  第一节  中国传统器乐的发展简述  第二节  中国
传统音乐的音乐体系的总体特征  第三节  乐器分类法  第四节  中国传统乐种常用的旋律发展手法  第五
节  中国传统器乐曲的标题  第六节  中国传统乐种的曲体结构第二章  河北传统器乐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河北器乐  第二节  秦、汉代时期的河北器乐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北器
乐  第四节  隋唐辽宋时期的河北器乐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河北器乐  第六节  辛亥革命之后的河北器乐
第三章  河北传统器乐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河北传统器乐的祭祀功能  第二节  民间器乐的礼仪功能  第
三节  岁时节日社区活动中的禳灾祈福功能  第四节  河北传统器乐的教育宣传功能第四章  河北传统器
乐与其他传统音乐的联系  第一节  河北传统器乐与民歌的关系  第二节  河北传统器乐与戏曲的联系  第
三节  河北传统器乐与民间歌舞的联系  第四节  河北传统器乐同民间花会的联系第五章  器乐乐种  第一
节  乐种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  中国传统器乐乐种的特征  第三节  乐种的划分第六章  河北传统器乐研究
一瞥  第一节  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为代表的基础性建设  第二节  研究的热点之一
——冀中音乐会的研究  第三节  研究热点之二——巨鹿道教音乐  第四节  其他研究第七章  河北鼓吹乐
概述  第一节  鼓吹乐的界定以及基本概况  第二节  河北鼓吹乐概况  第三节  河北四个区域流派的鼓吹
乐简况第八章  鼓吹乐乐种——冀中音乐会  第一节  河北音乐会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  冀中音乐会的音乐
观念  第三节  音乐会当中“会”的概念  第四节  音乐会的组织和音乐特征第九章  鼓吹乐乐社——屈家
营音乐会  第一节  屈家营音乐会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二节  林中树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节  艺术特征  
第四节  屈家营音乐会的传承  第五节  屈家营音乐会的保护第十章  军卢村音乐会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
文化背景  第二节  乐队的乐器、编制及演奏形式  第三节  曲目及功用  第四节  传承谱系  第五节  资金投
入情况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第十一章  迁民庄音乐会  第一节  文化背景——徐水县概况  第二节  跃进吹歌
会的诞生背景  第三节  迁民村音乐会的历史  第四节  新时期迁民庄音乐会的功能第十二章  圈头村音乐
会  第一节  安新县概况  第二节  音乐会的组织  第三节  音乐会的功能与村民信仰  第四节  安新县圈头村
音乐会给我们的启示第十三章  后屯村古音乐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和文化功
能  第三节  传承与保护第十四章  抚宁鼓吹乐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和文化功能  第三
节  传承与发展第十五章  唐山花吹第十六章  永年吹歌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和文
化功能  第三节  传承与发展第十七章  子位吹歌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和文化功能  第
三节  濒危状况第十八章  河北吹打乐  第一节  吹打乐概况  第二节  河北吹打乐概况第十九章  河北丝竹
乐  第一节  丝竹乐概况  第二节  河北丝竹乐概况第二十章  河北锣鼓乐  第一节  河北锣鼓乐概况  第二节
 河北的几种主要锣鼓乐及其艺术特点第二十一章  宗教器乐总论第二十二章  道教音乐概况第二十三章 
河北巨鹿道教音乐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第二十四章  张庄音乐会  第一节  历史简况
和艺术特征  第二节  传承与保护第二十五章  小冯村古音乐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
特征及文化功能  第三节  传承与保护第二十六章  中国佛教音乐的概况  第一节  中国佛教概况  第二节  
佛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佛教音乐概况第二十七章  南响口村音乐会  第一
节  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二节  乐队编制及演奏形式  第三节  音乐会演奏的场合及功能  第四节  曲目
及音乐特征  第五节  传承与保护第二十八章  涞水县高洛古乐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  艺术特征
和文化功能  第三节  传承与保护第二十九章  任丘辛安庄音乐会简介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
二节  乐队的乐器、编制及演奏形式  第三节  音乐会的曲谱和曲目  第四节  音乐会的作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北传统器乐>>

章节摘录

　　河北省位于我国南温带和中温带大陆东岸，面海背陆，冀北、冀西山地耸峙于西北部，河北平原
分布在东南方。
受地理位置和地貌的影响，河北省气候四季分明，其突出特点是季风现象显著。
冬季时，我国大陆在蒙古高压控制之下，受这一高压的影响，河北省上空盛行西北方向的气流，这就
是冬季季风，它表现的特点是风速大而干冷，为时持久。
夏季时，印度低压笼罩我国大陆，河北省气压也降至全年最低季节，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一步
加强，海上来的夏季风频频入境。
春秋为过渡季节，气候也具有过渡色彩，但来也匆忙，为时短暂。
受季风环流的控制和其他天气形势的影响，河北省气候的具体表现是：冬日寒冷少雪，春日干燥，风
沙盛行，夏日炎热多雨，秋日晴朗，冷暖适中。
2.雄浑深厚的河北文化底蕴河北省因位于黄河下游以北而得名，部分地区古属冀州，所以简称“冀”
，因春秋时期河北省北部属于燕国，南部属于赵国，故又被称作燕赵大地。
河北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就在河北由征战到融合，开创了中华文明史
。
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地属燕国和赵国，故有“燕赵”之称。
汉代，河北被正式命为“幽”、“冀”等州。
三国时期河北成了各诸侯王国逐鹿中原，争夺地盘的主要战场。
宋代，河北成为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辽金两国交兵的战场，有霸州和永清境内的宋辽古战道和定州塔
。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河北成为京师的畿辅之地。
到了清代承德成了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近代和现代，燕赵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抒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反资本主义
为内容的革命史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北传统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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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