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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竹笛艺术研究》记录了张维良教授在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上下求索、忠诚实践
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作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为今后民族器乐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诸多启迪。
这部著作是笛乐领域里承先启后的历史性接力，也是我们推进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进程中目标明确
的具体行动，必将为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民乐，或国乐、中乐、华乐，乃国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之一。
有呵护则自信，有创新则自豪，有实践则发现，有为人类进步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的理念则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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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竹笛艺术的曲式分析。
早期，竹笛是民间用来合奏的乐器之一，其旋律根植于传统戏曲音乐中。
每一乐种及其乐曲曲牌的形成，都是无数民间艺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昆曲和婺剧中，笛师就是创作旋律的主体之一（地方剧种中演员、琴师、笛师为创作和传承的主体）
。
笛师根据唱腔即兴伴奏昆曲，并用口传心授的方法传承笛乐，如《幽兰逢春》、《二凡》等。
在戏曲、二人台音乐中，竹笛民间艺人用即兴加花、变奏等手法来为声腔伴奏，并将某曲牌的旋律改
编为竹笛独奏曲，如：《五梆子》、《喜相逢》等，这种创作方式至今犹存。
　　从中国民间音乐传承角度看，竹笛乐曲的曲式结构历经三个过程。
初期，吸收民间音乐的养分，其曲式结构多为一部、二部、并列、变奏等。
“起”、“承”、“转”、“合”的结构运用较多，具有代表性的笛曲旋律有：《幽兰逢春》进板的
四个小节乐句。
此曲式结构的笛曲韵味十足，有着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灵气。
“散一慢一中一快一散”结构和许多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乐种结构也支撑着竹笛艺术创作领域。
中期，西洋曲式“A-B-A”结构传人中国，竹笛创作乐曲的曲式结构发生了变化，众多笛曲开始运用
三部曲式结构，并在主旋律前后分别添加引子和尾声，使竹笛音乐结构的完整性有了提升。
中国民间的创作经验与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磨合、碰撞，竹笛乐曲的创作开拓了一条中
、西合并的作曲技术新路，即以传统民间音乐创作手法为根基，以西方浪漫作曲技法为手段。
三部曲式的代表性笛曲有：《深秋叙》、《春潮》等。
目前，很多竹笛乐曲的创作仍然延续“A-B-A”曲式结构。
　　20世纪下半叶至今，作曲家用协奏曲的曲式结构为中国竹笛艺术创作了很多大型协奏曲和现代民
族室内乐作品。
协奏曲有：《愁空山》、《梦幻星岛》、《鹰之恋》等；室内乐作品有：《韶》、《三笑》、《晚春
》等。
部分经典的竹笛协奏曲成为了竹笛艺术发展的里程碑，也暗示着中国竹笛艺术的创作道路将会走向更
宽的领域。
　　第五，地域文化因素影响笛曲风格。
中国竹笛的韵味独特，风格有多个流派之分，而影响这些乐曲风格的原因之一是地域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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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竹笛是华夏文化宝库中的一枝瑰宝，有着九千余年的历史，它是民族器乐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历代文人雅士为竹笛这件美妙的乐器留下了无数赞美的诗篇。
    张维良编著的《竹笛艺术研究》首先将深人民间收集和整理从传统、民间至当代的笛曲，从风格、
技法、演奏以及教学理论和历史文献等方面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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