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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论学科，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
方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倡导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
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个体或群体
）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
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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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对象和范围　　本书拟定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将世界诸民族的传统音乐，作为体现学科对
象和范围的基本内容，这是要表示出它已不是早前所说的和苏联音乐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研究
某一民族的民间音乐；也不是早前西方音乐学家所说的那样，将“我民族的音乐”排除在外，仅仅去
研究“他民族的音乐”。
　　至于什么是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这里需要做出特别的说明：　　所谓“传统音乐”，即某
一民族在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体现该民族音乐文化基本特征、基本面貌和历
史传统的音乐。
它既可能是民间音乐，也可能是民间音乐之外其他类型的音乐。
就中国各民族现存音乐的状况而论，中国的传统音乐或称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就是所有五十六个民
族在固有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留存。
　　当然，某些外来音乐及其形式，倘若它在某个民族的某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中，逐渐被该
民族的传统文化消化、吸收和融合，并发展成为一种体现该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音乐及形式，那么，
就应当说它已属于该民族的传统音乐范畴。
　　由于每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都有它自身更为具体和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所以民族音乐学在这一
对象和范围内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研究课题，则是相当自由和多样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
又由于民族音乐学定义所含“性质规定”内容，体现出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理论及方法对本学科的
渗透和参与，因而“性质规定”又在学科内部产生影响，使其“对象和范围”又体现出某些可能有侧
重的选择。
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不少民族音乐学家在自身的研究实践中，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更多
、更集中地投向非自我民族的自然民族（在中国，表现为经济文化发展迟缓且水平较低的某些边疆地
区少数民族群体）的音乐以及发达民族（在中国，表现为汉族和某些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且水平较高的
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即所谓“他民族的音乐”，应当看做是一种顺理成章、无可
指责的具体理论指向和具体实践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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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论学科，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
。
《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是作者（伍国栋）根据自身长时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体会，充分的表现
出自己长期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所获得的深刻认识和独立见解，本书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和同时代学者
研究材料进行借鉴、吸收和梳理的同时，力求在学科基本理论框架中表现出二者的结合和一定的中国
传统音乐特色。
本书适合音乐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为民族音乐的爱好者自学提供参考资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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