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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团队集体编写，可作为各专业音乐院校及高
师音乐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使用。
内容包括汉族民歌与民间歌舞、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中国民族器乐、少数民族民歌与歌舞五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分为概述、作品选介和阅读、思考与练习三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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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汉族民歌与民间歌舞音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作品选介 第三节 阅读、思考与练习 第二章说唱
音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作品选介 第三节 阅读、思考与练习 第三章戏曲音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作品
选介 第三节 阅读、思考与练习 第四章中国民族器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作品选介 第三节 阅读、思考
与练习 第五章少数民族民歌与歌舞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作品选介 第三节 阅读、思考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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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某个角度来看，程式并不是戏曲独有，只不过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称谓不同罢了
。
比如：话剧结构中的“三一律”和舞台演出方法中的“四堵墙”；芭蕾舞中的足尖直立和旋转、托举
；中国画中的皴法和描法；书法中的藏锋和中锋等等，无一不是程式。
不过，由于各种艺术形式所运用的物质材料、艺术手法、艺术语言、民族风格等均有差异，所以其程
式化的程度也不同，有的较明显、有的较隐蔽；或者说有的程式化程度较高，有的则较低。
无论明与隐、高与低，都是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只是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手法不同而已。
其中都贯穿着体验与想象、摹形与取神、象形与象征、再现与表现等多种艺术方法和技术手法相互交
织、辩证统一的精神，渗透着艺术家把握生活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意识的关照，具有抽象和具象相结合
的特点。
说明了程式是戏曲表现形式的材料，也可以说是这些材料艺术的重复。
 程式制约着戏曲音乐的各个部门和环节，无论唱腔、曲牌、锣鼓点还是旋法、结构、创作方法等，均
充分体现着程式的功能和作用。
戏曲不能像话剧、舞剧那样随心所欲地选材、提炼主题、创作新曲等，而必须在本剧种传统唱腔的基
础上进行创作。
如果是曲牌体制的剧种，还需要遵循平仄、句数、格式、组接方式等等；如果是板腔体制的剧种，则
还需遵照板式的连接规律等等。
再如打击乐的使用，几乎都是完整而严谨的组合，已经相当稳定成熟，所有的戏都离不开那些原有的
固定格局。
曲牌的使用亦如此，它只是把几种常用的曲牌，按照环境气氛、不同人物的上下场、尾声等情况分作
专曲使用。
所有这些都是戏曲音乐创作的依据，不允许全新的结构、全新的旋律、全新的手法，这正是戏曲音乐
的传统特征所在。
 （2）程式性表现 戏曲程式性特点渗透到其艺术表现手段的方方面面，从舞台设置到道具、服饰，从
剧本文学到音乐创作等，无不显现出程式性特征。
 第一，从剧本创作看，主要角色上场都要先打引子、念定场诗，然后自报家门、自述身世等。
 第二，从表演方面看，各种身段与动作都表现特定的寓意和用途。
如“吹须”表示生气，“抖袖”表示不满，以及生行、旦行在其各自行当内部因年龄或身份不同，在
表达同一情绪或动作时的不同表现方式与手段。
 第三，从音乐方面看，各种曲调与板式都有一定的严谨格律、使用方式、连接手法等等。
什么情绪下用什么腔都有一定的规矩，如悲哀时用“反调”，哭时用“哭头”、“大悲调”、“哭迷
子”等，抒情时用“慢板”，叙事时用“二六”、“二八”、“原板”等，曲牌与板式的具体衔接都
各自拥有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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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音乐基础》是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团队成员均为中国音
乐学院一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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