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菊花丛书（共10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山菊花丛书（共10册）>>

13位ISBN编号：9787104020172

10位ISBN编号：7104020179

出版时间：2005

出版时间：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马春生，李红梅 编

页数：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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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菊花丛书（共10册）>>

内容概要

　　《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从科研课题确立后，课题组的全体成员都感到了肩上的重担与压力，一
直处于既兴奋又紧张的状态中。
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此选题颇具挑战性。
从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大多还是处于收集整理阶段，而学术理论研究的阐述只有少量文章，对于学术
研究创新的渴望点燃了这个年轻学术队伍的热情。
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担心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不济，对二人台的了解不足，面对杂乱无序、错综复杂
的原始资料和文献理不出头绪，从而怕事与愿违，愧对了这个良好的颇具学术价值的科研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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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继2004年蒙陕晋冀四省区二人台大赛以来，内蒙古与呼和浩特市的二人台协会相继成立；内蒙古大学
艺术学院设立二人台艺术专业并开始招生；邢野主编的《二人台艺术通典》出版发行；2006年夏天，
《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首发面世，该专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具有前瞻性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内蒙古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开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蒙古族长调民歌”已开始启动。

相形之下，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民间传统音乐艺术却受到长期忽视和冷落。
殊不知，该地区的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民间文化遗产不仅很有特色，而且具有着非凡价值。

二人台艺术，是蒙汉民族在长期休戚与共的生活中共同浇灌的艺术之花，在近代百余年的草原文明建
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匹斯堡大学一位教授惊异地感叹:“世界历史上，只听说过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战争，从没
听说过两个不同的民族竟共同创造出一种音乐文化。
不同民族友好相处到如此融洽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二人台应该是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学科都值得研究的一种特异文化现象
。

二、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性
课题组借鉴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把《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放
在阴山山脉、河套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的大文化背景中，放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宗教文化
的对比交融之中，放到“西路口”整体文化生成过程之中，对二人台文化艺术进行全方位、多维度、
多层次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揭示其生成发展、历史进程、发展形态、思想内容、风格特色、美学
特征。
这种高起点、宽视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二人台艺术研究中前所未有。

“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北
方民族文化史》)，“阴山音乐文化”课题及其《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的主要学术价值，正在于此。

三、资料翔实，论证周密
本专著中“言他人之未言”、“补前人之不足”的独特新颖之处几乎俯拾皆是。
关于“二人台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共生文化，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完美结合”的立论与论证
；关于“坐腔”形式的由来和“蒙古曲”的产生以及二人台“继承了早期游牧民族‘风搅雪’(即一首
歌的前后乐句，分别由蒙汉语歌词相间出现的一种形式的俗称)”的论述等，很有新意和光彩。
该专著还从美学的高度和多维视角，对二人台艺术从整体上进行了哲学性的概括总结和提炼，关于二
人台原生态文化特征、“多元并存”(歌曲、说唱、歌舞表演、民间小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体裁特征
、多元的美学品格特征、现实主义的突出审美特征、二人台审美意识与立美、审美活动，以及关于二
人台“是具有再现艺术基础上的表现性艺术”、“二人台开放吸纳的态度是许多大型戏曲所不具备的
”、“部分二人台主要注重音乐的发展，其音乐性远远超出了文学性”⋯⋯等诸多观点与论述，尤为
引人入胜和具有学术性。
四、初步建立包头市民族音乐学队伍课题组的策划组织者——音乐学院院长马春生副教授、副院长李
红梅副教授，带领课题组知难而上。
他们解放思想，求贤拜师，边学边干。
请来把毕生年华献给阴山河套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卓有成就的音乐学家赵星为导师，课题组进行
大量田野调查，挖掘收集并梳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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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拜名家征求意见，反复研究不断修改，终于在3年时间内预期完成任务，包头市年轻的民族
音乐学队伍得到锻炼，日渐崛起。

既然属于开创性研究专著，尚有不足之处，如个别立论，虽然观点新颖鲜明，但明显论证不够；有些
观点尚有待商榷；由于是集体分工性研究，某些内容有些重复或比重失衡等，但瑕不掩瑜，在所难免
，不影响这本专著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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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一序二序三上编 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第一章 二人台本记初考第一节 二人台的生成与发展一、
二人台生成、发展与社会经济背景二、二人台生成、发展与地理文化背景三、二人台生成的几个阶段
第二节 二人台的基本特点与风格特征一、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二、二人台的音乐三、二人台的唱词和语
言第二章 二人台的形态特征第一节 二人台的文学形式一、二人台剧本的演变二、二人台剧本的唱词
字数结构三、二人台剧本的句式段落结构四、二人台剧本的题材五、二人台剧本的体裁六、二人台剧
本的语言形式第二节 二人台的音乐形式一、二人台的唱法二、二人台的唱腔三、二人台音乐牌子曲四
、二人台音乐的旋法特点五、二人台音乐的曲式第三节 二人台的舞台表演一、演出形式二、舞蹈形式
三、扮装四、道具第四节 二人台音乐的伴奏乐器一、传统伴奏乐器二、吸收到二人台乐队中的其它乐
器第三章 二人台的民族、民俗、宗教特征第一节 二人台的地域性民族音乐特色一、华夏传统音乐文
化对二人台的影响（一）二人台体现了早期歌舞的表演形式（二）&ldquo;赛社演剧&rdquo;习俗对二
二人台的影响（三）二人台对传统宫调理论的继承二、游牧文化对二人台音乐风格的影响（一）沿袭
早期游牧民族牧歌的结构形式（二）继承了早期游牧民族&ldquo;风搅雪&rdquo;的演唱形式（三）蒙
古族游牧文化对二人台的影响三、二人台的地域性语言特色（一）晋、陕方言中固有的韵辙使用形式
（二）&ldquo;人声字&rdquo;的使用与&ldquo;对字&rdquo;创腔（三）&ldquo;儿&rdquo;化音的运用（
四）蒙、汉语的结合及&ldquo;风搅雪&rdquo;形式的运用（五）&ldquo;方言俚语&rdquo;的运用（六）
叠字的运用四、二人台的地域性特色比较（一）二人台的剧目（二）二人台的唱腔（三）二人台的伴
奏乐器（四）二人台的角色与道具第二节 二人台的民俗与宗教特征一、生活与艺术的双重复合二、原
生态文化三、二人台的宗教特点第四章 二人台的审美特征第一节 二人台的体裁特征一、二人台的体
裁特征（一）以戏剧体诗创造形象的主导原则（二）以音乐创造形象的主导原则（三）以舞蹈创造形
象的主导原则（四）以叙事诗创造形象的主导原则二、二人台的审美（一）二人台的审美特征（二）
二人台的美学品格&rdquo;第二节 二人台存在方式的美学研究一、二人台的存在方式及三要素（一）
二人台的行为存在（二）二人台的形态存在（三）二人台的意识的存在二、二人台行为、形态、意识
的关系（一）行为与形态的关系（二）意识与形态的关系第三节 二人台审美意识与立美、审美活动一
、二人台的审美意识二、二人台审美意识与立美、审美活动（一）审美意识与二人台音乐创作（二）
审美意识与二人台表演（三）审美意识与二人台音乐传播第四节 二人台的审美风格一、二人台中的交
融（一）二人台中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二）二人台中多宗教文化的交融二、二人台音乐中的交融（一
）二人台与汉族民歌的关系（二）二人台与蒙古族民歌的关系三、二人台音乐中的审美风格第五章 二
人台的传承与发展第一节 二人台的传承一、二人台的传承（一）二人台解放前的传承（二）二人台解
放后的传承二、二人台的传承与传播类型（一）二人台的社会传承与传播（二）二人台的班社传承与
传播（三）二人台的专业传承与传播（四）二人台教育传承与传播第二节 二人台的发展与展望一、横
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统二、程式性与即兴性的统一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下编 二人台音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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