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音乐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近代音乐史>>

13位ISBN编号：9787208063778

10位ISBN编号：720806377X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余甲方

页数：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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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音乐史>>

前言

本书的“近代”，是指清末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
当中以中华民国成立分前后两段，分述传统音乐和新兴音乐的历史发展。
传统音乐指民族民间世代相承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音乐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亦
即人类口头与非物质的音乐文化遗产。
本书以传统的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大类民间音乐表演艺术为基础，选择这一时期的部分
音乐品种、民间乐人为例阐述。
同时强调了它们与民俗、宗教、祭祀、仪式音乐和新兴音乐的某种联系。
新兴音乐指中国音乐的“千年一变”，即在中国现代化转折的初期，受西方专业音乐教育和影响的具
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各类音乐事项。
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编写滥觞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时的左翼音乐家出于形势的需要，编出了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
运动史（讲义）。
1949年以后，以此为理念和框架演绎成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长期以来一枝独秀，可以见得出
学科初创的艰辛与稚嫩。
“十年浩劫”后的八十年代对五四传统回归的期待和呼唤，显示出思想解放带来的拨乱反正、突破创
新。
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视野进一步扩大，“重写音乐史”的呼声响起，显示出学科走向成熟
的稳健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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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为“专题史系列”之一。
综合了迄今为止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编纂，作出独到的解释，内容既精练又完备
，包括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轨迹，分上编：传统音乐与下编：新兴音乐。
既回溯了传统视角的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民歌与歌舞音乐，又阐述了新兴音乐包括西洋音乐
的传入我国及我国近代音乐新人的出现、成长及其对音乐思潮、理论、社会的影响；洗练流畅的文字
背后，潜藏了逻辑的、审美的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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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甲方，复旦大学音乐教师。
1949年生于上海。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
先后进修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师从中国音乐史学家夏野教授、冯文慈
教授。
从事上海师范大学的高师音乐专业教育和复旦大学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三十余年。
著有《楚声沿革考略》、《关于普通高校音乐教学的思考》、《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
《插图本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高校校歌》（合著）、《音乐鉴赏教程》（主编）等学术与
教研成果。
现为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专业委员会理事、复旦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音乐教研室主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音乐史>>

书籍目录

上编 传统音乐的嬗变一、清末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0）（一）说唱音乐的兴盛（二）戏
曲音乐的繁衍（三）合奏器乐的繁盛（四）独奏器乐的成熟（五）仪式音乐、宗教音乐的承袭（六）
歌舞音乐与民歌的演进二、民国时期（1911-1949）（一）说唱音乐的衍变（二）戏曲音乐的革新（三
）器乐的嬗变（四）民歌与歌舞音乐的出新下编 新兴音乐的勃兴一、清末民初时期（1840-1919）（一
）西洋音乐的传入（二）留日学生的音乐活动与新型学校音乐教育初始（三）沈心工、曾志志、李叔
同的音乐活动（四）学堂乐歌的内容和意义二、“五四”运动至北伐战争时期（1919-1927）（一）新
音乐社团与近代专业音乐教育初创（二）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三）新音乐理论建设初始的思想碰撞（
四）王光祈的音乐研究与丰子恺的音乐思想（五）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与新兴音乐文化
的创建三、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一）左翼音乐运动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二）聂耳、吕骥、
张曙、任光的音乐创作（三）群众歌曲的创作（四）黄自、青主等人的音乐思想与音乐创作四、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一）抗战初期的群众歌曲创作（二）“鲁艺”音乐教育与新歌剧
《白毛女》（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创作（四）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五）麦新、张寒晖等人的歌
曲创作（六）沦陷区的音乐概貌（七）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音乐教育和歌曲创作（八）沦陷区与国
统区的器乐创作（九）陶行知的音乐美育思想与实践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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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京剧作为此期皮黄腔系统的后起之秀，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堪称皮黄腔系剧种的代表。
京剧的主要声腔西皮、二黄由于调式、骨干音和旋律运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音乐性格的不同。
一般说来，西皮唱腔流畅、明朗，二黄唱腔稳健、凝重。
这两种声腔依仗丰富的板式变化，在表现人物感情，推动剧情发展，展示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方面具有
着极为成熟的表现力。
而在所有皮黄腔系的剧种中，京剧的板式是最为齐全的。
西皮有原板、慢板、快三眼、二六、快板、散板、摇板、滚板、导板、回龙、反西皮和南梆子等；二
黄有原板、慢板、快三眼、散板、摇板、导板、回龙、反二黄和四平调等。
至民初，各地属皮黄系统或含皮黄声腔的剧种已发展至二十多个。
虽都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以相同定弦法的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但风格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实为在传播过程中，因各地方言语音和民间音调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地区的皮黄腔，又因属板式变
奏体的皮黄腔在正调之外还发展出了反调，调式、调性的色彩对比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
另皮黄以外，于清末发展为地方大戏的其他几种声腔，如弦索、梆子、乱弹等亦然，所繁复衍变出的
纷杂剧种和腔调流布覆盖于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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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著内容选自我在高校讲授的中国音乐通史（近代部分）。
虽然是三十余年的教研积累，但离生动地反映历史原生态，使学生了解音乐历史的基本事实这一目的
，总感觉差得远。
这无论可以找出多少种客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主观上的能力和努力不够，只好有待于自己“每
天挖山不止”地学习、提高，来追赶不断发展的教育形势和教学要求。
本著成书时按流行的编年体写法设定框架提纲，借鉴了纪传体写法叙述人物事迹。
不知这种尝试能否使音乐史写得有点声色。
在此，我要告慰我的已故恩师、中国音乐史学家和教育家夏野先生。
当年如果没有先生的指引和鼓励，我怕很难在这条崎岖山路上跋涉到今天。
最后，我要向为本书出版辛劳多年的责任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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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专题史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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