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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甘南藏族传统音乐》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对甘南藏族自治州音乐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研究
的著作。
其特点是：资料翔实、准确；分析论述较为全面、系统，文字流畅、明晰，融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
。
　　《甘南藏族传统音乐》由上篇、下篇构成。
上篇是对甘南藏族民间音乐的论述，着重分析了甘南藏区的民间歌曲（含：拉伊、勒、格尔、哇劳等
），多彩多姿的民间歌舞（含果卓、朵迪、沙目、尕巴等），天赋神授的史诗说唱（含格萨尔说唱、
白格、善巴等），根植于藏族民间的藏戏音乐，风貌独特的乐器（牛角琴、口弦琴、鹰笛）及其音乐
，下篇是对寺院的法事音乐，僧俗的诵经音乐，羌姆法舞音乐等的论述。
还附录了甘南藏族民间艺术家小传和甘南藏族传统音乐曲谱。
全书从民族音乐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野，将音乐纳入甘南藏族各部落变迁
的历史轨迹及其文化脉络中来考察探析，以图、文、谱相结合的形式，生动、立体地展示甘南藏族传
统音乐的风貌和形态，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甘南藏族民间音乐和藏传佛教音乐的风格、艺术特征
、历史文化成因和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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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生贵，男，藏族，副教授，1963年6月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
系。
现为甘肃省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普通高校音乐联盟理事，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会理事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音乐舞蹈系主任。
主要从事手风琴、合唱与指挥、民族音乐学、音乐教学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荣获教育部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教师科研论文评比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艺术节甘肃赛区
创作一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多次获学校园丁奖、科研成果奖等荣誉称号。
先后在《音乐创作》《文艺争鸣》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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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甘南藏族民间音乐第一章 雪域儿女尽情唱　高原无处不飞歌——丰富的民间歌曲甘南藏族民歌
概述第一节 拉伊——安多藏区的情歌第二节 勒——高原农牧人的酒歌第三节 格尔——欢庆时节的表
演唱第四节 哇唠——藏家人的劳动歌曲第二章 山环水绕舞翩跹移　步换景歌不同——多姿多彩的民
间歌舞第一节 卓——拉卜楞地区藏族民间歌舞第二节 朵迪——舟曲山寨藏族民间歌舞第三节 沙目—
—卓尼藏巴哇人的巴郎鼓舞第四节 尕巴——迭部林区藏族供食节上的歌舞第三章 天赋神授传史诗　
说唱独秀绽奇葩——历史悠久的说唱音乐第一节 格萨尔说唱第二节 白格尔第三节 善巴第四章 藏式生
旦净末丑　歌尽桃花扇底风——根植民间的藏戏音乐第五章 鹰笛横吹口弦醉　牛角琴里听古风——风
貌独特的器乐音乐第一节 牛角琴——黄河首曲的远古遗风第二节 口弦琴——舟曲藏寨姑娘的心声第
三节 鹰笛——材质独特的吹管乐器下篇 甘南藏族宗教音乐第一章 藏乡佛门迎宾曲　仪仗礼乐皇家风
——道得儿礼仪音乐第二章 鼓角齐鸣颂净土　法号庄严佛威扬——寺院的法事音乐第三章 酥油灯前
诵经声　天籁妙音润心田——僧俗的诵经音乐第四章 羌姆神韵西域风　傩面起舞泣鬼神——羌姆法舞
音乐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甘南藏族民间艺术家小传附录二 甘南藏族传统音乐曲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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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拉卜楞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牧区和农区的过渡带。
拉卜楞地区的海拔达2800—4200米左右，境内既有高山雪峰，又有河谷流川，既有高原湖泊，又有草
原牧场，拉卜楞因地形复杂，高原大陆型气候特点比较明显。
农区、牧区以及半农半牧的生产经济兼有。
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生存条件，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高原藏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自娱自
乐的独特的歌舞表达方式，创造出了适合自身环境条件下小规模娱乐的歌舞形式“格尔”。
这是一种且歌且舞、富有表演色彩的歌舞形式，安多藏区有的地方也称“则柔”，即玩耍娱乐之意。
千百年来“格尔”歌舞艺术在拉卜楞地区长期流传，根深叶茂。
拉卜楞地区在建寺前，这里还是“卓”欠发达地区，某种意义上讲，本土歌舞“格尔”便是拉卜楞“
卓”的雏形。
随着拉卜楞寺的建立，“卓”开始在这里慢慢开始流传。
到了四世嘉木样和五世嘉木样时期，是拉卜楞“卓”的繁荣时期。
　　四世嘉木样·噶藏图丹旺秀是一位出色、卓越的艺术家，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拉
隆，这里属于康区中部，位于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交错相杂的地带，处于康区上部“果卓”流行
地和康区下部“果谐”流行地的结合部，“卓”歌舞艺术特别发达，历史悠久，家喻户晓。
他从康区中部来到安多拉卜楞寺，随从上百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播撒“卓”歌舞的种子，“卓”
很快在拉卜楞地区生根、开花，广泛流传开来。
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也是一位才华横溢、钟爱艺术的大活佛，康区理塘人。
他和父兄都喜欢家乡的歌舞，“卓”歌舞在他们的关爱下持续、全面、茁壮成长。
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是“卓”歌舞的传播有了政治社会保障。
这一时期是拉卜楞“卓”的兴盛时期，拉卜楞民间歌舞“卓”的声誉骤增，名蛮甘、青、川藏区，并
成为拉卜楞及周边地区广大藏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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