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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史是把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以及与音乐有关联的诸事实进行历性研究、阐述与领会理解的学问
。
音乐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作品、事件、人物和与音乐有关的人类的
各种活动事实的总体，从中进行科学总结和归纳。
音乐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也瞬间即逝，除了有记载的史料外，许多具体的音乐现象是不可能进行
验证的，所以，音乐史的研究有着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特殊性。
　　“中国音乐史”是一门专门阐述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学科，是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和高等师范院
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科课程课之一。
　　《21世纪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材：中国音乐通史概述》是为音乐院校学生学习“中国音乐史”基
础理论课而写的一本通史教材。
作为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它所包罗的范围应当非常广泛。
大家都知道，音乐的历史应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家、乐器、乐律学、音乐文献
、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各民族的音乐历史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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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和《乐记》第二章  中国中古音乐（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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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1840～2000年）第四章  中国近代音乐（1840～1919年）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西洋音乐的传
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第三节  学堂乐歌的作者——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态    第四节  器乐音乐——
丝竹乐    第五节  说唱音乐与京剧的发展第五章  中国现代音乐（1919～1949年）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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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歌（话）、舞剧、秧歌剧和电影音乐    第六节  音乐论著和音乐美学思想第六章  中国当代音乐
（1949～2000年）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节  声乐创作    第四节  器乐创
作    第五节  歌剧、舞剧音乐结束语后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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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中国古代音乐史（远古～1840）　　第一章 中国上古音乐（远古、夏、商、周、春秋、战
国，远古～前221）　　第一节　概述　　中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
的国家之一。
中华民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大致经历了几十万年“原始公社”的生活，经历了原始“母系氏族
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的生活，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和陶土文化等时代。
经过千万个春夏秋冬的运转，千万个春华秋实的循环往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共同生息与繁衍、共同
劳动的同时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也创造了音乐。
　　按照考古学家对历史的划分，原始社会的时间概念应是距今300万年～4000年之间，其历史是相当
漫长的。
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第一件乐器的出现，实际就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为自身生存的同时所创造的审
美物的第一次体现，也是人类把乐器作为善的象征，通过功利主义的行为来达到其自我肯定的目的。
与此同时，美的形式和内容也就随之出现，这也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纵观原始社会音乐的发展历史，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先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创造了音乐的
历史，同时也能从中看到人类从无阶级的野蛮时代逐渐步入有阶级文明时代的历史。
　　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可考的历史，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可追溯到8000年前，甚至更为久远
。
早在原始社会，音乐就已萌发，可以说音乐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并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
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音乐思维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摆脱了“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音乐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人类
的历史，在两个阶级对立中逐渐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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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秉义编著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第3版）》是为音乐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基础理论课而写的
一本通史教材。
作为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它所包罗的范围应当非常广泛。
大家都知道，音乐的历史应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家、乐器、乐律学、音乐文献
、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各民族的音乐历史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多方面。
本教材把重点放到了部分能够代表中国音乐的音乐创作和重要的音乐事件及音乐家及其创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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