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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优势
，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
乐声像行为，以及上海城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域中的音乐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建立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
者专家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
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扎实且
具有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
　　　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上海风格的吴语，而本书中所注明的一些歌曲唱词的发音也是依此用字母标
注。
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效在最后一章作了总结性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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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20年前中国东部地方戏种的兴起　　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特征　　中国戏曲通常被认为
是源自于古代宗教仪式中那些穿戴服饰面具的表演者（如巫师）所做的祭祀性表演。
早在古时，音乐和戏曲的元素就已经结合出现在众多娱乐活动中，例如木偶戏、说书、杂技和舞蹈。
这些与音乐及戏曲相关的艺术形式据悉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论及今日的戏曲形式，则不需
将其根源追溯至那么遥远。
宋代（960—1279）的史料中已经出现了有关戏曲表演及音乐伴唱的记载，更有元朝（1271～1368）时
期配有音乐注释的剧本被完好地保留下来。
　　杂剧，通常由一个主角及多位配角联合进行表演。
杂剧在形成之初有着严谨的结构，不同的唱腔有着自己固有的曲调形式。
到了元朝末期，这些约束逐渐被摒弃，某一唱腔的调式，其他人物唱腔同样可以运用。
其器乐伴奏多半包括板、鼓、锣和竹笛，后来又附加了三弦和四弦的琵琶。
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当时采用了某些曲牌名，但并不具体表现实际的乐谱。
从这些曲牌在不同剧目中的反复出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戏实则共享着同样的曲源，而且这一重要
特征一直沿至今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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