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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音乐”一词出现于近现代时期，是和中国“新音乐”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
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属于当代音乐家创作的音乐。
在我国学界，通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或以后所发生的具有传统音乐形态的音乐，划归于传统
音乐的范畴。
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
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
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在它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从律制、音阶、宫调、音乐形态特征、文化传
统到民族思维方式，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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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间歌曲的音乐特征　　（一）音乐织体与演唱形式　　民歌中单声部数量较多，但在壮族
、苗族、侗族、瑶族、畲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当中亦存在二声部或三声部的多声部民歌，汉族某些
劳动号子中也有领、和相迭的多声部织体。
演唱形式主要有独唱、对唱、重唱、齐唱、领和结合等形式，其中以独唱居多。
领、和结合的形式主要出现在号子、田秧山歌以及部分歌舞小调中。
其中有的是徒歌形式（如大部分山歌、号子和小调中的儿歌、摇儿歌、谣曲等）；有的仅有锣鼓等打
击乐器伴奏（如一部分田秧山歌、劳动号子和舞歌）；有的有旋律乐器伴奏（如小调中的时调、歌舞
音乐中的舞歌等）。
　　（二）节拍　　大体有自由节拍和规整节拍两种类型。
前者多见于山歌，后者多见于小调和号子。
此外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初步规整化的节拍，大多见于小调中的谣曲和一部分谣唱性的山歌。
在哈萨克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民歌中，有自由与规整两种节拍的复合形态。
规整节拍中，以2／4、4／4等居多；3／8、3／4、6／8拍和混合复节拍如5／8、7／8以及更多变化的
复杂节拍都可见到。
在某些少数民族民歌中，节拍不仅成为歌种的特征，而且成为该民族民歌的鲜明标志，如朝鲜族、维
吾尔族民歌等。
　　（三）音阶与调式　　民歌最常见的是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五声性的（即以五声为基音）七声
音阶。
有些地区还存在构成本地区民间音乐独特风格色彩的特殊音阶。
如陕西北部和中部有“清角”音和“闰”音（或“变宫”音）构成的七声音阶“苦音”调式；湖南中
部、东部地区有以“微升徵”和“微升商”音装饰的特殊音阶；此外，有些少数民族民歌还有自己独
特的调式音阶。
在汉族民歌中，徵调式最多，宫调式、羽调式和商调式次之，角调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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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音乐普修教程》21世纪普通高校音乐公共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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