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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调民歌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社会性的传统音乐形式。
它并不是单一歌种，而是内部包括着许多类别。
诸如：牧歌、情歌、赞歌、颂歌、训诫歌、宴歌、祝酒歌、思乡曲、婚礼歌、“潮尔”合唱等，丰富
多彩，琳琅满目，形成一套完整的长调歌曲系列。
长调民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经过千百年的流传，通过蒙古族人民的不断加工，日益完善，代表着蒙
古族草原音乐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堪称是蒙古族民歌艺术的高峰。
《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介绍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美学内涵、调式、保护、传承机制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长调民歌的产生与发展一、长调民歌是草原游牧生活的必然产物二、长调民歌是
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长调艺术的发展繁荣第二节 长调民歌的分
布状况一、内蒙古草原是我国长调民歌分布的中心区域二、长调民歌分布的不平衡性第二章 古代北方
游牧民族的草原牧歌第一节 匈奴牧歌第二节 鲜卑牧歌第三节 敕勒牧歌第四节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草原
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和弘扬者第三章 长调民歌的体裁分类（上）第一节 草原牧歌第二节 情 歌第三
节 思乡曲一、武士思乡曲二、妇女思乡曲第四节 酒歌一、酒文化与酒歌二、酒歌的文化內涵第四章 
长调民歌的体裁分类（中）第五节 颂歌一、歌颂蒙古族历史人物的颂歌二、歌颂活佛高僧的颂歌第六
节 赞歌一、赞颂名山大川的赞歌二、赞颂家乡草原的赞歌三、赞颂寺庙古刹的赞歌第七节 训诫歌第
五章 长调民歌的体裁分类（下）第八节 婚礼歌一、求婚歌二、婚礼车队三、迎宾曲四、祝酒歌五、
欢乐歌舞六、报恩歌七、“沙恩图宴歌”八、母女对歌第六章 长调民歌的美学内涵第一节 长调民歌
的音乐审美类型一、抒情的极致，心灵的自由二、长调民歌的音乐审美类型⋯⋯第七章 长调民歌的节
奏形态第八章 长调民歌的音调与旋法特征第九章 长调民歌的结构特征（上）第十章 长调民歌的结构
特征（下）第十一章 长调民歌的调式第十二章 长调民歌的演唱艺术第十三章 长调民歌的地区风格（
上）第十四章 长调民歌的地区风格（下）第十五章 长调民歌的传承机制第十六章 长调民歌的保护与
弘扬内蒙古长调艺术小词典民间长调歌手采访录长调民歌谱例索引内蒙古长调民歌参考曲目目录蒙古
文对照歌词长调民歌光碟（CD）目录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

章节摘录

　　长调民歌是在马背上产生的，它的演唱方法自然也离不开马背，表现出美学上的统一性。
对于蒙古人说来，无论是歌手还是牧民，都是在马背上歌唱的。
因此，蒙古族长调大师哈扎布认为，蒙古族年轻一代长调歌手，不能只在教室和舞台上歌唱。
应该和前辈歌手一样，必须回到草原牧场上去，骑着骏马自由驰骋，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歌唱长调民
歌12000年秋，我到锡林浩特市采访哈扎布，曾问过他：“哈老师，您究竟在马背上唱歌舒服，还是舞
台上唱歌舒服？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在马上唱舒服！
你要知道，马步本身就是音乐！
”呵，“马步本身就是音乐”，这句至理名言，深刻地表达出草原生态美学的特殊内涵。
　　哈扎布解释说，当自己骑着骏马，在草原上歌唱长调民歌时，往往根据歌曲内容的需要，音乐本
身的特点，事先调整好马步的速度和节奏。
只有这样，马步才能和歌曲相吻合，变成歌唱的助力，甚至和长调民歌融为一体，形成不可分割的艺
术整体。
我想，“马步本身就是音乐”这样深亥精辟的见解，只有像哈扎布老人那样，长期在草原上生活，马
背上歌唱的人才能说得出来。
作为一名长调歌手，如果终年生活在喧嚣的大都市，不投入草原的怀抱，不体验游牧生活，不在马背
上歌唱，势必会产生情感的退化、审美的流失。
长此以往，势必断送自己的艺术生命！
　　骏马是蒙古人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
作为“马背民族”，蒙古人生来与骏马结下不解之缘，草原生活是须臾不能离开骏马的。
与此有关，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高度发达的“马文化”。
例如，蒙古人将自己心爱的二弦乐器，用精美的马头来装饰，命名为马头琴。
而马头琴不过是器乐化了的长调歌曲。
马头琴和长调民歌相结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其独特风格已远远超出器乐范围，成为蒙古族整个
草原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鲜明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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