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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l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规划教材”——一套适应地方本（专）科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使用
的教材将陆续出版。
这既是当前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地方高等学校音乐教材建设的新方
向。
　　本套教材的编写以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指导方
案》、2006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为指南，
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
验稿）》为主要理论依据，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构建了地方高等学校音乐学专业课程教材体
系。
教材编写成员均是长期工作在各门课程教学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坚实的学科背景与丰富的教
学经验，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诸多与地方高等学校教学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了音乐
教育的全面发展性、综合性、创新性、专业性、基础性与适用性，从而达到协助地方高等学校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教育目的。
　　本套教材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更加注重课程内容的整合，重视音乐文化、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
知识的关联；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方法的探讨；更加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联系，重视运用音乐知识指导艺术实践活动方法的研究；更加注重对先进教学方法的运用，
重视对富有个性特点的教学模式的探讨等。
同时，针对现行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关照学科知识体系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内容上注重知识的融合与渗透。
做到在分科的前提下，加强各学科之间的统整与沟通，对于教材中的重复知识和交叉内容进行重点研
讨，使课程内容既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又有合理的代表性。
　　（2）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应用，主动接受当代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把目光放在学科前沿，
时效性强。
努力改变基础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强调“高、精、尖’j的现象，减少过于程式化的内容，
做到既减轻学生的负担，又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使音乐学科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成为一个有
机的文化整体。
　　（3）教材内容做到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以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出发
点，以提高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目的，以音乐学科的审美体系为内在逻辑，保证学生认知结构的完
整性和学习过程的有序性。
　　（4）教材内容加强了实践性环节，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设置既针对学生实际需要，又注重学
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的培养。
教材内容简单、明了、清晰，贴近学生，贴近教学，教材的编撰体现了编写者多年教学活动的成功经
验。
　　（5）教材有计划地增加了中外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中国的民歌、曲艺、戏曲等
艺术形式的内容，以培养学生尊重、热爱本土艺术文化的情感。
　　（6）加强了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实践活动的设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体现在教材体例上
，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能指导学生的艺术实践。
　　（7）教材编写的纵向发展层次与横向发展内容（如知识点、技能点等）有机融合，达到了预设
性目标，并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以促进学生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套教材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选题，是推动我国地方高等学校音乐学教材建设的重大工程，
凝聚了编写组的集体智慧。
对于教材中存在的一些疏漏和不足，我们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使其得以完善。
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对编审人员细致入微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他们为全国地方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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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学术界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传统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宗教音乐一章，并对以往教程很少提及的
伊斯兰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以及其他民间宗教音乐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全书还在各章增加了已列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音声技艺形式，如侗族大歌、木卡姆等。
全书力求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全面性、前沿性，同时注重内容的专业性、实用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统一
。
该书旨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拓宽知识面，精选各民族、各地域、各种体裁形式中具有
代表性的曲目作为教学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和情感体验，从而使
民族音乐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播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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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族音乐、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　　通过上文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作概括的历史性叙述，我
们认识到：中国的民族音乐，正是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并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得到各民
族人民，各阶层人民的加工、改造、筛选、提炼，因而，无论在音乐的题材和形式上，还是在音乐的
音调和风格上，都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
面对形式各异、资源丰富、积蕴深厚的中国民族音乐，中国的音乐学者们积极投身到对音乐的整理与
研究中，并且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一些学者提出的相关概念在学界被广泛运用，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对研
究对象所采取的角度不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界定尚存在一定的分歧。
就目前而言，在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中，通常会涉及到这样几种主要的概念：民族音乐
、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等。
　　什么是民族音乐？
世界上所有民族，无论历史长短，人口多寡，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文化，这些民族所拥有的独特的音乐
文化，就是该民族的民族音乐。
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音乐文化则称之为中国民族音乐。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民族音乐的包容面是很广的。
它既包括汉族音乐，又包括55个少数民族音乐；既包括传统音乐，又包括现代的新音乐；既包括民间
音乐，又包括专业创作的音乐。
具体来说，自古至今的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以及“西乐东渐”以后近现代专业
音乐家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和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通俗音乐都可称之为中国民族音乐。
　　什么是传统音乐？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传统音乐是一个小于民族音乐的概念，它是民族音
乐的一部分；第二，传统音乐是一个与新音乐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传统音乐这一概念是在新音乐
产生之后产生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与理解，学界尚存在分歧，一种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
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
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运用上述方法、形式创造的，具有上述形态的作品。
”换言之，中国传统音乐和新音乐的区别在于形式及风格特征的不同，而不在于创作时间的先后。
另一种认为“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作品，即把清代以前业已形成的音
乐统统划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②，而在此之后所创作的音乐皆为新音乐。
前者是以音乐作品的形态、风格以及所采取的创作技法为原则；后者是以音乐作品形成的时间为准则
。
笔者认为这两种概念的界定所依据的标准虽不同，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融通
，即在界定时如果能同时考虑到时间、风格和创作群体，这样可能会作出相对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现实
存在的认识。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尝试着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作如下界定：中国传统音乐是指20世纪以前业
已形成的中华民族固有的音乐和20世纪以后主要由民间艺人们创作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音乐
。
这里，我们把20世纪以后的传统音乐限定为是民间艺人所创作，一方面是考虑到20世纪以后的专业音
乐家所接受到的音乐教育体系，以及在音乐创作中所采用的音乐技法等主要是西方欧洲的音乐体系，
在“律、调、谱、器”等音乐本体中心方面与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有所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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