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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2024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资料 

1．《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考研相关资料 

（1）《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相关资料 

（1）《中国古代音乐史》[笔记+提纲]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3. 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国古代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4. 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

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

细答案解析。青岛掌б心博阅ヌ电子书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

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6．《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相关资料 

（1）《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复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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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7．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8．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

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

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 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

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二、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9．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三、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10．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初试参考书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四、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青岛掌к心博阅╕电子书 

音乐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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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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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备考信息 

 

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音乐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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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远古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音乐起源于劳动 

考点：对音乐起源的各科唯心主义解释的批判 

考点：传说中的远古音乐 

考点：原始时代的乐器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概况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远在五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居住在祖国的大地上。他

们不断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已经懂得用人工钻木取火。到了五万年前，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

过着猎兽、捕鱼的生活。到了六七千年以前，人们用的工具是经过磨制的新石器。他们已学会了用火烧土，

制成精美的陶器。他们用弓箭射击远处的鸟兽。他们学会了播种谷物，起初是为了要喂养牲畜，后来渐渐

把它视为可靠和经常的生活资料来源。远古的音乐直接和这样的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有着充分的实际作

用。 

【核心笔记】音乐的起源 

音乐是起源于劳动。中国原始社会音乐的发展,可以充分说明这一论点。 

 

1.音乐起源于劳动 

首先，如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七劳动发展了我们人猿祖先的双手和其他机体;社会性的

劳动发展了他们喉部、口部的器官，从"劳动过程中”并且“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了语言;劳动与语言两

者又成为促使脑髓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劳动的进行、语言的产生.人脑的发达，为音乐艺术的产生准

备了条件。 

其次，劳动也创造了音乐艺术。劳动实践本身，给予音乐以内容。劳动的动作和呼声，给予音乐与舞

蹈以节奏和音调。而社会生产斗争的需要，则成为人类创造音乐艺术的基本动力。 

 

2.对音乐起源的各科唯心主义解释的批判 

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音乐与劳动的关系就复杂起来，再不象原始时代那样地直接而明确。阶级

社会中影响音乐艺术的发展及其性质的，除劳动生产之外，有阶级斗争以及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宗教、

道德、哲学等等。 

无论将音乐的起源归之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归之于某种心理的活动，归之于某种自然环境的触发，或

归之某些个人的智慧，虽然有些说法,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它们往往以片面代替全面，以推

想代替事实，多少免不了是唯心的或是形而上学的。 

 

3.传说中的远古音乐 

（1）关于原给史料的问题 

于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史料还很少。除了有限数量的文化实物以外，还有一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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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记录的神话和传说。我们知道，今天所能见到的实物只能代表非常有限的古代实物的一些局部，而每件

实物，则在它和生活中间的具体运用久已失掉了联系的时候，便很难据以说明很多的东西。而神话传说，

则到了后世阶级社会中才逐渐被记录下来。因而有些地方已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精神。 

（2）原始音乐的內容 

①关于劳动生产的 

关于劳动生产的。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弹歌，，其歌词为：断竹，纹竹这一原始简单的歌词，说明

古代人们是用竹制的弓，发出泥制的弹丸以追打动物。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他们所追打的究竟是鸟类还是兽

类，但无论如何，他们却已说明了他们所追打的是一种可供食用的"肉”。这首歌内容所暗示的时期，最早

不超过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期的高级阶段 

②关于水旱的。 

远古人们,为了争取生存，经常需要和洪水作斗争。但在战胜了洪水之后，他们就特别的欢喜、快乐。

他们要进行庆祝。他们创作乐舞，以歌颂他们里面在与洪水战斗中有着杰出表现的英雄。《大夏》或《夏

籥》就是歌颂禹的成功的一个乐舞 

③关于战爭的。在舜当氏族长的时候，禹和其他许多氏族对苗人进行了三十天的战争，没有得到结果;

后来收兵回到自己的氏族中间,用盾牌和羽毛（干羽）作为导具,进行了七十天的舞蹈。 

④关于宗教的。 

原始人们往往对作为自己全民族标志的"图腾”进行崇拜。传说中的黄帝氏族是以云为图腾的。它的乐

舞，叫做云门就是一种崇拜图腾的乐舞。 

（3）原给音乐的形式 

这时期的音乐，是在诗、歌，舞三者的密切结合中间存在的。我国古代记栽上京和舞不分的情况以及

“乐舞"、"歌舞"等语汇的形成，便是由此而来。 

这时候的音乐是比较简单的。从它和原始集体劳动.集体跳舞等的密切结合看来，可以推知，节奏是它

的基本因素。但音高，音色也已得到相当的注意。从所用有些乐器看来，当时已出现了音阶观念的萌芽; 

（4）原始音乐的性质与特点 

从上引的传说看来，可见原始音乐是社会实践的反映，是全体氏族公社成员集体创作的产物;其目的在

于为整个公社服务;在于传授生产经验和斗争知识，在于组织全体公社成员，同心同德，对自然界或氏族敌

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从古人对斗争胜利的歌颂，又可以想见他们的乐观精神。原始音乐艺术，是与当时人

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密切联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用幻

想的方式，去理解巫术、宗教为达到他们物质愿望的手段。因之，原始音乐艺术常与巫术、宗教等相结合。 

 

4.原始时代的乐器 

（1）乐器的种类 

①鼓、土鼓——传说伊耆氏有土制的鼓，是用草扎成的鼓槌敲击的又说，夏后氏有一种鼓是有足的。 

②磬、离磬——磬是一种石制的击乐器，在远古的时期，也曾被称为“石"和“鸣球” 

③钟——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钟。 

④苓、铃——甘肃临洲寺洼山出土陶铃。 

⑤管——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现在被称为“骨哨”的一器，可能是古代的管。 

⑥此外，传说中间,也曾提到叢鼓、祝、散等击乐器。 

关于这一时期是否已有琴、瑟等弦乐器，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明确说明的地步。这里存在着这样

的矛盾，我们有着不少关于琴、瑟等弦乐器的传说，可是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的、甚至文字学或塔言学的证

明。郑重一些,我们目前还只能暂取存疑的态度。 

（2）关于乐卷发展情况的推测 

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中，击乐器占主要地位，基本上还没有多大发展。但是从击乐器和吹乐器来看,已经

可以看出，原始乐器已在遵循着一定的途径发展，就是由不定型到定型，由种类很少到种类增多，由不定

音到固定音，由个别的单音到有一定高低关系的多音的音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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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夏、商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由夏启到商末，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奴隶制 

考点：从残存的诗歌看当时人民的生活 

考点：汉民族和四周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考点：乐器和乐律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概况 

1.由夏启到商末，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奴隶制 

在传说中尧、舜、禹的时候，氏族公社已处于发展的晚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有

了剩余的生产品。 

夏朝亡后是商朝。商朝时候，主要生产事业是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也已经发展。青铜器的冶炼和铸

造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时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分开。商王向祖先问卜，祈求保佑。他们以为自己的行动是执行祖

先的意志。 

随着奴隶制度的建立，阶级斗争就在我国社会中开始,而音乐也就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

已有两种不同的、对立的.相互敌对的音乐文化出现。 

 

2.从残存的诗歌看当时人民的生活 

《易经〉和《尚书》中记载着奴隶社会时期的一些诗歌。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 

（1）从诗歌中都能看出人民生活的哪些方面 

①婚姻制度 

②战争情节 

③奴隶生活 

④人民对统治者的咒胃 

⑤神权统治 

⑥専理武功与威慑人民 

⑦奴隶圭阶级的音乐享乐 

 

3.汉民族和四周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虽然汉民族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从很早时期开始,就已有

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越到后来，越加频繁。这样，在中国就引起了少数民族彼此

之间，和他们与汉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而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也就含有少数民族的

许多贡献。 

 

4.乐器和乐律 

（1）商代的乐器 

①鼓：1935 年在河南安阳殷墓中出土木腔的蟒皮鼓一面； 

虽然鼓的本身已经腐朽，但从留下来的痕迹，仍可以分辨出来。 

②嚴：卜辞中有脣字;郭沫若说，"疑本革鼓之类/从字形看，这可能就是"錢”字。 

③铃：商朝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很多铜铃，但还不能确定其为乐器。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5 页 共 429 页 

④编磬：几个磬组成一套编磬。 

⑤钟：商朝的钟,是后世的钟的前身。那时候，钟的形制和奏法，还是在变异之中,还没有一致的规定。 

⑥编钟：出土的商朝编钟，常是三个成一组。下面是两套商朝编钟的测定音高。 

⑦缶：缶在古代一方面是用以盛饮料的陶器用具，另一方面也用作击乐器。卜辞中作由。 

⑧顷：塌是陶土制成的一种吹奏乐器。河南辉县琉璃阁区殷代暮葬中出土陶崩三个，一大二小。 

⑨侖：卜辞中作詳，辭，象编管吹奏乐器之形，可能是后来排策的前身。 

⑩言：吉在古代,是大策的名称。。卜辞中有言字，作呂。 

⑪客：郭沫若认为是一种单管的吹奏乐器。 

⑫飾：卜辞中作箕、料、鞋、容、孵,也象编管吹奏乐器,是后来小笙的前身。 

（2）商代的乐 

商朝的各种定音的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巳经能说明三个问题： 

①各种乐器间共同的音，如*c、*f、*a 等，说明商人已有绝对音高的观念。 

②以两、三个音为骨干的乐器，其间纯四度，大、小三度，大二度等音程的突出,显示出商人经过了长

期的音乐实践，已能根据对于音的审美感觉，从高低音的无限变异中，选择和强调利用其中特别有着谐和

关系的几个一一换言之，原始音阶的体系，已在初步形成中。 

③半音音程，已经出现，已经具有发明十二律学说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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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新发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新民歌的发展 

考点：说唱音乐的发展 

考点：戏曲音乐的发展 

考点：民族器乐的发展 

 

考研核心笔记 

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统治像征的雅乐，由于恪守古制而严重脱离群众和现实

生活。这些音乐除了用于封建统治者的祭祀典礼外，在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已基本丧失实际影响和意义了。 

各种被封建统治者所歧视和压制的民间俗乐，正是由于来自民间和源于人民的生活，它们无论在题材

内容还是在体裁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愈来愈丰富多彩。同时，这些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还深深影响了我

国的宗教音乐，如道教，佛教等音乐中就广泛吸收了丝竹、吹打、昆曲、皮黄、道情、民间小调等。 

到了清代中叶后，封建社会逐步解体，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城市茶园、剧场的逐步建立，以及交通运输的逐渐发达等，民间音乐艺术在这一时期又得到了比以往更

为迅速的发展。例如，我国的地方戏曲已逐步形成了昆曲、高腔、梆子、皮黄四大声腔系统的三百多种大、

小不同的剧种；说唱音乐方面则已有单弦、大鼓、评弹、道情、琴书、牌子曲等上百种不同的曲种；民族

器乐方面除了古琴、琵琶、笛、箫、筝等乐器的独奏和重奏外，各地还迅速发展了各有特色的、不同组合

的器乐合奏乐种。（青岛掌心博阅电书） 

【核心笔记】新民歌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衰落和城市经济的逐步发展，出现了一批批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

相连的各种各样的新民歌。特别是在贯穿这个历史阶段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以及太平天

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少生动地反映这个时代和当时群众生活的新民歌。有反映农民

痛苦生活的民歌，如河北民歌《种大烟》；有反映在官僚买办的压迫剥削下，工人的苦难生活和迫切要求

解放愿望的新民歌，如河北民歌《矿工苦》；有些民歌则热情歌颂了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

情，如山东民歌《洪秀全起义》。 

当时绝大部分新民歌都是根据各地群众熟悉的曲调加以改编的。它们直接产生于人民群众的斗争生

活，长期流传于民间，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出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

的强烈愿望，它们是生动记载当时历史现实的宝贵文化遗产。 

【核心笔记】说唱音乐的发展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我国广大城乡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说唱音乐大体上都陆续成熟成型了。这时期说

唱音乐方面得到较高发展的新曲种可以山东大鼓、京韵大鼓和苏州弱词为代表。 

山东大鼓：山东鼓是北方各种大鼓中较早进入城市、较早成熟成型的曲种之一。它对后来的山东琴书、

河南坠子、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曲种的发展都有影响。 

京韵大鼓：原来流行于河北河间地区的木板大鼓与平津一带的清音子弟书合流而形成的“怯大鼓”，开

始流传到平津一带，后来又结合北京方言的特点，并吸收了京剧等戏曲艺术在唱腔和表演方面的经验，增

加了三弦、四胡等器乐伴奏而逐渐形成。在京韵大鼓的形成过程中，以白云鹏和刘宝全做出的贡献最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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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别是刘宝全，他对京韵大鼓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和创造。 

苏州弹词：苏洲弹词原来已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末清初已形成名艺人辈出的局面，积累了像《白蛇传》、

《玉蜻蜒》、《描金凤》等著名的传统曲目。 

在乾、嘉年间，弹词名艺人陈遇乾曾对上述弹词曲本进行了整理、改编，并且首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

风格流派，即所谓“陈调”。他的唱腔苍劲、浑厚、简朴，并跟当时的昆曲、苏滩比较接近。 

在嘉、道年间，另一位弹词名艺人俞秀山，通过说唱《倭袍》等曲目，创立了委婉抒情、悠缓细腻的

新腔，即所谓的“俞调”。陈调和俞调成为近代苏州弹词中影响最大的两大派之一。为后来的苏州弹词奠定

了基础。 

到咸丰年间，马如飞又通过说唱《珍珠塔》等曲目，发展了节奏明快、刚劲有力和朴实爽朗的，适合

于叙事的新腔，即所谓的“马调”，也即近代苏州弹词中另一个影响最大的流派。自此以后，弹词的各种流

派基本上都是以“俞”“马”两调作为基础加以发展的。 

【核心笔记】戏曲音乐的发展 

清朝中叶（乾、嘉年间）以来曾先后在北京上层盛极一时的昆曲、高腔，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而逐渐

走向衰落，而流传各地的地方剧种则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当时流传各地的较大的地方剧种已有徽剧、汉

剧、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粤剧、川剧、闽剧、滇剧、湘剧和赣剧等。但是，这一时期戏曲发展中

取得成就最显著、影响最突出的是京剧的形成的发展。 

京剧的起源 

京剧是以徽剧、汉剧作为基础的一种“皮黄戏”。在乾隆后期，“三庆”班最先进京，随后“四喜”、“春台”、

“和春”各班也相继进京，形成了所谓“四大徽班”进京的新局面。“四大徽班”进京的初期，并没有立即为当

时的封建统治阶段所特别重视，他们的演出当时也还保留着与昆曲、梆子、高腔等各种声腔并存的特点。

但初期的“徽班”剧目已开始注意取材于市民所熟悉和喜爱的《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历

史故事，他们还编演了一些像《打渔杀家》、《宇宙锋》等具有一定反封建意识的新剧目。显然，这些具

有一定斗争性的历史剧目比原来在北京盛行的昆曲、秦腔等戏曲的传统剧目，要更接近人民的生活和更符

合时代的要求。同时，唱词比较通俗易懂，唱腔比较朴实、高亢、爽朗，这些也易于为城市一般民众所接

受。这些“徽班”艺人善于大胆的革新和创造，逐渐使一种富于时代特色的皮黄戏——京剧，得以在声腔、

程式、剧目、行当以及场面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提高，一跃而成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全国必的大

剧种。 

京剧的发展与名艺人 

在京剧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许多具有相当艺术造诣的著名演员。咸丰、同治年间的程长庚（1812-1862）、

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刘赶三等，他们对近代京剧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到光绪年间，谭鑫培在综

合程、余各派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神骨清隽、抒婉自如、韵味清醇的老生新腔，他的唱腔后来直成

为京剧老生唱腔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同治、光绪时期以来，京剧剧坛上还有不少著名演员，著名老生杨小楼、刘鸿声、王凤卿；著名旦角

时小福、田际云、王瑶卿等；著名小生有徐蝶仙、王楞仙、朱素云等。他们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前

辈京剧演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伴奏乐队（即“场面”），并对乐队做了大胆的改革，逐渐形成了管、弦、

打击乐并重的乐队编制。那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琴师和鼓师，如梅雨田、孙佐臣、刘兆奎等。 

清末京剧演员汪笑侬由于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腐败的不满，以自己丰富的文学修养，做了传统剧目的整

理加工以及新剧本的编写工作，从剧本中抒发他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感，并或直接地、或含少射影地抨击当

时清廷的腐败统治。他在演唱上则综合孙、汪各派的成果，根据自己嗓音特点另创新腔，表现出他那种满

腔忧愤、慷慨高歌的特点。汪笑侬对京剧的改革，给后来“海派”的发展发直接影响。 

戏曲改良运动与梅兰芳 

清末民初，随着西洋话剧的传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文明戏（当时也称之为“新剧”）在各大城

市迅速兴起。“文明戏”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所谓“戏曲改良运动”。 

在上海以潘月樵和“夏氏兄弟”为主，继汪笑侬后，通过编演《潘烈士投海》、《黑努吁天录》等中

外题材的“时事新戏”，以及在唱腔、表演、舞台布景等方面的大胆改革，创立了所谓“海派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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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人也进行了排演“古装新戏”和“时装新戏”的尝试。尤其是梅兰芳以自己杰出

的艺术表演，成功地突破了原来京剧理旦角中青衣与花旦的严格区分和一些陈规，实现了王瑶卿等前辈艺

人提出称之为“花衫”表演的新风格，实现了青衣与花旦两种角色逐渐统一的改革主张，并创造了许多以

旦角为主的“古装新戏”。梅兰芳的革新与创造，对后来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戏曲改良运动曾促进了戏曲艺术同当时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时，在戏曲的表演方面，以及在舞台装置、

布景、服装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核心笔记】民族器乐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广大城乡人民的音乐生活中日渐活跃起来的民族器乐合奏形式，主要有河北的“吹歌”，

山东、山西等地的“鼓吹”，华中的“八音”，江浙一带的“吹打”、“丝竹”和“锣鼓”。涌现了许多

传统的器乐合奏优秀曲目，如《放驴》、《河北吹歌》、《百鸟朝凤》、《三六》、《行街》（江南丝竹）

等。 

在器乐独奏方面这时期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如，古琴方面有张孔山、王冷泉、王宾鲁、王

露等。琵琶方面有鞠士林、陈子敬、沈浩初等，他们对保存和发展古琴、琵琶等传统遗产方面，做了不少

有益的工作。1864 年张鹤琴编了《琴学入门》；1868 年秦维翰编了《焦庵琴谱》、1876 年唐铭彝编了《天

闻阁琴谱》、1911 年杨宗稷编了《琴学丛书》。（青岛掌心博阅电书）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天津、济南、无锡等城市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民族器乐演奏（包括一些昆曲清唱）

的乐社。如，无锡的天韵社、上海的文明雅集、钧天集、清平集等，以及济南的德音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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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西洋音乐的传入与新音乐的萌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 

考点：学堂乐歌的内容与形式 

考点：学堂乐歌的主要骨干与成就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基督教音乐与新军乐 

1.基督教音乐与新军乐 

2.新军乐 

【核心笔记】学堂乐歌的发展 

1.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 

（1）产生：时间、原因 

（2）发展：3 个阶段 

 

2.学堂乐歌的内容与形式 

（1）内容：清末民初社会变革、进步的思潮。 

（2）形式：选曲（日本歌调、欧美歌调）填词为主的创作。 

 

3.学堂乐歌的主要骨干与成就 

（1）沈心工：《竹马》、《黄河》，创作特点。 

（2）李叔同：《祖国歌》、《春游》 

，创作特点。 

（3）曾志忞：乐歌教材、乐队。 

【核心笔记】早期军歌 

1.清末新军军歌 

2.国民革命军军歌《国民革命歌》（即-北伐军歌） 

3.各地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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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远古（约前 21 世纪以前）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远古时期的考古音乐资料 

考点：历史传说中的远古时期音乐 

考点：关于中国音乐的起源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远古时期的考古音乐资料 

（1）陶埙 

陶坝是一种用陶土制作的圆形或橄榄形等形状的吹奏乐器。 

①半坡陶眼 

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属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距今约有六千年。在这个遗址发现两个

橄榄形的陶埙，一个是无音孔塌；一个是一音孔埙。（豆丁㈄华研а电子书） 

②河姆渡陶埙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约六千年至七千年之间。在这个遗址发现一个椭圆

形的无音孔陶堤。河姆渡位于长江下游，研究者认为其文化当属于古代的百越文化。 

③山西万荣荆村陶埙 

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山西万荣县荆村出土的三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埙。一个是管形状的无音孔塌；一

个是椭圆形的一音孔埙；一个是呈球形的二音孔埙。 

④山西太原义井村陶埙 

山西省太原市郊义井村出土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二音孔埙，也能吹出三个音（谱 1-3）：谱 1-3 

 

此外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北辛文化（距今约六千年）一音孔埙；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姜

寨二期二音孔埙；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二音孔埙；浙江杭州老和山遗址出土良渚文

化早期无音孔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采集中原龙山文化二音孔埙；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庙底沟文化二

期一音孔埙等。这些陶埙形制相异，按音孔数不一，出现在不同地域和分属不同的考古文化类型，反映出

这是一件古代先民普遍使用的古乐器。 

（2）骨哨 

骨哨是一种用动物肢骨制成的哨子。早先在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骨哨，骨哨表面

磨光，中空，近一端有一个瓜子形的小孔。考古学家认为它属于青莲岗文化时期或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

并认为它很可能是一种乐器 o 后来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大批骨哨，长约 6 至 10 厘米不等，中空，

器身略有弧度，在凸孤的一侧开有一至三个孔，孔的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其中有一个骨哨，出土时内腔

插有一根细肢骨，近似现代儿童玩具竹哨。部分骨哨出土后，仍能吹出简单的音高，与鸟鸣声相似，有的

学者认为，这样的骨哨是先民们用来发出鸟鸣声诱捕飞禽的，吹管乐器的产生与此有关系。除此，在河南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40 页 共 429 页 

长葛县石固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也发现管侧有一个孔的骨哨。 

（3）骨笛 

1987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里，发现了 25 支（其中 2 支为半成品）用猛

禽翅骨制作的骨笛。根据碳 14 测定及树轮校正，它们距今约 7800-9000 年。这批骨笛形制统一，制作规范。

长约 20 多厘米，直径约 1 厘米，上下开管，管侧开有 5～8 个音孔，有的骨笛上面还留有设计音孔位置的

刀痕标记 o 

经研究，这批骨笛和河南当地佛教音乐乐器“竹筹”的构造原理、吹奏方法相同。吹奏方法是：斜持，

直吹，顶端吹口与嘴保持一定的倾斜度；吹奏时大部分气流进入管内，在管内一侧形成气体震荡而发声，

少部分气流溢出管外。 

类似骨笛这样的乐器，在贾湖附近的河南汝州市中山寨（也属裴李岗文化）也出土了八千年前已残破

的十孔骨笛。2001 年在对贾湖遗址第七次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骨笛。这些考古资料充分说明，在距今

7800-9000 年之间，骨笛是河南贾湖先民生活中相当普遍的乐器。 

（4）陶钟 

陶钟是用陶土制作的钟。陕西长安县龙山文化遗址中有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钟，体形长方，中空，

柄实。考古学家认为原始钟、铎最初是由竹、木制成，后来用陶制作，然后再发展到用青铜制作。 

（5）陶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继在甘肃、山东、山西发现一些陶鼓。甘肃庄浪县出土陶鼓为长筒体；甘肃

永登乐山坪出土陶鼓一端为长筒形，另一端为喇叭形，两端都有耳环，又显系为穿绳带所设，演奏时当可

把它背在身上。 

山东大汶口文化陶鼓的鼓身下端是封口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鼓，鼓底也是封口的。 

（6）陶角 

陶角，是用陶土制作的吹奏乐器，近二十几年来在考古中也有不少发现。陕西华县井家堡出土的陶角

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山东东莒县陵阳河出土有大汶口文化的陶角，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龙山文化层堆集中出土了陶角。 

此外，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制的铃。甘肃庆阳野林寺沟马

家窑文化，江苏常州戚墅堰坪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三期、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湖北宜昌中堡岛屈家岭文化遗

址等地出土了形制各不相同的“陶响器”（或称摇响器、响球）。陶响器空心，内置数枚小石子，晃动时可

发出铃一般的响声。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历史记载能证明陶铃和陶响器是古代乐器，但不能排除它

们在远古先民唱歌跳舞时的使用。 

（7）原始乐舞图 

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花纹的彩陶盆，据考古学研究，这是新石

器时代晚期的器物，并属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五千年）。这件彩陶盆内壁的花纹由三组原始

乐舞图形组成。每组图形是五个人手挽手地舞蹈；舞者头上有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身背后拖一小尾巴（可

能是扮演鸟兽的装饰）；每组之间又用花纹隔开。图案构思精巧，线条简洁，人物舞姿栩栩如生，生动地

反映了原始先民们的乐舞场面。 

另外，在我国的云南、广西、贵州、内蒙古、新疆等地也发现不少绘有乐舞的古老岩画。以上这些考

古音乐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了明确的音高、音阶观念，并能制作骨笛、陶

垠、陶钟、陶角等乐器，还创造出反映自己生活的乐舞。 

 

【核心笔记】历史传说中的远古时期音乐 

（1）朱襄氏 

《吕氏春秋•古乐》 

（2）葛天氏 

《吕氏春秋•古乐》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

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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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极》。” 

（3）昔陶唐 

《吕氏春秋•古乐》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阕而滞著，

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4）伊耆氏 

《礼记•郊特牲》 

（5）伏羲氏 

《世本•作篇》 

（6）女娲 

《世本•作篇》 

（7）神农氏 

《世本•作篇》 

（8）黄帝 

《世本•作篇》 

《吕氏春秋•古乐》 

（9）少昊 

《世本•作篇》 

（10）颛顼 

《吕氏春秋•古乐》曰 

（11）喾 

《吕氏春秋•古乐》 

（12）尧 

《吕氏春秋•古乐》 

（13）舜 

《尚书•舜典》 

（14）禹 

《吕氏春秋•古乐》 

《吕氏春秋•音初》 

 

【核心笔记】关于中国音乐的起源 

（1）中国音乐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经萌芽 

贾湖骨笛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乐器，其时间上限已位于新石器时期的初期。贾湖骨笛早期的两

支，一支四声音阶，一支五声音阶；两支骨笛的调高是纯五度的关系。这已经充分显示出贾湖先民音乐实

践水平的成熟。 

虽然说音乐产生和发展有地域的差别，音乐的传承也会有起有落，甚至出现断层；然而，贾湖骨笛的

绝对年代的判断和测音数据已经证明，至少在九千年前中国音乐已经萌芽。根据实践的经验来判断，从音

乐的萌芽发展四、五声音阶的音乐形态，再发展到制作成熟的骨笛乐器，这中间又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历史过程。 

（2）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前述的音乐历史传说，虽然不能一一肯定，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早期音乐生活中人与自然、社会的

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表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葛天氏之乐的《奋五谷》，

反映了先民们的生产劳动；伊耆氏的《蜡辞》表现了他们的原始宗教意识；涂山氏女之妾唱的《候人》歌

则是一首古老的情歌。 

我们还可以看到，自然社会的各种现象、人类生产劳动方式对于音乐的创造具有不可忽略的启迪意义。 

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反映出人类生活的多方面内容，同时也说明音乐起源的外部动力来自于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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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方面。 

（3）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具有多民族的特点 

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华夏民族本身是在历史上融合了许多民族而发展形成的。中

国音乐从产生起也是如此，上述的考古音乐文物和历史传说都能说明这样一个特点。 

河南贾湖骨笛在考古文化上属于裴李冈文化，西安半坡的陶埙属于仰韶文化；河姆渡陶埙属于古代百

越文化，山东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埙属于大汶口文化，青海大通县出土的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等等。

这些不同的考古文化类型表明这些古代先民生活习俗的不同，意保着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部落。《吕氏春

秋•音初》里，著者以四个历史音乐的传说来阐述古代最初产生的东、南、西、北音。这些传说未必确实，

但这段记载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地域广大，四方风情相异；地域之别引起音乐上的差异早以为古人所察。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历史学界有的学者曾对大量的历史传说进行研究后提出，中国古代的民族最初

是三个大集团：一是东夷集团，地域以今山东省为中心，首领是伏羲；二是苗蛮集团，位于古代中国广阔

的南方疆域，首领是伏羲、女娲；三是华夏集团，地处古代的黄河流域，首领是炎帝和黄帝。80 年代以来，

随着考古挖掘的发现，对史前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看法。有的学者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提出了“六大区”及

相关的“系”和“类型”从时间上看，又要远远早过于前述的“三集团”时期。这为了解中国音乐起源的多地域、

多民族现象奠定了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以目前音乐考古所见，其中“四大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

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均有乐器出土，而且这种现象又可以延

续到夏、甚至更后。中国音乐起源的多地域、多民族现象已为考古发现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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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辅导课件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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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复习提纲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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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 

 

中国古代音乐史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秦王破阵乐》 

【答案】《秦王破阵乐》是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描写唐太宗李世民征服叛将刘武周的故事。

传说《秦王破阵乐》是李世民制图，使乐官教艺伎依图而舞。曲调用的是旧军歌《破阵乐》，由吕才排练

而成。 

 

2． 法曲 

【答案】法曲又叫法乐，最早见于东晋《法显传》，因用于佛教法会而得名。隋时的法曲，可能源于

佛教法会中的仪式音乐。唐时，因它与道曲相结合，又被纳入宫廷，所以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歌舞俗乐。

该音乐形式专门在梨园中演出，因它的音乐及其音乐结构均来自民间，所以一方面与相和歌、清商曲有直

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受西域音乐因素的影响。其音乐清雅，常用伴奏乐器有铙、钹、钟、磐、幢箫、琵

琶等（《新唐书。礼乐志》）。唐代重要的法曲是《霓裳羽衣曲》。它的结构分为三大部分，即：（1）

散序（六段）（2）中序、拍序、歌头（十八段）；（3）破或舞遍（十二段）。法曲这一音乐形式在中唐

后渐衰。 

 

3． 《碣石调.幽兰》 

【答案】这份乐谱是通用文字记录左手按弦位置，右手如何弹奏来记录音乐的，这种记谱法是减字谱

的前身，它属于“指位谱”体系的乐谱，是今存最早的文字谱作品。减字谱隋唐时期出现的一种简化文字

谱的古琴记谱法。它是把左手的按弦位置和右手的弹奏法合为一个特殊的“字”。古琴减字谱从隋唐间产

生以后，一直沿用到清代。 

 

4． 江南丝竹 

【答案】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它以丝弦和竹管乐

器相结合进行演奏，所以称为丝竹乐。所用乐器有二胡、三弦、琵琶、扬琴、笛、萧、笙、鼓、板、木鱼

等。 

 

5． 《乐书要录》 

【答案】传为唐武则天著（约 700）。旧称十卷，现仅存五、六、七卷。书中主要论述失传的音乐书

籍以及璇宫方法和十二相生图等，是了解唐音乐文化的一本要著。 

 

6． “音声人” 

【答案】唐代一个集体名词。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服务于太常寺的乐工，而广义乃是指唐

代不同阶层的乐人。唐代音乐非常发达，擅长音乐的人不只限于在政府宫廷任职的乐吏和乐工，它还包括

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音乐人。他们身上蕴藏着音乐智慧和创造力，并以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才华缔造了封

建社会中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盛世。 

 

7． 《成相篇》 

【答案】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根据民间歌曲创作的作品。“相”又名春牍，最初是一二尺至六

七尺长的粗竹筒或木柞，用于夯土或春米的工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节奏乐器。《成相篇》全文分为三

个大段落，包含着同一节奏型的五十六次重复，即 xx x 丨 xx x 丨 xxxx 丨 xx x 丨丨。它的内容是揭露统治

者的愚蠢，要求他们推行开明的政治。“成相”就是手持“相”这种乐器作为伴奏的说唱。所以说它是说唱音

乐最早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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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鼓吹乐和横吹乐汉代鼓吹乐分两大类 

【答案】1、鼓吹 2、横吹 

 

9． 《乐书》 

【答案】北宋陈昉的音乐理论著作，共二百卷。前九十五卷摘录儒家经典中有关音乐的论述，为之训

意；后一百零五卷论述律吕、历代乐舞、乐器、杂乐、百戏、典礼等。《乐书》对前代和当代雅、俗、胡

均有较详细说明，其中还保存了已散佚的古代音乐史料。它体制宏大、资料丰富，反映了宋代音乐学术研

究的高度。 

 

10．《潇湘水云》 

【答案】古琴曲。宋代杰出琴家、浙派代表人物郭沔的作品。该作品基于当时北方元人入侵，江山将

破，郭沔定居衡山潇湘水畔因眷恋故土而作。作品倾注了关心祖国和内心忧郁激愤之情。作曲者利用古琴

的特有手法，表现云水淹映，烟波浩瀚的艺术境界。它是古代古琴音乐中的杰作。 

 

11．西安鼓乐 

【答案】流行于陕西西安地区的音乐形式。从乐种的结构、乐谱、曲名、所用乐器等方面分析，它与

唐代燕乐中的大曲有渊源关系。现存最早的曲谱是清康熙二十八年的抄本。 

西安鼓乐的演奏形式分坐乐与行乐两种。坐乐，即在室内演奏的音乐形式。它有严格而固定的曲式结

构，风格热烈，气势浑厚，曲调生动活泼。乐器以笛为主，笙为衬，节奏乐器是四种鼓起突出的作用。行

乐，即在街上行进或在庙会等群众场合演奏的音乐形式。节奏平稳、徐缓，风格典雅。西安鼓乐的曲调源

于宋词、元杂剧曲牌、南北曲，亦有少量民歌小曲、器乐和曲牌。乐谱属于宋俗字谱体系。 

西安鼓乐是以打击乐和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种大型乐种，内容丰富、乐队庞大、曲目众多、结构复杂，

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乐种之一。 

 

12．宫廷燕乐 

【答案】专指统治者在宴请宾客时所用的音乐。唐代的宫廷燕乐由多部乐和二部伎组成，它由汉魏至

隋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外各民族音乐交融的产物。 

 

13．散曲 

【答案】散曲是元代杂剧兴盛前后在市井中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它继承了原有民歌形式，并受宋金

时期的诸宫调影响。散曲自由活泼而又短小，单个乐曲叫叶儿。当曲调表达受到限制时，它又扩大为两三

个曲调的乐曲被称为带过曲。但都是用同一宫调，没有道白。散曲风格特点是自然朴实，语言通俗，保持

了民间质朴自然的特色。（豆丁华研ㅐ电子书） 

 

14．鼓词 

【答案】明中叶后，与弹词并驾齐驱，流传于北方的一种说唱艺术。早期以鸿篇镇制为主，后因不便

在城市书场中演唱，因此在清中叶后便渐渐兴起“摘唱”、“段儿书”的短篇形式，并大量删减说白，走向新

的发展阶段，即今广为流传的各种大鼓。鼓词主要流派有子弟书、犁铧大鼓（亦称梨花大鼓）、京韵大鼓、

乐亭大鼓、西河大鼓、湖北大鼓、梅花大鼓等。 

 

15．乐记 

【答案】音乐美学论著，其作者存有争议，有两种观点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一说是西汉河间献

王刘德及毛生等人。《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

余篇仅存篇目。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

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

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其思想直接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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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 

 

16．曾侯乙墓编钟 

【答案】1978 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的编钟。编钟共有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

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曾侯乙编钟具有制作精美、数量众多、保

存完好等特点，其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

调，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有约 2800 字的铭文，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

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7．相和歌 

【答案】汉乐府扩建以后，原始的民间歌曲经过乐工们的加工提高，用各种乐器伴奏来表演，被称之

为相和歌。 

 

18．十部乐 

【答案】十部乐在唐太宗时期就有。它包括：国伎（即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

龟兹伎、文康伎（礼毕）、康国伎、疏勒伎、高昌伎。（豆丁华研ㅠ电子┨书） 

 

19．工尺谱 

【答案】传统唱名谱。最早见于明朱载堉的《灵星小舞谱曲谱》，因用“工”、“尺”等谱字记写唱名而

得名。它最初可能是唐代的燕乐半字谱，其谱字可能是某种管乐器的音位指法符号，后经宋代俗字谱至明

清发展为通行的工尺谱。该谱用“上、尺、工、凡、六、五、乙”等七个谱字及其变体作为音高符号，调号

有上字调、尺字调、小工调、凡字调、六字调、正工调、乙字调七个调，其中尺字调、小工调、正工调、

乙字调最常用。它还用板、眼代表强拍和弱拍。 

传统书写方式为由上向下，自右而左。谱字又有正体和草体的不同。工尺谱，在明清时期，广泛应用

于戏曲、声乐、器乐等各个领域。 

 

20．异径管律 

【答案】朱载堉将新法密率应用于吹管乐器时所创的一种管口校正法。他认为：一组律管的长度和内

径分别是以 2 的 12 次方根和 2 的 24 次方根作为公比数的一列等比数列，2 的 12 次方根作为“密率”的长度

的公比，而 2 的 24 次方根则是作为“密率”内径的公比。因此，他的“新法密率”体现在管律上，包括管长和

内径的两个等比原则，其内径的等比原则实现了管口校正，保证了十二平均律律管发音的准确性。 

 

21．清商乐 

【答案】魏晋时期北方和南方汉族民歌的总称，是汉相和歌的延续，尤其在南方得到了发展。它包括

“中原旧曲”（即相和歌）、“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三种成分。其所用乐器有钟、磬、琴、筑、笙等十五

种，保存了不少秦汉以来的历代民间俗乐。故也称其为“华夏正声”。 

 

22．皮簧腔 

【答案】皮簧腔是清代新兴的戏曲声腔，它包括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皮黄音乐是晚清戏曲的突出成

就，它达到了古代戏曲音乐的最高峰，由于它完善发展了戏曲音乐的板腔化结构，为音乐戏剧化作出了贡

献，创造了一系列的不同节奏速度、板式、自由移调等，解决了男女同腔的问题。（豆丁华研ㅎ电子┞书） 

 

23．唱赚 

【答案】北宋时产生的一种用鼓、板和笛伴奏的说唱艺术。它主要用缠令和缠达两种不同的曲式。其

缠令是由若干个曲调连接而成，前有引子，后有尾声；而缠达（又称转踏、传踏）是以引子开始，后有两

个曲调轮流重复演唱。唱赚的音乐有较高的艺术性，演唱难度也较大。所选用的曲调都是当时流行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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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破”、“喋唱”、“耍令”、“番曲”、“叫声”等各种腔谱。特点是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 

 

24．雅乐 

【答案】雅乐是周代统治者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朝贺、宴飨等场合所用的音乐，因其具有“典雅纯

正”的风格，所以被称为雅乐。西周雅乐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不同的等级享用

不同的乐队和舞队规模、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乐舞。 

 

25．大同乐会 

【答案】1921 年由郑觐文创办于上海。其宗旨是研究中西音乐，筹备大型音乐演出和世界文化活动。

但更多的是从事古代“雅乐”的挖掘和演奏。 

 

26．《胡笳十八拍》 

【答案】《胡笳十八拍》是东汉蔡文姬的作品，她是蔡邕之女。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汉末蔡文姬被

南匈奴所掳，在匈奴被左贤王娶为妻 12 年，生两子，后被曹操赎回。《胡笳十八拍》的词、曲相传均为

她所作，并被广泛流传。琴曲《胡笳十八拍》叙述了蔡文姬一生的不幸，表达了她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

难的控诉，和她对故乡、祖国的思念以及对远居异邦的怨气。在思想感情上运用了蒙汉音调创作，揉合不

同乐器特色和多方面曲式手法，具有突破的成就，是古琴音乐中值得重视的曲目。 

 

27．阳关三叠 

【答案】唐代歌曲，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歌词选自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全诗只

有四句，但离愁别绪、真挚情意尽在其中。该曲宋时已失传，目前所传唱的乐谱是根据清末张鹤所编的《琴

学入门》整理而成，歌曲共分三大部分，后有尾声。歌词形式有较大变化，只在每段的段首用王维的原词，

后面加入三段不同的歌词。音乐缓慢优美，凄凉缠绵，运用了八度大跳、转调等手法，将乐曲推向高潮，

听后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28．北宋杂剧 

【答案】一种戏曲（或可称戏剧）形式。它是综合各种滑稽表演、歌舞、杂戏发展而成，主要有艳段、

正杂剧和后散段三个部分。艳段是相对独立的犹如楔子的段落，内容与形式都较简单，常演一些“寻常熟

事”；正杂剧有较复杂的故事情节，如《相如文君》之类；后散段是临时加演的部分，也可不加，它是内

容芜杂，以资笑乐的东西，故又称“杂扮”。北宋杂剧有末泥、装旦、副净、副末、装孤五种角色，我国戏

曲的行当表演体系在北宋杂剧中已初步形成。北宋杂剧的音乐常采自歌舞大曲和民间曲调，与说白交替出

现，而且还有由把色（操乐器者）吹奏的器乐插段，称之为“断送”。北宋杂剧的剧本已全部失传，只有宋

人周密《武林旧事》中还载有 280 个剧目的名称。另外，在现存宋人笔记如《梦粱录》、《东京梦华录》、

《都城纪胜》中也有关于北杂剧的一些史料，从中可对其角色、体制、规模、剧目等有一些认识。 

 

29．梆子腔 

【答案】 “梆子腔”起源于陕西一带，因此又有“秦腔”之称，也有叫做“西秦梆子”、“乱弹”

的，因其使用打击乐器——“梆子”而得名。根据地域的不同又分为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 

 

30．隋唐变文 

【答案】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利用讲故事和唱经的方式进行传教，叫“俗讲”或“讲经文”。变文则是“俗

讲”之话本，形式为散文和韵文交替出现，代表性的作品有《目莲变文》、《地狱变文》、《孟江女变文》、

《王昭君变文》等。变文在隋唐时期影响很大，其从佛教说唱形式慢慢被民间所吸收，后来也逐渐成为民

间的说唱形式。这种形式确立了中国说唱音乐艺术之基础，并对后世的说唱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1．酒狂 

【答案】古琴曲，相传为三国魏阮籍所作。该曲短小精炼，创作手法新颖，众多九度以上大跳的运用，

加之切分音的配合，可谓新奇绝妙，三拍子节奏的采用更别具匠心，在古曲中十分罕见。大跳形成旋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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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音乐学院 811音乐学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沈心工 

【答案】沈心工(1870—1947)，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音乐教育家。原名庆鸿，字叔逵，笔名心

工。1896 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1902 年东渡日本留学。1903 年回国，任职于南洋公学。他从日本学校

的音乐教育中得到启发，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曾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创作，所

编乐歌题材广泛、内容浅显，且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歌词写作。代表作有歌曲《体操一兵操》(乂名《男

儿第一志气高》)、《黄河》等，出版乐歌集《学校唱歌集》等；此外,沈心工还创设唱歌课，并多处教授、

推广。沈心工是中国近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初创时期最早的音乐教师，为学堂乐歌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豆丁华研ы电子¤书） 

 

2． 《教我如何不想他》 

【答案】艺术歌曲。刘半农词、赵元任曲，作于 1926 年，收入《新诗歌集》。歌词选自刘半农的白

话体新诗,通过借景抒情的方式，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思念之情。在音乐创作上，借鉴欧洲歌曲创作手

法，同时在和声、旋律曲调上有意识地作民族化探索，吸收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并配有钢琴伴奏。

此曲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反映“五四”精神的佳作。（豆®丁华研я电子书） 

 

3． 音乐美学 

【答案】研究人类音乐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他把音乐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殊的种

类,研究其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是关于音乐关的学问。 

 

4． 《翻身道情》 

【答案】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填词改编。1943年底，延安鲁艺文工团到绥德地区深入生活，学习民间

文艺，传播新秧歌。他们根据农民诉苦材料，采用绥德、米脂一带流行的说唱“道情”曲调，编写了一出

秧歌剧《减租会》。其中《太阳一出满天红》一段，表现出翻身农民的乐观情绪，深受群众喜爱，被称为

“翻身道情”，从此，作为一首独唱歌曲，流传至今。 

 

5．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答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其前身是 1916 年秋成立“北京大学音乐团”（后改名“北京大学音

乐会”，组织与活动均较简单"1919 年元月改组为研究会，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宗旨为研究音乐，陶养

性情（1920年改为：发展美育）。先后设立钢琴、提琴、古琴、丝竹、昆曲、唱歌、乐队（西洋管弦乐）

各组，附设丝竹改进会，国乐唱歌班和为外省培养师资的特别班。建立了导师制。导师先后有：肖友梅、

杨仲子、王心葵、赵子敬、陈仲子、查士鉴、杨昭恕等，及外国教师共十余人。会员（包括校内、校外两

种）初期仅有三十多人，后来多达二百多人。举行过三十多次演出。1920年又编辑了期刊《音乐杂志》。

该社团，在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在开展音乐教育、传播音乐知识、推动社会音乐活动等方面都起了重

要作用，也为后来建立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打下了基础。 

 

6． 《毕业歌》 

【答案】《毕业歌》由陈瑜（田汉）词，聂耳曲。作于 1934 年夏，是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表

达出青年学生在国土不断沦丧的情况下，日益高涨的抗敌爱国热情和担负起天下兴亡重任的决心，此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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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演员袁牧之、陈波儿演唱，同年制成唱片（百代 3472）；年底，影片《桃李劫》上映后流传。青岛掌

й心博Т阅电子书 

 

二、简答题 

7． 民国时期社会音乐结构的新特色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上的意义 

【答案】民国时期，新音乐的勃兴与传统音乐地位的下降，使得中国的社会音乐结构产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 

（1）民国时期以戏曲作为主要表演艺术和以戏曲音乐为主的历史现象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音乐史

上一次重大的转折。（豆丁⋛华研ㅜ电子书） 

（2）这个转折首先是近代文化艺术的大趋势所决定的，这一时期，在音乐界，改进国乐，创作和传

播新音乐也成为时尚，这一转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 

（3）这个转折，还由于新音乐的迅猛发展和日渐兴盛的影响。 

（4）在现在的音乐结构中，戏曲音乐地位的相对下降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中国音乐也由此进入了

新音乐与传统音乐并行的多元化社会音乐结构的新时期。 

 

8． 简述聂耳 

【答案】他是近代作曲家中音乐创作成功率最高者之一,始终国无产阶级音乐的重要奠基人,其歌曲内

容的中心是:抗战救国与民族解放,作有歌曲 30 余首飞,代表作有乐器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

等。 

 

9． 聂耳创作了哪些歌曲？其艺术特色如何？ 

【答案】群众歌曲是为大众歌唱而创作、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适于群众歌唱的一类歌曲的泛称。内

容多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关，多采用齐唱、轮唱、简单的合唱等演唱形式。音乐结构简单，音域不太宽，

可不用器乐伴奏。 

聂耳所创作的群众歌曲，根据乐曲表现内容可以划分为爱国歌曲和劳动歌曲两类。前者如《义勇军进

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和为祖国而战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阶

层群众的抗敌意志；后者如《大路歌》、《码头工人》、《开路先锋》等，揭示了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

治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刻画了他们内心强烈的愤怒仇恨以及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青岛掌ㅑ心

博阅电╞子书 

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为：（1）鲜明的音乐形象。聂耳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准确而又深刻地表

现了觉悟着、斗争着的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2）强烈的时代气息。歌曲题材紧扣社会现实，反映救

亡抗日、民众生活，体现了时代精神与革命倾向。（3）新颖的创作手法。聂耳直接从生活体验中概括、

提炼、创造音乐音调，采用不匀称的曲体结构，使得乐曲具有动力性和节奏感；句式丰富多变，乐句长短

不定，不拘一格；突出地使用短句，使音乐短促有力，富于战斗精神；巧妙地运用休止，造成意外的停顿，

加强音乐的紧迫感。 

 

三、论述题 

10．革命根据地音乐活动的历史意义和主要方式 

【答案】根据地音乐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音乐启蒙运动。它反映了当时根据地的战斗

生活和人民新的精神面貌，确立了革命音乐的传统和正确方向。在工农兵群众中推广了集体歌咏的形式，

宣传了革命思想，配合了革命斗争，是现代音乐史上珍贵的财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红军的长征把革命音

乐撒向了全国，在更广泛的地区推进了工农革命音乐活动。革命根据地音乐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唱歌。山歌

对唱、山歌比赛、集体歌唱、拉歌子等竞赛式对唱、宣传鼓动性的演唱以及歌舞晚会上的小歌舞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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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近代传统音乐的新发展 

【答案】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雅乐，由于恪守古制而严重脱离群

众和现实生活。这些音乐除了用于封建统治的祭祀（祭天地、祭孔、祭祖庙等）中外，在群众的音乐生活

中已完全丧失了任何影响和意义。尽管历代的统治者通过种种努力想使之“复兴”，但他们始终无法改变

其衰亡的命运。各种被封建统治者所歧视和压制的民间俗乐，正由于是来自民间和源于人民的生活，它们

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体裁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愈来愈丰富多彩。这些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同我国

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像昆曲等在清代初期就曾为封建文人、清客所嗜好而盛极一时。这

些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还深入影响了我国的宗教音乐，特别是道教音乐中就吸收了昆曲、滩簧、丝竹、吹

打、道情等。清代中叶后，封建社会逐步解体，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

发展和城市剧院的逐步建立，以及交通运输的逐渐发达等，民间音乐艺术在这一时期又得到了比以往更为

迅速的发展，例如：我国的地方戏曲已逐步形成了昆腔、高腔、梆子、皮黄四大声腔系统的三百多种大、

小不同的剧种.；说唱音乐方面则已在鼓词、评弹、道情、琴书、牌子曲等上百种不同的曲种；民族器乐

方面除了古琴、琵琶、笛、箫、筝等乐器的独奏和重奏外，各地方也发展了各自特色的、不同组合的器乐

合奏。（豆丁华研л电子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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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名词解释 

1． 中国传统音乐 

【答案】秧歌剧:指小场的秧歌，一般只有两三个角色，可表演一些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小戏。 

 

2． 德音琴社 

【答案】中国近代古琴艺术诸城琴派的一个琴学组织，1917年左右成立于山东济南，由诸城琴派代表

人物王露（字心葵，1878—1921）创建。曾培养了张友鹤、詹徵秋、章铁民、李华萱等音乐人才，极大扩

展了诸城琴派在山东及全国的影响。1918年，王露赴北大任教，该社随之迁至北京。（豆丁华研м电子书） 

 

3． 《音乐小杂志》 

【答案】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1906年李叔同独立编创于日本，仅见一期。该刊包括“社说、乐史、

乐典、乐歌、杂纂”等九栏十九目，内容主要有文章七篇、乐歌三首、词章五阙。其中“社说”栏《音乐

小杂志序》是全书最有分量的音乐论著；“乐歌”栏以五线谱刊登了《隋堤柳》、《我的国》、《春郊赛

跑》三首乐歌,对研究我国近代音乐创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乐史”栏所刊息霜的木炭画“乐

圣比独芬像”则是现见国内最早发表的贝多芬画像。该刊国内未见存书，今所见为孙继南先生寻访所得日

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复印本。 

二十年代 

 

4． 李抱忱 

【答案】李抱忱(1907-1979),音乐教育家、合唱指挥家。北京市人。1930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热

心于组织、领导合唱活动。1935 年赴美,在欧柏林音乐学院进修二年，获音乐教育学士及硕士学位。抗日

战争期间任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教务主任。1944年再度赴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音乐教育博士学

位,1972 年入美国籍。著有《李抱忱音乐文集》、《李抱忱歌曲一、二集》、《合唱指挥法》等。（豆丁

华研к电▦子书） 

 

5． 《抗敌歌》 

【答案】四部合唱歌曲。原名《抗日歌》，后改名《抗敌歌》。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创作于“九

•一八”事变以后。作品采用进行曲体裁，单二段曲式，歌词内容反映奋起抗敌的爱国热情,音乐风格雄壮

有力。抗战爆发前后，此曲曾广为传唱。（豆丁华研д电子书） 

 

6． 《黄河大合唱》 

【答案】《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完成于 1939 年 3 月。是冼星海大合唱中最杰出的一首，也是

我国大型抗战音乐作品中最受欢迎一首，是现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对后来的大合唱和其他体裁的

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独创性。全曲包含一个序曲和八个乐章，

以朗诵及乐队背景贯穿。全曲建立在三个基本主题发展中：《黄河船夫曲》的主题动机（斗争和力量），

《黄水谣》的主题（民族精神的宽广崇高），《怒吼吧，黄河》表现了中国人民苦难的主题。九个乐章为：

《序曲》（管弦乐）《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

《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各乐章相对独立，表现内容、音乐形象和演唱形式相互对比，丰富多彩。

音乐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统一为一个整体。以群众常见的歌曲音调作基础吸收民间音乐，使作品通俗易懂

而明快，既有民族风格又有群众性特点，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型声乐作品。 

 

二、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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