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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音乐文化》

内容概要

在那消逝的岁月里，早期旅人的点滴记载，以及之后学者的研究录音，在台湾这个宝岛上，遗留下来
许多音乐事件与声响的历史残片。本书试图串联补缀，将宝岛台湾的音乐分为原住民音乐、汉族传统
音乐、西式音乐三个部分，分别阐述其族群历史发展与音乐风格特色，加以实际音乐声响的分析，再
辅以大量的图、谱、表，企图彰显不同族群与前辈的音乐概念，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情形，以及
时至今日所能拥有的音乐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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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钰秀，出生于台湾。本科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后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修习音乐学，获硕士
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台湾多所大学，并于维也纳大学进行中国音乐史讲学。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与兴趣为台湾原住民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音乐图像学、先秦音乐
史。著有《台湾音乐史》、《国画古乐一故宫藏画中的音乐呈现》．《兰屿音乐夜宴》、《音乐学探
索》等书．主编《台湾音乐百科辞书一原住民音乐篇》、（（2005国际民族音乐学术论坛一音乐的声
响诠释与变迁论文集》与《台湾大百科》音乐类数据库；策划与制作出版台湾原住民音乐专辑《马
兰makaba—haY一来自阿美马兰部落的声音》、《移动的脚步移动的岁月一马兰农耕歌谣风》、（〈
穿越时空半世纪一传唱马兰古谣》、《寻觅复音一重拾台东阿美族失落古谣》与纪录片《光影中的旋
律》，前三份专辑分别获2005年、2011年、2012年台湾音乐专辑最高荣誉《金曲奖》入围，纪录片
获2003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入围。独立主持多项科研计划，并于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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