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二：西安音乐学院 2018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主要参考书目

初试参考书目

中西艺术史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美)房龙著、杨家盛译《人类的艺术》（上下册），时代出版社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文艺出版社（2011）

7.(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8.(美)约瑟夫·科尔曼著，杨燕迪译：《作为戏剧的歌剧》，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艺术哲学（美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杨辛、甘霖等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艺术民俗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张士闪、耿波：《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8.陶思炎等著《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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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英)亚历山大著，章浩、沈杨译：《艺术社会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7.(英)哈灵顿著，周计武、周雪娉译：《艺术与社会理论——美学中的社会学论争》，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0）

8.张晓刚：《跨学科研究：20 世纪中国艺术学》，学林出版社（2009）

艺术教育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贺志朴、姜敏：《艺术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9）

7.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8.(美)贝内特·雷默 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9.莫雷：《教育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艺术传播与翻译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温秀颖：《翻译批评 --从理论到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7.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大卫-马丁等著，缑斌主译：《艺术中的人文精神》（第 8 版）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http://www.hie.edu.cn/$rmcb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CB%CF%FE%C3%A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8%C7%EC%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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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漓江出版社（2002）

7. 陆正兰《歌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丝路文化遗产保护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于海广、王巨山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7.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文化创意产业实践与理论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第 3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J·德比奇等著，徐庆平译：《西方艺术史》，海南出版社（2001）

4.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5.桂青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厉无畏主编：《创意产业导论》，学林出版社（2006）

7.胡惠林著：《文化产业学》（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西方音乐史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 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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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著，余志刚译：《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

社（2010）

音乐作品研究

1.钱仁康、钱亦平：《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2.钱亦平、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3.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4.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5.（德）H.艾格布雷特著，刘经树译：《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

7.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0.张前、王次炤：《音乐美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音乐美学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张前、王次炤：《音乐美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6.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7. 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民族音乐学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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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6.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7.程天健：《中国民族音乐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

西安鼓乐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5.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6. 程天健：《西安鼓乐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

中国古代音乐史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6.童忠良：《中国传统乐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7.曾金寿：《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习指要》，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 20 世纪》，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6.汪毓和：《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7.《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00）

中国当代音乐研究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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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梁茂春、明言：《20 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卷》，人民音

乐出版社（2008）

6.居其宏：《共和国音乐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7.梁茂春、项筱刚等：《中国音乐论辩》（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百花洲文

艺出版社（2007）

音乐编辑学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6.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基础》（初级），武汉崇文书局（2011）

7.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实物》（初级），武汉崇文书局（2011）

敦煌乐舞研究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前：《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季羡林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6.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7.高德祥：《敦煌古代乐舞》，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8.(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9.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音乐文献学

1.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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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前：《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郭小林，胡扬吉：《 音乐文献学与音乐文献检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

6.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7.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张大可：《中国文献学》，商务印书馆（2013）

音乐教育学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罗伊斯·乔克西著 许洪译:《二十一世纪音乐教学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3.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4.赵岩:《音乐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03）

作曲

1.(奥)阿诺德·勋伯格著，吴佩华译：《作曲基本原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申克：《自由作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3.欣德米特著，罗忠镕、姜丹译：《作曲技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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