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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音乐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音乐教育不仅能提高人们的审美
情趣， 陶冶情操；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人生观； 完善文化修养； 还能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创造
力、 形象思维能力和记忆力。 由此可见，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
的重要手段。

全书共分六章， 分别讲述了基础乐理、 声乐和指挥常识； 介绍了各种中西乐器、 音乐欣赏相关知
识、 著名中外音乐家及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

本书在军队院校经过多年使用、 多次修改， 是深受广大学员喜爱的音乐课教材， 也可作为水平相当
的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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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 千百年来， 音乐因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

社会教化功能而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我军从建军伊始就高度重

视音乐的重要作用， 并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军旅音乐作品。 如何吸收世界优

秀音乐， 继承我军优良历史传统， 进一步提高音乐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用， 无疑是新时期军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

李亮同志这本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和追求。

首先， 该教材满足了学员第一任职的需要。 基层歌咏活动是我军开展最为经

常的文化活动之一， 广泛开展歌咏活动， 不仅可以让官兵得到休息， 还可以

活跃气氛， 鼓舞士气， 增强部队凝聚力， 提高战斗力。 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

海曾形象地说： “歌曲对于革命， 犹如盐对于人类， 是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盐能增强人类体力， 歌曲能增加革命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主官， 如果不懂

得一点音乐， 不懂得如何开展部队歌咏活动， 就难以开展工作。

其次， 该教材满足了学员全面发展的需要。 音乐是现代人知识结构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 是培育高雅的审美情趣， 优化人的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忽

视音乐教育， 必然导致人才素质的缺陷。 音乐教育不但能丰富学生的知识，

还可以提高学员的审美修养， 陶冶情操， 澡雪精神， 丰富想像， 开创思维，

调节身心， 对于学员的人格养成、 身心健康、 智力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 该教材能提高学员音乐鉴赏的能力。 并非一切音乐都是有益身心

的 “尽善尽美” 之作， 所以孔子才强烈要求 “放郑声”。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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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音乐对于人们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梅里亚姆： “在人类的文化活动

中， 或许没有任何事物像音乐这样具备如此全方位的弥散性， 影响、 塑造并

且常常是控制着人类的行为。” 因此， 必须通过教育帮助学员理解音乐的多

种样式、 风格， 以及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多种影响， 在社会中的多种功能， 使

学员能够更为理性地对待音乐， 避免当今低俗文化中音乐的消极影响， 并积

极运用音乐的高尚功能， 提高自己的学识、 修养、 能力， 更有效地应对生

活、 学习中的各种挑战。

王德军

2005年12月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录

第一章 基础乐理

一、 记谱 !!!!!!!!!!!!!!!!!!!!!!!!!!!!!法 （１）

１郾记谱法的类 !!!!!!!!!!!!!!!!!!!!!!!!!!型 （１）

２郾简 !!!!!!!!!!!!!!!!!!!!!!!!!!!!!!谱 （１）

３郾五线 !!!!!!!!!!!!!!!!!!!!!!!!!!!!!谱 （２）

二、 !!!!!!!!!!!!!!!!!!!!!!!!!!!!!!!音 （２）

三、 五线谱的构 !!!!!!!!!!!!!!!!!!!!!!!!!!成 （２）

１郾五线与四 !!!!!!!!!!!!!!!!!!!!!!!!!!!间 （２）

２郾加线与加 !!!!!!!!!!!!!!!!!!!!!!!!!!!间 （３）

３郾谱号与谱 !!!!!!!!!!!!!!!!!!!!!!!!!!!表 （３）

四、 音的高 !!!!!!!!!!!!!!!!!!!!!!!!!!!!低 （４）

１郾乐音体系、 音列、 音级、 音名、 唱 !!!!!!!!!!!!!!!!名 （４）

２郾音的分 !!!!!!!!!!!!!!!!!!!!!!!!!!!!组 （５）

３郾十二平均律、 半音、 全音、 等 !!!!!!!!!!!!!!!!!!音 （６）

五、 音的长 !!!!!!!!!!!!!!!!!!!!!!!!!!!!短 （７）

１郾音符、 休止符及其时 !!!!!!!!!!!!!!!!!!!!!!值 （７）

２郾时值划分的特殊类 !!!!!!!!!!!!!!!!!!!!!!!型 （９）

六、 节奏与节 !!!!!!!!!!!!!!!!!!!!!!!!!!!拍 （９）

１郾节奏、 节奏 !!!!!!!!!!!!!!!!!!!!!!!!!!型 （９）

２郾节拍、 拍子、 小 !!!!!!!!!!!!!!!!!!!!!!!!节 （９）

３郾拍子的种类及其音值组合 !!!!!!!!!!!!!!!!!!!法 （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3- -



目

录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音乐中的常用记 !!!!!!!!!!!!!!!!!!!!!!!!号 （１７）

１郾省略记 !!!!!!!!!!!!!!!!!!!!!!!!!!!号 （１７）

２郾增长音值的补充记 !!!!!!!!!!!!!!!!!!!!!!号 （２０）

３郾演奏、 演唱的辅助记 !!!!!!!!!!!!!!!!!!!!!号 （２１）

４郾变音记 !!!!!!!!!!!!!!!!!!!!!!!!!!!号 （２５）

５郾速度记 !!!!!!!!!!!!!!!!!!!!!!!!!!!号 （２６）

６郾力度记 !!!!!!!!!!!!!!!!!!!!!!!!!!!号 （２７）

八、 音 !!!!!!!!!!!!!!!!!!!!!!!!!!!!!!程 （２７）

１郾音程、 旋律音程、 和声音 !!!!!!!!!!!!!!!!!!!程 （２７）

２郾音程的级数和音 !!!!!!!!!!!!!!!!!!!!!!!数 （２８）

３郾自然音程和变化音 !!!!!!!!!!!!!!!!!!!!!!程 （２８）

４郾单音程与复音 !!!!!!!!!!!!!!!!!!!!!!!!程 （３０）

５郾音程的转 !!!!!!!!!!!!!!!!!!!!!!!!!!位 （３１）

６郾等音 !!!!!!!!!!!!!!!!!!!!!!!!!!!!程 （３２）

７郾协和音程与不协和音 !!!!!!!!!!!!!!!!!!!!!程 （３２）

８郾各种音程表现的感情色 !!!!!!!!!!!!!!!!!!!!彩 （３２）

九、 调、 调式音阶和调 !!!!!!!!!!!!!!!!!!!!!!!性 （３４）

１郾调式、 音阶、 调式音 !!!!!!!!!!!!!!!!!!!!!级 （３４）

２郾大调式与小调 !!!!!!!!!!!!!!!!!!!!!!!!式 （３４）

３郾大调各调、 关系大小调、 小调各 !!!!!!!!!!!!!!!!调 （３６）

４郾唱名 !!!!!!!!!!!!!!!!!!!!!!!!!!!!法 （３９）

５郾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民族调 !!!!!!!!!!!!!!!!!!式 （３９）

６郾变化音与转 !!!!!!!!!!!!!!!!!!!!!!!!!调 （４０）

十、 和 !!!!!!!!!!!!!!!!!!!!!!!!!!!!!!弦 （４１）

１郾和 !!!!!!!!!!!!!!!!!!!!!!!!!!!!!弦 （４１）

２郾三和 !!!!!!!!!!!!!!!!!!!!!!!!!!!!弦 （４２）

３郾七和 !!!!!!!!!!!!!!!!!!!!!!!!!!!!弦 （４３）

４郾原位和弦及转位和 !!!!!!!!!!!!!!!!!!!!!!弦 （４４）

５郾构成和识别和弦的方 !!!!!!!!!!!!!!!!!!!!!法 （４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目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郾等和 !!!!!!!!!!!!!!!!!!!!!!!!!!!!弦 （４５）

７郾调式中的和 !!!!!!!!!!!!!!!!!!!!!!!!!弦 （４５）

第二章 歌唱基础知识

一、 发声器官的组 !!!!!!!!!!!!!!!!!!!!!!!!!成 （４７）

１郾呼吸器 !!!!!!!!!!!!!!!!!!!!!!!!!!!官 （４７）

２郾喉头与声 !!!!!!!!!!!!!!!!!!!!!!!!!!带 （４８）

３郾共鸣器 !!!!!!!!!!!!!!!!!!!!!!!!!!!官 （４８）

４郾咬字吐字器官 （发音器官 !!!!!!!!!!!!!!!!!!!!） （４９）

二、 歌唱时的正确姿 !!!!!!!!!!!!!!!!!!!!!!!!势 （４９）

三、 歌唱的呼 !!!!!!!!!!!!!!!!!!!!!!!!!!!吸 （５０）

１郾胸腹式呼吸方 !!!!!!!!!!!!!!!!!!!!!!!!法 （５０）

２郾常见的呼吸问题及纠正方 !!!!!!!!!!!!!!!!!!!法 （５２）

３郾呼吸支 !!!!!!!!!!!!!!!!!!!!!!!!!!!点 （５２）

四、 歌唱的发 !!!!!!!!!!!!!!!!!!!!!!!!!!!声 （５３）

１郾歌唱时发声的简单原 !!!!!!!!!!!!!!!!!!!!!理 （５３）

２郾歌唱时的声 !!!!!!!!!!!!!!!!!!!!!!!!!带 （５３）

３郾歌唱时的喉 !!!!!!!!!!!!!!!!!!!!!!!!!头 （５３）

４郾歌唱的起 !!!!!!!!!!!!!!!!!!!!!!!!!!声 （５４）

５郾歌唱时的口 !!!!!!!!!!!!!!!!!!!!!!!!!形 （５４）

五、 歌唱时的共 !!!!!!!!!!!!!!!!!!!!!!!!!!鸣 （５５）

１郾歌唱共鸣的方 !!!!!!!!!!!!!!!!!!!!!!!!法 （５５）

２郾歌唱共鸣的运 !!!!!!!!!!!!!!!!!!!!!!!!用 （５５）

六、 歌唱的咬字吐 !!!!!!!!!!!!!!!!!!!!!!!!!字 （５６）

１郾字头咬准要有 !!!!!!!!!!!!!!!!!!!!!!!!力 （５６）

２郾字腹延伸不变 !!!!!!!!!!!!!!!!!!!!!!!!形 （５７）

３郾字尾收音要分 !!!!!!!!!!!!!!!!!!!!!!!!明 （５７）

４郾声调抑扬要念 !!!!!!!!!!!!!!!!!!!!!!!!准 （５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目

录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人声的分 !!!!!!!!!!!!!!!!!!!!!!!!!!!类 （５８）

１郾女高 !!!!!!!!!!!!!!!!!!!!!!!!!!!!音 （５８）

２郾女中 !!!!!!!!!!!!!!!!!!!!!!!!!!!!音 （５８）

３郾女低 !!!!!!!!!!!!!!!!!!!!!!!!!!!!音 （５８）

４郾男高 !!!!!!!!!!!!!!!!!!!!!!!!!!!!音 （５８）

５郾男中 !!!!!!!!!!!!!!!!!!!!!!!!!!!!音 （５９）

６郾男低 !!!!!!!!!!!!!!!!!!!!!!!!!!!!音 （５９）

７郾童 !!!!!!!!!!!!!!!!!!!!!!!!!!!!!声 （５９）

八、 歌唱艺术中的三种唱 !!!!!!!!!!!!!!!!!!!!!!法 （５９）

１郾美声唱 !!!!!!!!!!!!!!!!!!!!!!!!!!!法 （５９）

２郾民族唱 !!!!!!!!!!!!!!!!!!!!!!!!!!!法 （６０）

３郾通俗唱 !!!!!!!!!!!!!!!!!!!!!!!!!!!法 （６０）

九、 歌唱艺术的表演形 !!!!!!!!!!!!!!!!!!!!!!!式 （６１）

１郾独 !!!!!!!!!!!!!!!!!!!!!!!!!!!!!唱 （６１）

２郾齐 !!!!!!!!!!!!!!!!!!!!!!!!!!!!!唱 （６１）

３郾重 !!!!!!!!!!!!!!!!!!!!!!!!!!!!!唱 （６１）

４郾合 !!!!!!!!!!!!!!!!!!!!!!!!!!!!!唱 （６１）

５郾组 !!!!!!!!!!!!!!!!!!!!!!!!!!!!!歌 （６２）

６郾歌 !!!!!!!!!!!!!!!!!!!!!!!!!!!!!剧 （６２）

第三章 指挥基础知识

一、 指挥者的目的和任务、 条件、 原 !!!!!!!!!!!!!!!!!则 （６４）

１郾指挥者的目的和任 !!!!!!!!!!!!!!!!!!!!!!务 （６４）

２郾指挥者应具备的条 !!!!!!!!!!!!!!!!!!!!!!件 （６４）

３郾指挥的基本原 !!!!!!!!!!!!!!!!!!!!!!!!则 （６４）

二、 指挥的基本姿势和动 !!!!!!!!!!!!!!!!!!!!!!作 （６４）

三、 常见拍子的指挥图 !!!!!!!!!!!!!!!!!!!!!!!式 （６５）

１郾单拍子指挥图 !!!!!!!!!!!!!!!!!!!!!!!!式 （６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目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郾复拍子指挥图 !!!!!!!!!!!!!!!!!!!!!!!!式 （６５）

３郾指挥动作的基本要 !!!!!!!!!!!!!!!!!!!!!!素 （６６）

四、 预备动 !!!!!!!!!!!!!!!!!!!!!!!!!!!!作 （６６）

１郾准备状 !!!!!!!!!!!!!!!!!!!!!!!!!!!态 （６７）

２郾预备 !!!!!!!!!!!!!!!!!!!!!!!!!!!!拍 （６７）

３郾起 !!!!!!!!!!!!!!!!!!!!!!!!!!!!!拍 （６７）

五、 收束动 !!!!!!!!!!!!!!!!!!!!!!!!!!!!作 （６７）

六、 指挥的排练准备工 !!!!!!!!!!!!!!!!!!!!!!!作 （６８）

１郾熟悉作 !!!!!!!!!!!!!!!!!!!!!!!!!!!品 （６８）

２郾分析作 !!!!!!!!!!!!!!!!!!!!!!!!!!!品 （６８）

３郾处理作 !!!!!!!!!!!!!!!!!!!!!!!!!!!品 （６８）

第四章 常见的中西乐器与组合形式

一、 中国民族乐 !!!!!!!!!!!!!!!!!!!!!!!!!!器 （６９）

１郾吹奏乐 !!!!!!!!!!!!!!!!!!!!!!!!!!!器 （６９）

２郾拉弦乐 !!!!!!!!!!!!!!!!!!!!!!!!!!!器 （７１）

３郾弹拨乐 !!!!!!!!!!!!!!!!!!!!!!!!!!!器 （７２）

４郾打击乐 !!!!!!!!!!!!!!!!!!!!!!!!!!!器 （７４）

二、 西洋乐 !!!!!!!!!!!!!!!!!!!!!!!!!!!!器 （７６）

１郾弦乐 !!!!!!!!!!!!!!!!!!!!!!!!!!!!器 （７６）

２郾木管乐 !!!!!!!!!!!!!!!!!!!!!!!!!!!器 （７７）

３郾铜管乐 !!!!!!!!!!!!!!!!!!!!!!!!!!!器 （７８）

４郾键盘乐 !!!!!!!!!!!!!!!!!!!!!!!!!!!器 （７９）

５郾打击乐 !!!!!!!!!!!!!!!!!!!!!!!!!!!器 （８０）

三、 乐器的组合形 !!!!!!!!!!!!!!!!!!!!!!!!!式 （８１）

１郾独 !!!!!!!!!!!!!!!!!!!!!!!!!!!!!奏 （８１）

２郾齐 !!!!!!!!!!!!!!!!!!!!!!!!!!!!!奏 （８１）

３郾重 !!!!!!!!!!!!!!!!!!!!!!!!!!!!!奏 （８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目

录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４郾合 !!!!!!!!!!!!!!!!!!!!!!!!!!!!!奏 （８２）

５郾协 !!!!!!!!!!!!!!!!!!!!!!!!!!!!!奏 （８４）

第五章 音乐欣赏基本知识

一、 怎样欣赏音 !!!!!!!!!!!!!!!!!!!!!!!!!!乐 （８５）

二、 外国音乐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 !!!!!!!!!!!!!!!!!物 （８５）

１郾巴洛克音乐时 !!!!!!!!!!!!!!!!!!!!!!!!期 （８６）

２郾古典乐 !!!!!!!!!!!!!!!!!!!!!!!!!!!派 （８６）

３郾浪漫乐 !!!!!!!!!!!!!!!!!!!!!!!!!!!派 （８６）

４郾民族乐 !!!!!!!!!!!!!!!!!!!!!!!!!!!派 （８６）

５郾现代乐 !!!!!!!!!!!!!!!!!!!!!!!!!!!派 （８７）

三、 器乐曲的基本分 !!!!!!!!!!!!!!!!!!!!!!!!类 （８７）

１郾无标题音 !!!!!!!!!!!!!!!!!!!!!!!!!!乐 （８７）

２郾标题音 !!!!!!!!!!!!!!!!!!!!!!!!!!!乐 （８８）

３郾室内 !!!!!!!!!!!!!!!!!!!!!!!!!!!!乐 （８８）

４郾交响音 !!!!!!!!!!!!!!!!!!!!!!!!!!!乐 （８８）

５郾复调音 !!!!!!!!!!!!!!!!!!!!!!!!!!!乐 （８８）

６郾主调音 !!!!!!!!!!!!!!!!!!!!!!!!!!!乐 （８８）

四、 器乐曲的基本曲 !!!!!!!!!!!!!!!!!!!!!!!!式 （８９）

１郾动机、 乐句、 乐 !!!!!!!!!!!!!!!!!!!!!!!段 （８９）

２郾单二部曲式 （二段体 !!!!!!!!!!!!!!!!!!!!!!） （８９）

３郾复二部曲 !!!!!!!!!!!!!!!!!!!!!!!!!!式 （８９）

４郾单三部曲式 （三段体 !!!!!!!!!!!!!!!!!!!!!!） （８９）

５郾复三部曲 !!!!!!!!!!!!!!!!!!!!!!!!!!式 （８９）

６郾回旋曲 !!!!!!!!!!!!!!!!!!!!!!!!!!!式 （８９）

７郾变奏曲 !!!!!!!!!!!!!!!!!!!!!!!!!!!式 （９０）

８郾奏鸣曲 !!!!!!!!!!!!!!!!!!!!!!!!!!!式 （９０）

９郾回旋奏鸣曲 !!!!!!!!!!!!!!!!!!!!!!!!!式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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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乐理

一、记谱法

记录乐曲的方法叫做记谱法。 乐谱是记录音乐的工具， 正确的记谱对创作和表演都十
分重要， 要学习音乐就必须掌握记谱法。

1郾记谱法的类型

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乐曲的不同内容和需要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记谱方法。 各
国所使用的乐谱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文字乐谱， 另一类是符号乐谱。

我国古代用律吕字谱和宫商字谱来记录音乐。 律吕字谱借用我国十二律的名称（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来记谱。 宫商
字谱借用古代五声音阶的音名（宫、 商、 角、 徵、 羽） 来记谱。

我国民间的记谱法还有古琴谱（减字谱）、 古琵琶谱、 锣鼓谱、 工尺谱等。 但由于这些
记谱法太复杂、 繁琐、 不准确、 不易推广， 所以到近代已逐步失传和淘汰了。

世界上其他国家过去有的曾用本国的文字来记谱， 如希腊字母谱、 拉丁字母谱等。 后
来又出现了简谱， 以及现在广泛使用的五线谱等。

2郾简谱

简谱是记谱法的一种， 于１６世纪中叶初步成型于欧洲。 先后经１７世纪的法国教士苏埃
蒂（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ｏｕｈａｉｔｔｙ） 及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 教育学家、 哲学家卢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等人的加工而渐趋完备。 它用阿拉伯数字（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记录音的高低。 在数字
之后或下面加用横线表示音的长短。 由于这种记谱法简单明了， 故称之为“简谱”。 它曾流
行于日本， 于清末民初时传入我国， 在我国的音乐普及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简谱记谱法的优点是： 调式感强， 简单易学， 便于推广流传。
简谱记谱法的缺点是： 音高的形象感差， 由于它是靠音符上下的加点来表明音的高低

八度， 如在记谱时稍有疏忽， 就会造成音响上的错误。 其次是它缺乏多声部的立体感， 而
且转调时看谱费神， 致使转调频繁的段落无法演唱。 所以， 用简谱可以记录一些简单的单
声部旋律， 但如用它记录音域宽广、 声部众多、 转调频繁的乐曲就比较困难， 因此它逐渐
跟不上人们对音乐日益发展的需要。 所以， 即使在简谱起源的法国和曾流行一时的日本，
它都已销声匿迹， 只是在极少数的国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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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五线谱

五线谱产生于１１世纪， 由意大利音乐家季多（Ｇｕｉｄｏ ｄ′Ａｒｅｚｚｏ， 约９９０—１０５０年） 所发
明的。 后来又出现了加线以及能适应不同音域， 不同用途的高音、 中音、 低音谱表和大谱
表及总谱表等。

五线谱记谱法的优点是： 音高的形象感强， 还能非常方便地记录同时发音的诸多声部
及和弦。 因此， 用它既可记下单声部的旋律， 也可记下音调复杂、 声部繁多的大型音乐作
品。 它的旋律线条清晰， 和声立体感强， 一眼望去就可知道乐曲的梗概。 由于五线谱比较
科学， 优点较多， 目前已被世界各国广泛地运用它来记录音乐， 便已成为世界上通用的记
谱法。

各种记谱法虽然在其发展中不断趋于完善， 但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记谱法
能够完美无缺地记录音乐。 如音高、 力度、 速度上的细微差异， 各种装饰音的奏法等， 都
还需要演奏者凭其各自不同的理解来加以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二、音

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 由于音的振动状态的规则与不规则， 音被分为乐音与
噪音两类。 音乐中所使用的音主要是乐音， 但噪音也是音乐表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前者如二胡、 小提琴、 钢琴等发出的音； 后者如锣鼓、 钹、 梆子等发出的音。

音有高低、 长短、 强弱、 音色四种性质。
①音高（音的高低） 是由于物体在一定时间内振动次数（频率） 的多少而决定的， 振

动次数多， 音则高； 振动次数少， 音则低。
②音值（音的长短） 是由于音的延续时间不同而决定的， 音的延续时间长， 音则长；

音的延续时间短， 音则短。
③音量（音的强弱） 是由于音的振幅的大小而决定的， 振幅大， 音则强； 振幅小， 音

则弱。
④音色是由于发音体的性质、 形状及其泛音的多少而决定的。 例如钢琴与小号、 女高

音与男低音的音色就不一样。

三、五线谱的构成

1郾五线与四间

由五条平行线组成的五线谱， 有五条线， 四个间， 共有九个音位。 五线谱上音的高低
是根据音符在五线谱上的音位来决定的， 音位越高音越高， 音位越低音越低。

线的名称， 由下而上分别称为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第四线、 第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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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线之间的空白部分为间。 间的名称， 也由下至上分别称为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
间、 第四间。

第五线 ５

第四线 ４
第三线 ３
第二线 ２
第一线 １

2郾加线与加间

在记录音乐的过程中， 常有较九个音位更高和更低的音， 若记谱时不够用， 可在五线
谱的上方或下方， 再加短横线， 叫做加线与加间。

上加线、 上加间的名称， 由下至上依次推算。
下加线、 下加间的名称， 由上至下依次推算。

上加三线
上加二线
上加一线

下加一线
下加二线
下加三线

3郾谱号与谱表

（１） 谱号
五线谱各音级的固定音高是根据所用谱号来决定的。 谱号一般标记在五线谱的开始处，

它记在五线谱的某一条线上， 便使这条线具有了固定的音级名称和高度， 同时也确定了其
他各线或间内的音级名称和高度。

通常用的谱号有三种：
高音谱号（Ｇ谱号）： 表示小字一组的ｇ１音记在五线谱的第二线上。

低音谱号（Ｆ谱号）： 表示小字组的ｆ音记在五线谱的第四线上。

４
３

２
１

ｇ１

ｆ

第四间

第三间
第二间
第一间

上加三间
上加二间

上加一间

下加一间

下加二间

下加三间

3- -



第
一
章

基
础
乐
理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中音谱号（Ｃ谱号）： 表示小字一组的ｃ可记在五线谱的任一线上。

目前常被采用的Ｃ谱号有： ｃ三线谱号（中音谱号） 为中音提琴所用， ｃ四线谱号（次中
音谱号） 为大提琴、 大管和长号所用， 其他ｃ谱号一般较少应用。

使用不同的谱号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同声部过多的加线， 加线越多越不便于视谱。 各
种谱号亦可连续起来使用。

（２） 谱表
记上谱号的五线谱， 叫谱表， 如高音谱表， 低音谱表， 中音谱表。

各种谱表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交替变换使用。 如从高音谱表换成低音谱表， 或从低音
谱表换成中音谱表。

各种谱表也可结合在一起， 如高、 低音谱表用弧线（直括弧、 花括弧） 连结在一起即
构成“大谱表”。

①由直线和直括弧组成的连谱号叫直连谱号。 一般用在合奏、 合唱的记谱法中。
②由直线和花括弧组成的连谱号叫花连谱号。 一般用在钢琴、 风琴、 扬琴等乐器的谱法中。

四、音的高低

1郾乐音体系、音列、音级、音名、唱名

在音乐中， 使用的有固定音高的音的总和， 叫做乐音体系。
乐音体系中的音， 按照上行或下行次序排列起来， 叫做音列。
在钢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乐音体系中所使用的音和音列。 现在最大的钢琴包括有八十

八个音高不同的音， 除此以外过高或过低的音在音乐中差不多是不用的。

ｃ１ ｃ１ ｃ１ ｃ１ ｃ１

ｃ１ ｄ１ ｅ１ ｆ１ ｇ１ ａ１ ｂ１ ｃ２ ｃ ｄ ｅ ｆ ｇ ａ ｂ ｃ１ ｃ１ ｄ１ ｅ１ ｆ１ ｇ１ ａ１ ｂ１ ｃ２

高音谱表 低音谱表 中音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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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音体系中的各音叫做音级。 音级有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两种。
乐音体系中， 七个具有独立名称的音级叫做基本音级。 钢琴上白键所发出的音是与基

本音级相符合的。
基本音级的名称是用音名和唱名两种方式来标记的。
音乐中用来表示固定音高的名称， 叫音名。 它用英文字母Ｃ、 Ｄ、 Ｅ、 Ｆ、 Ｇ、 Ａ、 Ｂ来标

记。 它在键盘上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歌唱时用来表示七个不同高度音的名称， 叫唱名， 即简谱中的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唱成ｄｏ、 ｒｅ、 ｍｉ、 ｆａ、 ｓｏｌ、 ｌａ、 ｓｉ。

钢琴上五十二个白键循环重复地使用七个基本音级名称。 两个相邻的具有同样名称的
音叫做八度。

升高或降低基本音级而得来的音， 叫做变化音级。 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用“升” 或
“＃” 来标明； 降低半音用“降” 或“ｂ” 来标明； 升高全音用“重升” 或“×” 来标明； 降
低全音用“重降” 或“ｂｂ” 来标明， 例如：

升Ｃ或＃Ｃ 降Ｃ或ｂＣ
重升Ｃ或×Ｃ 重降Ｃ或ｂｂＣ

2郾音的分组

在音乐中使用的音很多， 但基本的只有七个， 它们在音列中是循环重复的， 这些音只
是音名相同而音高不同。 为了区分音名相同而音高不相同的音， 将乐音体系中的音分成若
干组， 叫做“音组”。

字母体系： Ｃ Ｄ Ｅ Ｆ Ｇ Ａ Ｂ

唱名体系： ｄｏ ｒｅ ｍｉ ｆａ ｓｏｌ ｌａ ｓｉ

大字一组 大字组 小字组 小字一组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小字四组大字二组 小字五组

ｃ４ ｄ４ ｅ４ ｆ４ ｇ４ ａ４ ｂ４Ａ２ Ｂ２ Ｃ１ Ｄ１ Ｅ１ Ｆ１ Ｇ１ Ａ１ Ｂ１ Ｃ Ｄ Ｅ Ｆ Ｇ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ａ ｂ ｃ１ ｄ１ ｅ１ ｆ１ ｇ１ ａ１ ｂ１ ｃ２ ｄ２ ｅ２ ｆ２ ｇ２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３ ｅ３ ｆ３ ｇ３ ａ３ ｂ３ ｃ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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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列中央的一组叫做小字一组， 它的音级标记用小写字母并在上方加数字１表示， 如
ｃ１（中央Ｃ）、 ｄ１、 ｅ１等。

比小字一组高的组顺次定名为：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小字四组、 小字五组。
小字二组的标记用小写字母并在右上方加数字２来表示， 如ｃ２、 ｄ２、 ｃ２等。 其他各组依次类推。
比小字一组低的组， 依次定名为小字组、 大字组、 大字一组及大字二组。
小字组各音的标记用不带数字的小写字母来表示， 如ｃ、 ｄ、 ｅ等。
大字组用不带数字的大写字母来标记， 如Ｃ、 Ｄ、 Ｅ等。
大字一组用大写字母并在右下方加数字１来标明， 如Ｃ１、 Ｄ１、 Ｅ１等。
大字二组用大写字母并在右下方加数字２来标明， 如Ａ２、 Ｂ２等。

3郾十二平均律、半音、全音、等音

乐音体系中各音的绝对准确高度及其相互关系叫做音律。 音律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发
展中形成的， 并成为确定调式音高的基础。

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是“十二平均律”。 将八度分成十二个均等的部分（半音）
的音律叫做“十二平均律”。

半音是十二平均律组织中最小的音高距离。 两音间的距离等于两个半音的叫做全音。
八度内包括十二个半音， 也就是六个全音。

在音列的基本音级中间， 除了Ｅ到Ｆ、 Ｂ到Ｃ是半音外， 其余相邻两音间的距离都是全音。
在钢琴上， 相邻的两个键（包括黑键）都构成半音， 隔开一个琴键的两个音则都构成全音。
由两个相邻的音级构成的半音或全音叫做自然半音或自然全音。 它们可以由基本音级

形成， 也可以由变化音级形成， 或由基本音级与变化音级形成。 如：
自然半音： ｅ－ｆ、 ＃ｅ－＃ｆ、 ＃ｇ－ａ、 ａ－ｂｂ、 ＃ｆ－ｇ等；
自然全音： ｃ－ｄ、 ＃ｃ－＃ｄ、 ｅ－＃ｆ、 ｂｂ－ｃ、 ｂａ－ｂｂ等。
由同一音级的两种不同形式所构成的半音， 叫变化半音。 变化半音可以由基本音级和

变化音级形成， 也可以由变化音级形成。 如：
Ｃ－＃Ｃ、 ｄ－ｂｄ、 ＃Ｃ－×Ｃ、 ｂｂｂ－ｂｂ等。
由同一音级的两种不同形式或隔开一个音级所构成的全音， 叫做变化全音。 变化全音

可以由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形成， 也可以由变化音级与变化音级形成。 如：
Ｃ－×Ｃ、 ｂ－ｂｂｂ、 ｂｅ－＃ｅ、 ＃ｃ－ｂｅ等；
自然半音和变化半音、 自然全音和变化全音， 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半音和全音， 不

应混为一体。
音高相同而意义和记法不同的音， 叫等音。
等音是根据十二平均律而来的， 因为只有在半音相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等音。
除去＃Ｇ和ｂＡ两个音级外， 其他每个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都可能有两个等音， 连它本来

的共有三个。 而ｂＡ和＃Ｇ只有一个等音， 连它本身共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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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的长短

1郾音符、休止符及其时值

音符是用于记录不同长短音的进行的符号， 由符头、 符干、 符尾三部分构成。

音乐中所有的音， 其“长度” 有种种不同。 长度不同的音， 用不同符头和符尾的“音
符” 标记出来。 这种音符分别叫做“全音符”、 “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等。 音符以全
音符为基础， 依次以二等分的方式， 分为各种音符， 即把全音符分为两个二分音符， 把二
分音符分为两个四分音符（以下类推）， 用以标记长度依次减半的各种音的时值。 音符的时
值是根据拍号来定的， 如： ４／４拍子， 则全音符为四拍， 二分音符为两拍， 四分音符为一拍等。

＃Ｃ
ｂＤ
×Ｂ

＃Ｄ
ｂＥ
ｂｂＦ

＃Ｆ
ｂＧ
×Ｅ

＃Ｇ
ｂＡ

＃Ａ
ｂＢ
ｂｂＣ

Ｃ
＃Ｂ

ｂｂＤ

Ｄ
×Ｃ
ｂｂＥ

Ｅ
×Ｄ
ｂＦ

Ｆ
＃Ｅ

ｂｂＧ

Ｇ
×Ｆ

ｂｂＡ

Ａ
×Ｇ
ｂｂＢ

Ｂ
×Ａ
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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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谱时， 音符的符尾可以向上或向下， 可以分开， 也可以在拍内联结起来。
音符可以用“附点” 来增加其长度。 附点表示增加原音符的一半的长度。 如二分音符

加附点等于二分音符加一个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加附点等于四分音符加一个八分音符， 其
余依此类推。

音符偶尔也用“复附点”， 即有附点后面再加附点。 第二附点表示增加第一附点的一半
的长度。

附点音符的符头若在五线谱的间内， 附点写在符头的旁边， 若在线上， 附点则写在线
的上面或下面。

休止符是表示音与音之间的休止、 间断的时间符号， 这时声音停止， 但是音乐仍按原
节奏在进行。 休止符的时值与相应的音符的时值相同。

休止符也可以用“附点” 来增加其休止长度。 附点表示增加休止符的一半休止长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音符

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三十二分音符

六十四分音符

全休止符

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

十六分休止符

三十二分休止符

六十四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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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值划分的特殊类型

音符或休止符的时值是一个相对的数值， 它表示了在一段乐曲中各个音的长度的相互
关系。 至于每个音符的绝对长度， 可以用速度记号说明（如中速、 快速、 较快……） 来加
以控制。

＝ １２０ 表示四分音符的长度是１／１２０分钟。
＝ ８０ 表示二分音符的长度是１／８０分钟。

六、节奏与节拍

1郾节奏、节奏型

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 叫做节奏。 它是音乐中赋予生命的要素。 节奏赋予声音的
混沌体以生命力。 没有节奏， 音乐就不能表露出活力； 有了节奏就有了强弱关系， 音的行
列才能产生丰富的生命力。

在整个乐曲或乐曲的部分中， 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叫做节奏型。
节奏型在音乐表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是节奏型本身就可以说明乐曲的某些类别，

如圆舞曲、 进行曲等。 但在创造音乐形象时单是一个节奏型是不够的， 它还必须和其他音
乐要素结合起来才行。

2郾节拍、拍子、小节

和周围的音相比， 在音的强度上比较突出的音， 叫做重音。
有重音的及无重音的同样时间片断有规律地循环出现， 叫做节拍。 节拍是用强弱关系

来组织音乐的。
构成节拍的每一时间片断， 称为一个单位拍。 有重音的单位拍叫做强拍， 无重音的单

位拍叫做弱拍。
在音乐中， 将强拍与弱拍用固定的音符来代表， 称为拍子。 用以表示不同拍子的符号

叫做拍号。 拍号用分数形式标记。 分子表示每小节中单位拍的数目， 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
符时值， 即表示以几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几拍。 拍号一般记在谱号和调号的后面。 如：

在乐曲中， 由一个强拍到次一个强拍之间的部分叫做小节。
穿过五线谱使小节彼此分开的垂直线， 叫做小节线。 小节线写在强谱前， 作为强拍的标记。
标记在乐曲明显分段的地方或在乐曲终了处的双小节线（复纵线） 叫做终止线。

２
４

３
４ 等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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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或乐曲中的某一段由弱拍或强拍的弱部分开始， 叫做弱起小节。 弱起小节叫做不
完全小节， 它往往和乐曲中的某一段的最后一小节合成一个完全小节。

3郾拍子的种类及其音值组合法

（１） 单拍子及其音值组合法
每小节有两个或三个单位拍的节子叫做单拍子。

把小节中的音符按照节拍的结构划分成音群， 叫做组合法。 使用组合法的目的是为了
便于视谱和易于辨认各种节奏型。

单拍子的音值组合法：
①基本单位拍之间应该用不连结的符尾彼此分开， 在单拍子中有几个单位拍就有几个

音群。 假使单位拍的音值少于四分音符， 那么在节奏不复杂的情况下， 往往用共同的符尾
把小节中的所有单位拍连结起来。 为了清晰起见， 第二条、 第三条的符尾可根据单位拍分开。

小节 小节 小节

小节线 小节线 小节线

． ．

２
４ ．

２
２

２
４

２
８

３
２

３
４

３
８

２
２

２
４

３
４
３
８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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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节奏划分比较繁琐的情况下， 每个主要的音群可以再分成两个或四个相等的附属
音群， 第一条符尾可不分开。

③包括全小节的音值， 用一个音符记写， 不遵守单位拍彼此分开的原则。

④休止符也按照组合法的规则来组合， 但连线不用此规则。 整小节的休止， 用全休止
符记写。

⑤为了记谱简单明了， 附点音符可以不遵守每个单位拍必须分开的原则。

假使单位拍中不止一个音符， 而最后一个音符带有附点并占有下一拍的时间， 这样的
附点因其明显性不够而不用。

（２） 复拍子及其音值组合法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类型单拍子所组成的拍子叫做复拍子。 复拍子中的重音数目与

合成复拍子的单拍子的数目相同。
在复拍子中， 第一个重音较后面的重音强， 因而叫做强拍， 其他带重音的单位拍叫做

次强拍。
因为单拍子有两拍和三拍之分， 所以复拍子也分为两类：
①由两拍的单拍子组成的复拍子。

２
４
３
４ ．

２
２

２
４

２
８

３
４

３
２

３
８． ． ．

．
２
２ ⌒

．
２
４ ⌒

２
２
２
４

写成

写成

２
２ ．

２
４ ．

２
８ ．

３
２ ．

３
４ ．

３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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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由三拍的单拍子组成的复拍子。

复拍子的音值组合法：
①合成复拍子的单拍子应彼此明显地分开， 每个单拍子则根据单拍子组合法。

②和单拍子一样， 包括全小节的音值， 用一个音符记写。

九个单位拍的复拍子不能用一个音符来代表。
（３） 混合拍子及其音值组合法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的单拍子所组成的拍子叫做混合拍子。
①五个单位拍的混合拍子。

４
４

４
８

少见 少见

９
４

９
８

９
１６

６
４

６
８

６
１６

１２
８

１２
１６

９
８ ． ． ． ．

１２
８ ． ． ．

４
４ ．

６
８ ． ． ． ⌒

６
４ ． ． ． ． ⌒

．

４
４

６
４

６
８

１２
８

４
８．． ．

12-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第
一
章

基
础
乐
理

②七个单位拍的混合拍子。

③其他类别的混合拍子。

混合拍的组合次序有以下三种标记法：
①用虚线， 即在小节中用虚线将不同的单拍子隔开。

②用括弧中的拍号， 即在拍号的后面加记括弧。

③用连线连结音符。

混合拍子的音值组合法是使所有的单拍子彼此分开， 其中单拍子则根据单拍子的音值
组合法进行组合。

（４） 变换拍子、 自由拍子、 一拍子
在乐曲中各种拍子的交替出现， 叫做变换拍子。
变换拍子的变换可能是有规律地循环出现， 也可能是不规律地循环出现。 正规循环的变

换拍子， 用并列的拍号一次标明； 不正规循环的变换拍子， 则在乐曲开始变换前加以标明。

５
４

５
８

或 或

７
４

或 或

１１
４

１１
４

或

７
４

５
４ 穴 雪３

４
２
４＋

５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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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的重音及单位拍的时值都不是非常明显固定的， 而是由表演者根据乐曲的内容和
个人的体会自由处理的， 叫做自由拍子， 也叫做“散拍子”。

自由拍子一般不记拍号， 有时用“廾” 来标记， 或标记“速度自由”、 “节奏自由” 等
速度术语。

一拍子是一种特殊的拍子， 每小节只有一拍， 并只有强拍而无弱拍， 速度一般较快。
一拍子在一般歌曲中很少使用， 只是在变换拍子中偶尔出现， 在我国戏曲音乐中较为

常见， 如京剧中的“快板”、 “垛板”、 “流水” 等均属一拍子。
（５） 声乐曲中的音值组合法
声乐曲由于歌词的关系， 与一般的音值组合法略有不同。
①一字一音时， 音符符尾彼此分开， 不与其他音符组合在一起。

②一字数音时， 按音值组合法的一般规则进行组合， 并用连线把配一个字的数个音符
都连接起来。

（６） 中国民族音乐中的“板” 和“眼”
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 是用“板” 和“眼” 来标记拍子的。 “板” 表示强拍， “眼”

表示弱拍和次强拍。 例如二拍子叫做一板一眼， 三拍子叫做一板二眼， 四拍子叫做一板三眼，
另外八拍子叫做加赠板一板三眼， 一拍子叫做有板无眼。 眼又分头眼、 二眼、 中眼、 末眼等。

（７） 节奏划分的特殊形式———连音符

２
４

我 是 一 个 兵， 来 自老百 姓，
． ．

ｃ ． ．
．

船到江 心 不 哪拢 岸，

眼望 青 山 哭 一 哟 场

４
４

３
４

．穴

４
８

３
８ ．

４
８

５
８ 穴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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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

＝ ＝
９

在音乐中， 将一音符的时值用自由均分来代替音符的基本划分， 叫做连音符。 常见的
连音符有三连音、 五连音、 六连音、 七连音、 九连音、 二连音、 四连音等。

①三连音
将单纯音符划分为均等的三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两部分， 叫做三连音。

②五连音、 六连音、 七连音
将单纯音符划分为均等的五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叫做五连音。

将单纯音符划分为均等的六部分或七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叫做六连音或七连音。

③九连音
将单纯音符划分均等的九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八部分， 称为九连音。

５

５

＝

＝

＝

＝

６

６

７

７

＝ ＝

＝ ＝

＝ ＝

＝ ＝

３

＝ ＝

＝ ＝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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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二连音、 四连音
将附点音符划分为均等的三部分或四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三部分， 称为二连音或四连音。

一切基本划分不可能划分的等分， 都可用音符均分的特殊形式来代替。 由以上可知，
音符均分的特殊形式， 一般用来代替邻近的基本部分的少的部分， 如三连音代替基本划分
的两部分， 五连音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 唯独二连音例外， 它代替基本划分的三部分。

（８） 切分音
从弱拍或强拍的弱部分开始， 并把下一强拍或弱拍的强部分持续在内的音， 叫做切分

音。 切分音开始往往带有重音， 因此切分重音和节拍重音是有矛盾的。 它是一种改变拍子
强弱规律的特殊节奏。

切分音的记谱通常有两种：
①小节内或单位拍内的切分音。

②跨小节或跨单位拍的切分音（用连线来记写）。

２
． ．

２

４
．

．

＝ ＝ ＝ ＝

＝ ＝ ．

＝ ＝

４

４

＝ ＝

＝ ＝ ．

切分音

．

切分音 切分音切分音

切分音

．

切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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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音乐中的常用记号

1郾省略记号

（１） 移动八度记号
用８……记在五线谱的上面， 表示虚线范围以内的音移高八度； 用８……记在五线谱的

下面， 表示移低八度。
（２） 重复八度记号
用数字８记在音符的上面或下面， 表示该音要高八度或低八度重复。 假如在较长的时间

内重复八度时， 则用“Ｃｏｎ８……” 记在音符的上面或下面， 则表示虚线以内的音要高八度
或低八度重复。

１．记法 奏法
Ｃｏｎ ８

２
４

１．记法 奏法
８

２．记法 奏法

８

８８８

８ ８ ８

８
记法 奏法

８

%
o
D
o
w

２
４

２
４

２．记法 奏法

Ｃｏ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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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震音记号
表示一个音或一个和弦， 两个音或两个和弦迅速均匀地交替。 用斜线标记。 斜线的数

目和符尾的数目相同。
一个音或一个和弦迅速均匀地交替时， 斜线的记法如下： 全音符的震音， 音符在三线

以上， 斜线记在三线以下， 反之则在三线以上； 比全音符小的震音， 斜线横穿符干， 如果
符干带有符尾， 斜线则和符尾平行， 这时计算斜线的数目应包括符尾的数目。 震音的总时
值与音符的时值相等。

两音或两个和弦迅速均匀地交替时， 斜线记在两个音或两个和弦之间靠近写符尾的地
方。 震音的总时值等于两个音或两个和弦中的一个。

（４） 长休止记号
在五线谱的第三线上记以长休止符， 并写出所要休止的小节数。

１．记法 奏法 ２．记法 奏法

．

３．记法 奏法 ４．记法 奏法 ５．记法 奏法

押

６．记法 奏法

１．记法 奏法 ２．记法 奏法

押 ．

３．记法 奏法 ４．记法 奏法

４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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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反复记号
乐曲部分或全部重复时， 可使用反复记号。
乐曲中某一旋律音型重复时， 用斜线表示， 斜线的数目与音符的符尾数目相同。

乐曲中一次或多次重复某一小节时， 用记号 ∥ 或 ／ 表示。 该记号记在两小节之间的
小节线上， 则表示前面两小节的旋律型再重复一次。

乐曲中较大的重复， 用反复记号“∶ ∶ ” 表示。

如果乐曲是从头重复， 则前面的“∶” 记号可省去， 假如重复时结尾不同， 可用记号
１． 、 ２． 来标明。 第一次唱 １． ， 第二次略去 １． 唱 ２． 。

∥∥∥

１．记法 奏法 ２．记法 奏法

·
·

·
·

２
４ ．． ．． ．．

１．记法 奏法 ２．记法 奏法

．．

３．记法 奏法

Ｌｅｎｔｏ优美、抒情地

２
４ 押

．

押
．

２
４ 押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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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乐曲是三部分组成， 而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重复， 那么可以不记第三部分而在
第二部分结尾处写上Ｄ、 Ｃ（从头反复）， 并在第一部分结束处记上“Ｆｉｎｅ” 或“曲终”， 表
示乐曲的结束。 有时也用记在双纵线上的延长号（·） 来表明。 如果重复不是从头开始，
那么在第一部分开始重复处记上“·Ｓ·” 记号， 在第二部分结束处写上“Ｄ郾Ｓ郾” （从记号开
始反复） 或记一“·Ｓ·” 亦可。

假如重复部分后面有一个相当大的结尾， 则通常在进入结尾的地方， 及结尾的地方注
一 记号， 并注明“从头奏至处接结尾” 或“从·Ｓ·奏至 处接结尾” 等字样。

2郾增长音值的补充记号

在记谱法中， 除了应用基本音符时值以外， 还应用其他的一些增长音值的符号。
（１） 延音线
用在音高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 表示它们要唱成一个音， 它的长度等于这些音

符的总和。

在单声部音乐中， 连线永远写在和符干相反的方向。 假使一行五线谱上记有两个声部
时， 则高音声部连线朝上弯； 要是多于两个声部时， 连线则分写在两边。

）

押 押 押 押

１．

Ｆｉｎｅ． Ｄ．Ｃ．

２．

Ｆｉｎｅ． Ｄ．Ｓ．

Ｓ． ．

押 押

２
４

１． 结尾

押 押

从头奏至 然后接结尾

２
４

２． 结尾Ｓ． ．

押 押

从 奏至 然后接结尾Ｓ．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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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延长号
延长号是在半圆形中间加一圆点， 在单声部乐曲中它写在音符和休止符的上面， 表示

按作品的风格、 演奏者的意图可自由地增长音符或休止符的时值。 在多声部音乐中延长号
也可以记在音符或休止符的下面。

延长号也可以记在小节线上， 表示小节之间的片刻休止； 记在双纵线上的延长号则表
示乐曲的结束或告一段落。

3郾演奏、演唱的辅助记号

（１） 连音记号
连音记号是用连线来标记， 表示连线内的不同音高的音要奏（唱） 得连贯， 连音奏法

的连线大都记在五线谱的上面， 很少记在下面。

．
稍慢

． ． ．

． ．

４
４

．．
．

．
．

．

．
． ．

．
．

．
．

%
o
D
o
w

Ｃ

Ｃ

ｍｐ

ｃｏｍｍｏｄ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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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断音记号
断音记号有三种， 分别以圆点（·）、 三角（ ） 及圆点加弧线（……） 来标记， 表示

某些音或和弦要断续地弹奏。 在单声部音乐中， 断音记号通常记在符头那边。 在一行五线
谱上记有两个声部并不用相同的符干时， 则分别记在相反的方向。

（３） 保持音记号
保持音记号有两种： 一种是用短横线来表示， 一种是用短横线加圆点来表示。 前者表示

该音稍强奏并充分保持该音的时值， 后者表示该音稍强奏， 同时各音稍分离。 保持音记号和
断音记号一样， 在单声部音乐中通常记在符头那边， 在多声部音乐中也可以记在相反的方向。

▲

%
o
D
o
w

．

． ．

１．记法 奏法 ２．记法 奏法 ３．记法 奏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o
D
o
w

ｆ

ｆ

ｚ．

%
o
D
o
w

．

．

ｍｆ

ｍａｒｓａｔｏ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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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滑音记号
滑音有上滑音和下滑音两种。
上滑音用“ ” 或“ ” 记号来标记。 表示从有滑音记号的音向上滑唱三度至五度。
下滑音用“ ” 或“ ” 记号来标记。 表示从有滑音记号的音向下滑唱三度至五度。

（５） 琶音记号
将和弦中各音由下而上很快地分散弹奏叫做琶音奏法， 用垂直的曲线放在和弦之前来

标记。

（６） 装饰音记号
用来装饰旋律的小音符及某些旋律型的特别记号， 叫做装饰音。
装饰音大部分是由时值较短的辅助音（和主要音相距二度的音） 构成的。 演奏时它们

的时值算在被装饰的音的时值之内， 或算在它前面的音符的时值之内。 在记谱上它们不占
基本拍子总时值的时间。

①倚音
用小的八分音符或十六分音符， 标记在主要音的左上方或右上方， 叫倚音。 它一般不

带重音， 唱奏时音值要短， 其时值占用主要音或前面音的时间。 倚音可分为前倚音、 后倚
音、 单倚音、 复倚音。

．
．

押

%
o
D
o
w

２
４

２
４

ｍｐ

． ．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 ＝ ８４广阔地 歌颂地

．．． ．．．

４
４ 押

Ｌｅｎｔａｍｅｎｔｏ 亲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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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波音
由主要音和其上方或下方邻音迅速交替， 然后紧接主要音叫波音。 有顺波音（上波

音）， 逆波音（下波音） 两种。 顺波音用“ ” 标记， 逆波音用“ ” 标记。

③回音
回音是由四个或五个音组成的旋律型。 有顺回音、 逆回音两种。 顺回音用“ ” 标记，

逆回音用“ ” 标记。 多用于器乐演奏中。
回音记号可记在音符上， 也可记在两个音符之间。 回音记号的上方和下方还可加变音

记号， 用来表示邻音的升高或降低。

２
４

勇敢前进地

． ． ． ． ．．

．
．

记谱：

奏法：

． ． ． ．

１． ２．

记谱 奏法 记谱 奏法

３． ４．

３ ５ ３

３ ５ ３
记谱 奏法 记谱 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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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颤音
颤音是由主要音和它上方助音快速而均匀地交替而形成的， 用记号ｔｒ或ｔｒ 来表示，

放在音符的上方。 颤音的结尾， 往往用回音结束， 但也有用别种方法结尾的。
由主要音开始：

由上方助音开始：

由下方助音开始：

4郾变音记号

用来表示升高或降低基本音级的记号叫做变音记号。
变音记号有五种：
①升记号（ ）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
②降记号（ ）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半音。
③重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④重降记号（ ）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两个半音（一个全音）。
⑤还原记号（） 表示将已经升高或降低的音还原。
记在谱号后面的变音记号叫做调号， 在未改变新调之前， 它对音列中所有同音名的音

都生效。

记谱 奏法 记谱 奏法 记谱 奏法

５． ６． ７．

８．

３ ３

记谱 奏法

ｔｒ

５记谱 奏法

ｔｒ

记谱 奏法

记谱 奏法

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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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郾速度记号

标记音乐进行快慢的记号， 叫速度记号。 它一般用文字标记， 记在乐曲开端第一行曲
谱的左上角。

速度基本上分三类： 慢速（每分钟４０～６０拍）， 中速（每分钟６０～９６拍） 和快速（每分钟
９６～２２８拍）。

慢速： Ｌａｒｇｏ 广板
Ｌｅｎｔｏ 慢板
Ａｄａｇｉｏ 柔板
Ｇｒａｖｅ 壮板

中速： Ａｎｄａｎｔｅ 行板
Ａｎｄａｎｔｉｎｏ 小行板， 较行板稍快一些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 中板
Ａｌｌｅｇｒｅｔｔｏ 小快板、 活泼

快速： Ａｌｌｅｇｒｏ 快板
Ｖｉｖｏ 快速有生气
Ｐｒｅｓｔｏ 急板
Ｐｒｅｓｔｉｓｓｉｍｏ 最急板

音乐中的速度要加快或减慢时， 可用以下标记：
减慢速度： ｒｉｔｅｎｕｔｏ（ｒｉｔ） 渐慢

ｒｉｔｅｎ 转慢
ａｌｌａｒｇａｎｄｏ（ａｌｌｇｒｇ） 渐慢渐强
Ｓｍｏｒｚａｎｄｏ 渐慢渐弱
Ｐｏｃｏ ｍｅｎｏｍｏｓｓｏ 稍慢
ｄｏｐｐｉａ ｌｕｎｇｈｅｚｚａ ｄｉ ｔｅｍｐｏ 慢一倍

加快速度：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ｎｄｏ（ａｃｃｅｌ） 渐快
Ｓｔｒｅｔｔｏ 紧缩
Ｐｏｃｏ 稍快
Ｐｉù 转快
ｄｏｐｐｉｏ 快一倍
ｌｅｎｔｏ 慢起渐快

使乐曲恢复原速时， 采用下列记号：
ａ ｔｅｍｐｏ 恢复原速
ｔｅｍｐｏ ｐｒｉｍｏ 恢复最初速度
Ｉ＇ ｉｓｔｅｓｓｏ ｔｅｍｐｏ 同样的速度（用于变更拍子）

当乐曲的速度较自由时则用ｔｅｍｐｏ ｒｕｂａｔｏ来表示。
以上速度标记只能大致地表明乐曲的速度， 要准确地标明音乐的速度一般用以下标记

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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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１２０ 或 ＝ ８４
即表示以四分音符为单位（拍）， 每分钟演奏１２０拍或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每分钟演奏

８４拍。
音乐的速度和乐曲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 速度如定得不正确， 会严重地歪曲音乐形象。

一般地说， 表现激动、 兴奋、 欢乐、 活泼的情绪用快速； 田园风格的、 比较抒情的则往往
用适中的速度； 而颂赞歌、 挽歌、 怀念、 沉痛、 深沉地、 优美地一般用慢的速度。

6郾力度记号

表示音乐中强弱程度的记号， 叫力度记号。
强记号： ｆｏｒｔｏ（ ｆ ） 强

ｍｅｚｚｏ ｆｏｒｔｅ（ｍ ｆ ） 中强
ｆｏｒｔｉｓｓｉｍｏ（ｆ ｆ ） 很强
ｆ ｆ ｆ 非常强

弱记号： ｐｉａｎｏ（ｐ） 弱
ｍｅｚｚｏ Ｐｉａｎａ（ｍｐ） 中弱
ｐｉａｎｉｓｓｍｏ（ｐｐ） 很弱
ｐｐｐ 非常弱

逐渐改变强度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ｄｏ（ ） 渐强
ｄｉｍｉｎｕｅｎｄｏ（ ） 渐弱

改变强度的：
ｓ ｆ或ｓ ｆ ｚ或 或∧ 特强
ｆ ｐ 强后转弱
ｓ ｆ ｐ 特强后转弱

力度和音乐中的其他要素一样， 在音乐表现中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应忽视的， 音乐力
度的强或弱和乐曲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利用力度的变化还可以获得鲜明的强弱对比， 从而有力地塑造音乐形象。

八、音程

1郾音程、旋律音程、和声音程

两个音级在音高上的相互关系（距离） 叫做音程。
先后唱（奏） 的两个音形成的音程叫旋律音程。
同时唱（奏） 的两个音形成的音程叫和声音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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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中下方的音叫根音， 上方的音叫冠音。

旋律音程依照它进行的方向分上行、 下行、 平行三种。

2郾音程的级数和音数

音程是用音程的级数和音数来说明的， 二者缺一不可。
音程在五线谱上所包含的线与间的数目， 叫做音程的度数。 也就是每个音级就是一度。

如相同音级是一度， 相邻音级为二度， 以此类推。
音程的度数用阿拉伯数字标记。

音程中所包含的半音或全音的数目， 叫音程的音数。

音程的音数是用分数、 整数和带分数来标记的， 如 １
２ 、 １、 １ １

２ 等。

为了区别级数相同而音数不同的音程， 还要用文字来加以说明， 如大、 小、 纯、 增、
减、 倍增、 倍减等（一度、 四度、 五度、 八度没有大小， 二度、 三度、 六度、 七度没有
纯）。 这些说明， 写在表示音程级数的前面， 如纯五度、 大六度等。

3郾自然音程和变化音程

纯音程、 大音程、 小音程、 增四度和减五度叫做自然音程。
（１） 纯一度： 音数为０的一度叫做纯一度， 如Ｃ到Ｃ， ＃Ｄ到＃Ｄ等。

（２） 小二度： 音数为 １
２ 的二度叫做小二度， 如Ｅ到Ｆ， ＃Ｆ到Ｇ等。

旋律音程 和声音程

冠音 冠音

根音 根音

２
４

平行上行 下行

平行下行 上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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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大二度： 音数为１的二度叫做大二度， 如Ｃ到Ｄ， Ｅ到＃Ｆ等。

（４） 小三度： 音数为１ １
２ 的三度叫做小三度， 如Ｅ到Ｇ， Ｆ到ｂＡ等。

（５） 大三度： 音数为２的三度叫做大三度， 如Ｃ到Ｅ， Ｄ到＃Ｆ等。

（６） 纯四度： 音数为２ １
２ 的四度叫做纯四度， 如Ｃ到Ｆ， Ｆ到ｂＢ等。

（７） 增四度： 音数为３的四度叫做增四度， 如Ｆ到Ｂ， Ｃ到＃Ｆ等。
（８） 减五度： 音数为３的五度叫做减五度， 如Ｂ到Ｆ， Ｃ到ｂＧ等。

（９） 纯五度： 音数为３ １
２ 的五度叫做纯五度， 如Ｃ到Ｇ， Ｂ到＃Ｆ等。

（１０） 小六度： 音数为４的六度叫做小六度， 如Ｅ到Ｃ， ＃Ｆ到Ｄ等。

（１１） 大六度： 音数为４ １
２ 的六度叫做大六度， 如Ｃ到Ａ， ＃Ｄ到＃Ｂ等。

（１２） 小七度： 音数为５的七度叫做小七度， 如Ｇ到Ｆ， Ｃ到ｂＢ等。

（１３） 大七度： 音数为５ １
２ 的七度叫做大七度， 如Ｃ到Ｂ， Ｄ到＃Ｃ等。

（１４） 纯八度： 音数为６的八度叫做纯八度， 如Ｃ１到Ｃ２， Ｄ到ｄ等。
增四度和减五度， 由于它们包含着三个全音， 故又称三全音或三整音。
以上这些音程（纯音程、 大音程、 小音程及三全音） 在音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音

乐史方面来说， 它们产生在其他音程之前， 因而被称为基本音程。
下面是由Ｃ向上构成的自然音程的一览表：

自然音程可以由任何音级开始， 向上或向下构成。
一切增减音程（增四度、 减五度除外） 和倍增、 减倍音程， 都叫做变化音程。
变化音程是由自然音程变化而来的。
将冠音升高或将根音降低， 可使音程数增加， 反之将冠音降低或将根音升高， 则可使

音程音数减少。
级数相同而音数不同的音程， 其相互关系如下：
大音程和纯音程增大变化半音时， 成为增音程。

度数
种类

音数

一度
纯

０

二度
小 大
１
２ １

三度
小 大

１ １
２ ２

四度
纯 增

２ １
２ ３

五度
减 纯

３ １
２３

六度
小 大

４ １
２４

七度
小 大

５ １
２５

八度
纯

６

大二度 增二度 纯四度 增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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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音程和纯音程减少变化半音时， 成为减音程， 但减一度不可能， 因为一度音程不管
作何变动， 都只能使音程的音数增加。

小音程增大变化半音， 成为大音程， 大音程减少变化半音， 成为小音程。

增音程增大变化半音成倍增音程， 最常用的倍增音程有倍增一度， 倍增四度， 倍增八度。

减音程减少变化半音成为倍减音程， 最常用的倍减音程有倍减五度和倍减八度。

现将级数相同而音数不同的各种音程的相互关系列表如下：

4郾单音程与复音程

不超过八度的音程叫做单音程。
超过八度的音程叫做复音程。 复音程就是单音程加上一个、 二个、 三个、 四个纯八度

而成。

小三度 减三度 纯五度 减五度

小三度 大三度 大三度 小三度

增一度 倍增一度 增四度 倍增四度 增八度 倍增八度

减五度 倍减五度 减八度 倍减八度

纯音程

大音程小音程 １
２

倍减音程 减音程１
２

１
２ 增音程 倍增音程１

２
１
２

增加半音

减少半音

穴 雪单音程二度 复音程二度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穴 雪

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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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复音程的名称就是在单音程的名称前面加上隔开几个八度而成。 如隔开一个八度
的大二度， 隔开两个八度的大二度等。

关于复音程的性质（大、 小、 增、 减、 纯等）， 则按照单音程的名称而不变。

5郾音程的转位

音程的根音和冠音相互颠倒， 叫做音程转位。
音程转位可以在一个八度内进行， 也可以超过八度。 音程转位时可以移动根音或冠音，

也可以根音冠音一齐移动。

音程转位时有下列规律：
（１） 所有音程分为两组， 它们是可以相互颠倒的。

可以颠倒的音程总和是９， 因此若要知道某一音程转位后成几度音程， 便可以从９中减
去原来音程的级数。 例如： 七度（７） 转位后（９－７＝２） 成二度， 其他依此类推。

（２） 除了纯音程外， 其他音程转位后都成为相反的音程。
纯音程转位后成为纯音程。
大音程转位后成为小音程。
小音程转位后成为大音程。
增音程转位后成为减音程， 但增八度转位后不是减一度， 而是减八度。
减音程转位后成为增音程。
倍增音程转位后成为倍减音程。
倍减音程转位后成为倍增音程。

等

小二度 小九度 大三度 大十度 纯四度 纯十一度 增四度 增十一度 减五度 减十二度

单音程 复音程 单音程 复音程 单音程 复音程 单音程 复音程 单音程 复音程

原来的音程：

转位后的音程：

１ ２ ３ ４

８ ７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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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郾等音程

两个音程孤立起来听时， 具有同样的声音效果， 但在乐曲中的意义和写法不同， 这样
的音程叫做等音程。

等音程是由于等音变化而产生的。 它有两类：
（１） 音程中的两个音不因为等音变化而更改音程的级数。

（２） 由于等音变化而更改音程的级数： （见第３１页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 每个自然音程（三全音除外）， 也就是最简单的和使用最多的音程，

它们的等音程是某种增减音程。

7郾协和音程与不协和音程

音程的协和性是指音程的融合性与和谐性。 音程可分为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
听觉上悦耳、 融合的音程， 叫协和音程。 它可分为三类：
（１） 极完全协和音程： 就是声音完全合一的纯一度和几乎完全合一的纯八度。
（２） 完全协和音程： 就是声音相当融合的纯四度和纯五度。
（３） 不完全协和音程： 就是声音不完全融合的大、 小三度和大、 小六度。
听起来比较刺耳， 彼此不很融合的音程叫做不协和音程。 大小二度， 大小七度及所有

的增减音程、 倍增、 倍减音程都属于不协和音程。
协和音程转位后仍为协和音程， 不协和音程转位后仍为不协和音程。

8郾各种音程表现的感情色彩

孤立的一个音、 一个和弦是不能表示什么音乐思想的， 但两个音结合在一起， 在一定
的节奏和音色中， 都能表现出一定的情感。 因此音程是音乐表现的基本要素之一。

纯音程有一种纯粹的、 明彻的、 开朗的、 温和的性质； 大音程正如字义所示， 强健有
力； 小音程由缩压别的音程而成， 有相当的压抑、 怯懦、 忧郁的性质， 适用于在阴沉忧伤
的乐句上； 增音程有扩张、 紧张的性质， 给乐思的运行以紧迫急促之感； 减音程有最显著
的悲哀忧郁的性质， 因此常给音乐的画面染上戏剧性的或几乎悲剧性的色彩。

纯一度 纯八度 小二度 大七度 大二度 小七度 小三度 大六度

大三度 小六度 纯四度 纯五度 增四度 减五度 增八度 减八度

小二度＝小二度 小三度＝小三度 纯四度＝纯四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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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二

增一

减三

增二

减四

增三

减五

增四

减六

增五

减七

增六

减八

增七、减九

纯一

小二

大二

小三

大三

纯四

增四

减五

纯五

小六

大六

小七

大七

纯八

音数 自然音程 增减音程

０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３

３

３ １
２

４

４ １
２

５

５ １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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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调、调式音阶和调性

在音乐中， 一个孤立的音或和弦， 是无法塑造音乐形象的， 但许多个彼此毫无关系的
音， 同样也难于表现音乐思想。 在音乐中所使用的音总是按照一定的关系连结在一起。

1郾调式、音阶、调式音级

按照一定关系连结在一起的许多音（一般不超过七个） 组成一个体系， 并以一个音为
中心（主音）， 这个体系就叫做“调式”。

调式中的音， 按照高低次序（上行或下行）， 由主音到主音排列起来就叫做音阶。
调式中组成音阶的各音叫做调式音级， 音阶中每一音级按顺序用罗马数字标记。

调式音级是按照一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音级都具有特定的意义。 第Ⅰ、 Ⅲ、
Ⅴ这三个音级具有稳定感， 叫做稳定音级（正音级）。 其中最稳定的， 具有中心作用的是第
Ⅰ级， 它便是主音。 除Ⅰ、 Ⅲ、 Ⅴ级音以外， 其他各音则具有不稳定感， 叫做不稳定音级
（副音级）。 不稳定音级具有进行到稳定音级的倾向。 不稳定音级根据其倾向性进行到稳定
音级， 叫做解决。

调是调式的音高位置。 调的名称由两部分组成， 即主音的标记和调式的标记。 例如：
以Ｃ为主音的大调式叫做Ｃ大调式。
以ａ为主音的小调式叫做ａ小调式。
调（包括主音高度和调式类别） 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叫做调性。
五线谱中， 标记在每行谱表左端、 谱号右端的用以表示乐曲所用调域和主音高度的升

降记号， 称为调号。
没有调号的调称为自然调； 标有升记号或降记号的调称为变音调。 使用调号可在全曲

中省略临时升降记号。
调号总是由同种记号构成， 或全用升号， 或全用降号。 因此， 调号可分为升种调和降

种调两种。

2郾大调式与小调式

大调式（简称为大调） 是由七个音组成的一种调式， 每个音级都有它独立的名称， 其
中稳定音合起来成为一个大三和弦， 大调式的主音和其上方第三音为具有大调色彩的大三
度音程。

主
音

上
主
音

中
音

下
属
音

属
音

下
中
音

导
音

主
音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Ⅰ

Ｃ调音阶

音级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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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式中Ⅰ、 Ⅲ、 Ⅴ为稳定音级， 其中第Ⅰ级是主音， 最稳定； Ⅱ、 Ⅳ、 Ⅵ、 Ⅶ是不
稳定音级， 其中第Ⅶ级与Ⅳ级最不稳定， 它们均有进行到邻近稳定音的倾向， 且半音关系
的倾向性最为尖锐， 如Ⅳ级进行到Ⅲ级， 第Ⅶ级进行到Ⅰ级。 调式中各音都倾向于主音。

大调式有三种形式：
（１） 自然大调： 是大调式的基本形式， 其音阶结构如下：

（２） 和声大调： 是降低自然大调中的第Ⅵ级而成的， 其音阶结构如下：

（３） 旋律大调： 在自然大调的音阶下行时， 将第Ⅵ级和Ⅶ级两个音分别降低半音， 其
音阶结构是：

小调式（小调） 和大调式一样是七个音组成的， 其中稳定音合起来成为一个小三和弦。
小调式的主音和其上方第三音为具有小调色彩的小三度音程。

小调式不稳定音级的倾向和大调式一样。 其中第Ⅱ级到第Ⅰ级和第Ⅶ级到第Ⅰ级的倾
向十分明显， 而第Ⅱ级到第Ⅲ级、 第Ⅵ级到第Ⅴ级的倾向较其他倾向的程度更为尖锐， 这
是因为它们之间的音程关系为半音的缘故。

小调式也有三种形式：
（１） 自然小调： 是小调式的基本形式， 其音阶结构如下：

Ｃ自然大调

大
二
度

大
二
度

小
二
度

大
二
度

大
二
度

大
二
度

小
二
度

Ｃ和声大调
． ．
增二度

降
Ⅵ
级

Ｃ旋律大调

降
Ⅶ
级

降
Ⅵ
级

ａ自然小调

大
二
度

小
二
度

大
二
度

大
二
度

小
二
度

大
二
度

大
二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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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和声小调： 是将自然小调的第Ⅶ级升高半音而成的。 因此和声小调的第Ⅶ级音向
主音的倾向和大调一样尖锐。 其音阶结构如下：

（３） 旋律小调： 是将自然小调的第Ⅵ级和Ⅶ级升高半音而成的。 一般多用于上行， 但
在下行时也偶尔使用。 旋律小调下行时多用自然小调的形式， 即将第Ⅵ级、 第Ⅶ级还原。
其音阶结构如下：

3郾大调各调、关系大小调、小调各调

大调式和其他调式一样， 可以在任何音级上构成， 因此除了没有升降号的Ｃ大调外， 还
包含升音的七个大调和包含降音的七个大调。

ａ和声小调 增二度

升
Ⅶ
级

ａ旋律小调

上行 下行

Ｃ大调

Ｇ大调

Ｄ大调

Ａ大调

Ｅ大调

Ｂ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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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大调

Ｆ大调

在自然形式中， 音的组织相同而调号也相同的大小调， 叫做关系大小调， 也叫做平行调。
例如：

Ｆ大调

Ｄ大调

Ａ大调

Ｅ大调

Ｂ大调

Ｃ大调

Ｇ大调

Ｃ大调 ａ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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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小调是以大调的第Ⅵ级（它的主音下方小三度） 作为主音而构成的； 反之， 关系
大调是以小调的第Ⅲ级（它的主音上方小三度） 作为主音而构成的。

已知大调有十五个调， 根据关系大小调的原理， 也可以有十五个小调：

ａ小调 自然的 和声的 旋律的

升号调
ｅ小调

ｂ小调

ｆ小调

ｃ小调

ｇ小调
× ×

ｄ小调

× ×

ａ小调
× × ×

降号调
ｄ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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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唱名法

在音乐中， 音名是固定不变的， 唱名则是根据唱名法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五线谱的唱
名法分为两种： 一种为固定唱名法， 另一种为首调唱名法。

固定唱名法是指在各种调中唱名均固定用Ｃ大调的唱法， 不随调的改变而改变， 即使加
有升、 降记号， 变化的只是音高， 唱名永远不变。 在采用固定唱名法时， 仍旧需要“调性、
调式感”。

首调唱名法是一种移动“ｄｏ” 音的视唱法， 即各调的唱名是随调的不同而移动的。 以
大音阶的首音唱作“ｄｏ”， 以小音阶的首音唱作“ｌａ”， 唱名的音高位置是不固定的。

5郾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民族调式

由五个音构成的调式叫做五声调式。 我国传统的民族五声调式， 是按照纯五度排列起
来的五个音， 这五个音用特定的名称表示， 被称为宫（ｄｏ）、 商（ｒｅ）、 角（ｍｉ）、 徵（ｓｏ）、
羽（ｌａ）。

ｇ小调

ｃ小调

ｆ小调

ｂ小调

ｅ小调

ａ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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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声调式的特点是： 相邻两音之间的音程关系只有大二度与小三度， 没有小二度音程。
这五个音每个音都可以作为主音， 因此， 五声调式有五种。 用什么音作主音， 就叫做什么
调式， 即宫调式、 徵调式、 商调式、 羽调式、 角调式。 在五声调式中， 主音同样是最稳定
的音， Ⅳ级、 Ⅴ级音稳定性较差， 但对主音有着较大的支持力， 调式中其他各音都是不稳
定音。

民族五声调式的调号和识别法， 首先应视其主音在什么音上而定的。 例如： 宫调式的
主音在Ｃ音上， 则称Ｃ宫调式； 徵调式的主音在Ｄ音上， 则称Ｄ徵调式； 其余依此类推。

此外， 我国的民族调式， 除五种五声调式以外， 还有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六声调式和
七声调式。 例如： 在宫调式中， 在角—徵小三度之间加入“清角” （Ｆａ）， 在羽—宫小三度
之间加入“变宫” （Ｓｉ）， 都变成了二度关系， 即构成七声调式。

6郾变化音与转调

（１） 变化音
旋律中的音有时加入升号（＃） 或降号（ｂ） 等， 使其原音临时升高半音或降低半音，

这种音叫做变化音。
升音的变化音， 一般以半音向上进入后面的音； 降音的变化音， 一般以半音向下进入

后面的音。 升音或降音的变化音， 有时也以半音进入原音， 或作其他音程进行。
变化音既不改变原音的音名， 也不变动调性。 把变化音的原则应用于音阶中所有的全

音之间， 结果就会产生半音阶。

宫 徵 商 羽 角

宫调式 徵调式 商调式

羽调式 角调式

宫 商 角 清角 徵 羽 变宫 宫

大二度 大二度 小二度 大二度 大二度 大二度 小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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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化音中最常用的， 在大调中是降低第六度或在小调中升高第四度。
变化音给旋律与和声赋予了可称作“色彩” 的性质。 自然音阶中七个基础的原音各自

有其特性及其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只是多少带着平淡的味道； 反之， 半音的变化则给其音
以某种感情的特质。

变化音的进行方面， 一切升高的变化音， 有上行的倾向； 降低的变化音则有下行的倾向。
（２） 转调
在音乐作品中， 由一个调（主调， 稳定的调） 进行到另一个调（副调， 不稳定的调）

叫做转调。 转调可以改变调号或不改变调号， 改变调式或不改变调式， 但在不改变调式的
情况下， 一定要改变调式的主音。

转调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通过调关系转调， 如前主音“１” 转到后调属音“５”
（即前调１＝后调５）； 稳住了前调的主音后， 再转向任意调； 通过变化音转调（如降低第六
音， 从大调转为小调）； 收束后转调。

每一个调性都具备其特点， 转调可使调性色彩起变化， 增加新鲜感和对比度等。 例如：

十、和弦

1郾和弦

在多声部音乐中，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按照三度音程的关系排列起来的音的结合， 叫
做和弦。

Ｃ大调
上行

下行

．

Ｇ大调（主调，稳定的调）

下略

Ｄ大调（副调，不稳定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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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度关系构成的和弦， 由于合乎泛音的自然规律， 音响协调丰满， 因此在多声部音
乐中广泛应用。 但在一些音乐作品中， 也可以遇到不是按三度关系构成的和弦， 这些和弦
对丰富和声的色彩有着积极的意义。

2郾三和弦

由三个音按照三度音程关系结合起来的和弦， 叫做三和弦。
在三和弦中， 下面的音叫做根音， 用数字１来表示； 中间的音叫三度音， 用数字３来表

示； 上面的音叫做五度音， 用数字５来表示。

三和弦的主要类型有：
（１） 大三和弦： 根音到三度音是大三度， 三度音到五度音是小三度， 根音到五度音是

纯五度。

（２） 小三和弦： 根音到三度音是小三度， 三度音到五度音是大三度， 根音到五度音是
纯五度。

较少使用的类型有：
（１） 增三和弦： 根音到三度音和三度音到五度音都是大三度， 根音到五度音是增五度。

（２） 减三和弦： 根音到三度音和三度音到五度音都是小三度， 根音到五度音是减五度。

大小三和弦都是协和和弦， 因为其中所包含的音程都是协和音程（大三度、 小三度、
纯五度）。

增减三和弦都是不协和和弦， 因为其中的减五度和增五度是不协和音程。

等 等 等

５
３
１

纯五度 小三度
大三度

纯五度 小三度
大三度

纯五度 小三度
大三度

等

纯五度
大三度
小三度

纯五度
大三度
小三度 纯五度

大三度
小三度 等

增五度
大三度
大三度

增五度
大三度
大三度

增五度
大三度
大三度 等

减五度
小三度
小三度

减五度
小三度
小三度 减五度

小三度
小三度 等

42-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第
一
章

基
础
乐
理

3郾七和弦

由四个音按照三度关系结合起来的和弦， 叫做七和弦。
七和弦下面的三个音和三和弦中的音一样， 分别叫做根音、 三度音、 五度音。 第四个

音（最高的音） 因为与根音相距七度， 故叫做七度音， 用数字７来表示。 七和弦的名称也因
此七度而得名的。

所有七和弦都是不协和和弦， 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协和的七度音程。
七和弦的名称是按照所包含的三和弦的类别及根音与七度音之间的音程关系而定名的。
常用的四种七和弦：
（１） 大小七和弦： 以大三和弦为基础， 根音到七度音为小七度的七和弦叫做大七和弦。

（２） 小小七和弦： 以小三和弦为基础， 根音到七度音是小七度的七和弦叫做小小七和弦。

（３） 减小七和弦： 以减三和弦为基础， 根音到七度音是小七度的七和弦， 叫做减小七
和弦。

（４） 减减七和弦： 以减三和弦为基础， 根音到七度音是减七度的七和弦， 叫做减减七
和弦。

除了上述较常用的四种七和弦外，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七和弦， 例如增大七和弦、 大
大七和弦、 小大七和弦等。

７
５
３
１

小七度 大三和弦 小七度 大三和弦
小七度 大三和弦 等

小七度
小三和弦

小七度 小三和弦 小七度 小三和弦 等

小七度 减三和弦
小七度 减三和弦 小七度 减三和弦

减七度 减三和弦 减七度 减三和弦 减七度 减三和弦

大七度 增三和弦 大七度 大三和弦 大七度 小三和弦

增大七和弦 大大七和弦 小大七和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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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原位和弦及转位和弦

以和弦的根音为低音的和弦， 叫做原位和弦。
以和弦的三度音、 五度音、 七度音为低音的和弦， 叫做转位和弦。

三和弦除了根音外， 还有两个音， 所以三和弦有两个转位。
以三度音为低音的三和弦叫做三和弦的第一转位， 也叫做六和弦， 用数字６来表示。
以五度音为低音的三和弦叫做三和弦的第二转位， 也叫做四六和弦。

七和弦除根音外， 还有三个音， 所以七和弦有三个转位。
以三度音为低音的七和弦叫做七和弦的第一转位， 也叫做五六和弦。
以五度音为低音的七和弦叫做七和弦的第二转位， 也叫做三四和弦。
以七度音为低音的七和弦叫做七和弦的第三转位， 也叫做二和弦。

１
５
３

３
１
５

１
５
３

７
３
１７

５

５
３
７ １ 等

１
５
３

３
１
５ １

５
３

３１ ５
１
５
３

３
１
５ １

５
３

３
１
５

６
６
４ ６

６
４ ６

６
４ ６

６
４

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 增三和弦 减三和弦

原位 转位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大小七和弦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小小七和弦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减减七和弦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减小七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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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郾构成和识别和弦的方法

构成和识别和弦的方法之一是记住和弦的音程结构， 按音程结构去构成和识别和弦。
例如， 已知大三和弦的音程结构是大三度加小三度， 那么要在Ｄ音上构成大三和弦， 便

先构成Ｄ到＃Ｆ这个大三度， 再由＃Ｆ到Ａ构成小三度便可。

构成和识别和弦的另一种方法是： 首先确定和弦的根音， 根据根音构成或找出和弦的
原位形式， 再根据原位和弦来构成或识别转位和弦。 例如， 要在Ｇ上构成小小七和弦 ， 首
先要找出和弦根音Ｅ， 在Ｅ音上构成原位小小七和弦， 再将根音移高八度， 求得Ｇ音上的小
小七和弦。

6郾等和弦

两个和弦孤立起来听时， 具有同样的声音效果， 但在音乐中意义不同， 写法也不同，
这样的和弦叫做等和弦。 等和弦和等音程一样是由于等音变化而产生的。

等和弦有两类：
（１） 和弦中的音不因为等音变化而更改音程的结构。

（２） 由于等音变化而更改和弦的结构。

7郾调式中的和弦

调式中的每个音级都可以作为根音构成的三和弦， 都以根音在调式中的级数来表示
（一般用罗马数字来标记）。 大三和弦用大写罗马数字标记； 小三和弦用小写罗马数字标记；
增三和弦用大写罗马数字右上角加“＋” 表示， 减三和弦用小写罗马数字右上角加“０” 表
示。 除此以外， 第Ⅰ级、 第Ⅴ级、 第Ⅳ级还分别以Ｔ（主）、 Ｄ（属）、 Ｓ（下属） 来标记。

在和声的表现中， 第Ⅰ级（主音）、 第Ⅴ级（属音）、 第Ⅳ级（下属音） 上的三和弦具
有重大意义， 因此这三个和弦叫做正三和弦。 其他各音级（Ⅱ、 Ⅲ、 Ⅵ、 Ⅶ） 上构成的三

５
６

＋ ＝

指定普 找出根普 构成原位和弦 转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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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叫做副三和弦。
在第Ⅴ级（属音） 上构成的七和弦叫做属七和弦（Ⅴ７）。
在第Ⅶ级（导音） 上构成的七和弦叫做导七和弦（Ⅶ７）。
属七和弦和导七和弦都是不协和和弦， 都需进行解决。
属七和弦最普通的解决法就是进行到主音三和弦。 属七和弦的解决是以不稳定音到稳

定音的倾向为根据的， 即第Ⅶ级和第Ⅱ级进行到第Ⅰ级， 第Ⅳ级进行到第Ⅲ级， 第Ⅴ级除
在原位属七和弦中进行到Ⅰ级外， 在其他三个转位属七和弦中都保持原位不动。 例如：

导七和弦的解决是进行到重复三度音的主音三和弦， 即第Ⅶ级进行到第Ⅰ级， 第Ⅱ级
和第Ⅳ级进行到第Ⅲ级， 第Ⅵ级进行到第Ⅴ级。

例如：

Ｃ大调（或小调）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

Ⅴ７ Ⅰ Ⅵ Ⅰ Ⅴ Ⅰ Ⅴ３ Ⅰ６
６
５

４
３

Ｃ大调（或小调）

穴 雪
穴 雪 穴 雪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穴 雪
穴 雪
穴 雪

穴 雪穴 雪
穴 雪

Ⅶ７ Ⅰ Ⅶ Ⅰ６ Ⅶ Ⅰ６ Ⅶ２ Ⅰ６
５

４
３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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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歌唱基础知识

声乐（歌唱） 是人们用歌声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活动。 要想比较完善地表
现歌曲的思想内容， 获得优美动听的歌声， 就必须学习歌唱的知识， 了解歌唱器官的
构造和发声的基本原理， 掌握歌唱发声的运动规律。 通过歌唱活动和其它一些辅助练
习， 来逐步掌握这方面的技能技巧， 不断提高演唱能力。

一、发声器官的组成

发声器官由呼吸器官、 喉头与声带、 共鸣器官和咬字、 吐字器官四个部分组成。
它们是歌唱发声的物质基础。

1郾呼吸器官

呼吸器官包括口、 鼻、 咽、 喉、 气管、 支气管、 肺脏以及胸腔、 横膈膜、 腹肌等。

呼吸活动是歌唱发声的动力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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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喉头与声带

喉头是一个精巧的小室， 位于颈前正中部， 由软骨、 韧带、 横纹肌和粘膜等组成。
在喉头中间有两片对称而富有弹性的筋膜， 这就是声带。 它是喉粘膜覆盖声韧带

和声带肌而成。 声带的中间称声门。
声带是歌唱的发声体， 由于这些软骨、 韧带、 肌肉等互相配合动作， 它能使声带

得到调节。 吸气时， 它能使两声带分离， 声门开启； 发声时， 它能使两声带靠拢， 声
门闭合。 声带靠拢后， 受到气息（呼气） 的冲击而振动， 就发出声音。

由于声带有肌纤维的存在，极富弹性。 所以在与呼吸密切配合的作用下，它可以调整
其长度、厚度和张力（伸长、缩短、增厚、变薄），使声音能产生高、低、强、弱的变化。

3郾共鸣器官

人体的共鸣器官主要有胸腔、 口腔和头腔三大共鸣声区。
胸腔包括喉以下的气管、 支气管和整个肺部。 口腔包括喉腔、 咽腔（喉咽腔、 口

咽腔、 鼻咽腔）、 口腔。 头腔包括鼻腔、 上颌窦、 额窦、 蝶窦等。 其中喉腔、 咽腔、 口
腔是可变动、 能够调节的共鸣腔体， 没有固定的容积； 胸腔和头腔诸窦是不可变动、
不可调节的共鸣腔体， 有固定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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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唱中， 由于音高的不同， 使用这些共鸣腔的比例就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唱
低音时主要共鸣区在胸腔； 唱中音时主要共鸣区在喉、 咽、 口腔； 唱高音时主要共鸣
区在头腔。 如果能正确地运用这些共鸣腔， 就能获得圆润、 悦耳、 丰满、 动听的歌声。
因此， 掌握好共鸣器官的运用， 是歌唱发声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4郾咬字吐字器官（发音器官）

咬字吐字器官包括唇、 舌、 牙齿和上腭（软腭和硬腭） 等。 它们是咬字吐字时出
声、 引长和归韵的器官。

以上各部分器官， 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有机地、 合理地、 能动地结合在一起，
才能发出圆润的、 有光彩的、 优美和富有乐感的歌声。 了解歌唱器官的目的， 就是为
了在歌唱时使各器官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同时组成一个完美的歌唱发声的整体。

二、歌唱时的正确姿势

歌唱时的姿势是歌唱的基本素养之一。 它主要是指身体和头部的正确姿势。 歌唱
姿势正确与否， 常常直接影响着歌唱时的歌唱方法和歌曲内容、 感情的表达。 因此，
在平时练习中和在舞台上演唱时都必须有一个良好而正确的歌唱姿势。

正确的歌唱姿势是： 身体自然端正站立， 头正、 两眼平视， 脸部表情自然、 大方。
胸部稍微向前张开， 双肩略向后展， 腹部和小腹部顺其自然， 双手自然下垂于身体两
侧， 两脚稍分开， 距离与肩同宽， 负有重心的脚略向前跨出。 坐着歌唱时， 上身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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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站立时的要求一样， 但要注意腰部挺直而不僵硬， 也不要靠在椅背上， 两脚稍分
开， 自然弯曲， 不要交叉叠起。

无论在练习或演唱时， 都不要用手、 脚打拍子， 更不能点着头打拍子。 整个歌唱
过程始终要处于精神振奋、 生气勃勃的状态。 歌曲的思想感情应力求通过面部表情和
眼神反映出来。 口型应根据歌词发音的要求自然张合。 必要时可有一点形体动作加以
辅助， 但要出于内心， 应该简练、 利落、 大方。 “情动于中而形于外”， 动作只是歌声
的辅助， 一定要做到恰到好处， 切忌在外形上故作姿态， 避免矫揉造作。

总之， 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演唱都要有一种向前向上的感觉， 要自然美观， 原则
上以不妨碍整个发声器官的正常活动为准。

三、歌唱的呼吸

歌唱时， 声带若不受肺部呼出气息的冲击， 那么声带就不可能振动而发声。 因此，
呼吸是歌唱发声的动力和基础。

古人云： “善歌者， 必先调其气”。 在歌唱中， 正确的发声、 良好的共鸣以及歌曲
思想感情的表达都是和呼吸密切相关的。 难以想像： 一个在歌唱时颈部血管暴起， 唱
每一个音符时都面孔涨红、 身体紧张， 不会调节呼出的气和控制发声器官的各个部分
的人， 他的呼吸方法会是正确的。

“只有知道怎样呼吸的人才知道歌唱”。 因此， 在学习歌唱的方法中， 必须学会掌
握好气息的运用。 如果气息不够， 较长的乐句就不能唱好； 如果缺少气息的支托， 喉
头的负担就会过重， 高音很难唱上去， 中音区也会感到吃力； 如果气息控制得不好，
声音的大小、 强弱就不能变化自如。 所以， 怎样呼吸、 运气、 控制气息， 就成为歌唱
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只有掌握好正确的呼吸方法， 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

1郾胸腹式呼吸方法

歌唱的呼吸方法有胸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 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目前一般提倡
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胸腹式呼吸方法， 是一种运用胸腔、 两肋、 横膈膜及腹肌， 共同控制气息的呼吸
方法。

这种呼吸法在我国优秀的戏曲唱法和近代欧洲美声唱法中被普遍采用。 它的主要
优点是：

①全面调动了歌唱呼吸器官的能动作用， 使胸腔、 横膈膜和腹肌互相配合， 协同
完成控制气息的任务。

②吸气时， 下降横膈膜和张开肋骨同时并用， 使胸腔全面扩大， 气息的容量大，
而且稳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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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控制气息的能力强， 呼气均匀、 有节制， 并能对气息的强弱进行调节， 使声音
的高、 低、 强、 弱的变化控制自如。

④有明显的呼吸支点， 能使音域扩展， 声音纯净， 刚柔并用， 声音统一， 符合歌
唱时声音变化的要求。

胸腹式呼吸法运用的基本环节是吸气和呼气。
（１） 吸气
吸气时， 气要吸得深一些， 而且要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完成， 不要紧张、 僵硬。 吸

气的量要根据乐句的长短和歌曲情绪的要求来决定。 吸气过多会造成紧张， 使声音失
去灵活性； 吸气过少， 会使声音失去支持力。 因此， 吸气要适量， 要留有余地， 从容
不迫， 流畅自如。 吸气时要柔和、 平稳， 避免发出声响。 用鼻子吸气合乎正常卫生，
这对喉头有保护作用， 但在演唱较快的乐句时， 也可以用口和鼻同时吸气或单独用口
来抢吸。 如“急吸急呼”， 这种快速短促的吸气， 正是歌唱中气息所需要的。 这种气息
瞬间积极地吸入， 立刻控制住并转为呼气状态， 当喉头打开， 声带振动自如， 延续地
呼气时便是唱歌的过程。 当然， 吸气的体会感觉较多， 如“闻花”： 气往往吸得自然，
柔和深入。 跑步呼吸急促而深入， 有助于体会吸气的部位等。 总之， 吸气是歌唱前一
瞬间的准备， 要吸得适当、 充分。 训练有深度的吸气， 是歌唱的重要技能技巧。

（２） 呼气
呼气时， 胸肋部分尽量保持住吸完气时的状态（即胸肋一直应处于积极的保持状

态）， 然后小腹部分有的肌肉有控制地往里“回托”， 使腹腔内的器官慢慢地逐渐向上，
膈肌中心腱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在这样有控制的运动中， 气息平稳均匀地吐出， 即
歌唱的过程。

在歌唱当中， 吸进来的气要在一瞬间控制起来， 立即转化成呼气状态（即准备发
声的气息状态）。 这种状态应保持着， 一直到又吸一口新气为止。 被控制的气应该是饱
满的， 控制气的时候人的感觉应是轻松自如的。 如果过分地控制， 会因为气息紧张而
使声音发僵、 不流畅， 甚至造成声音摇晃； 失去控制就会使声音有力竭之感。 在歌曲
的高潮， 情绪激昂、 音较高的时候， 控制好呼吸尤为重要。

演唱者能用横膈膜、 上腹肌来控制呼吸， 使气息有支点， 始终保持深呼吸的状态，
颈部、 下腭、 软腭、 舌根、 喉部， 都不会因为气的大小而僵硬， 这样声音共鸣腔体和
声音的位置才有条件得到调整。 就是在力度变化和音程跳动较大、 乐句难度大、 感情
变化剧烈的情况下， 歌声也会是自如、 饱满， 气息会“绰绰有余”， 给人以把握轻松、
自然的感觉， 以至用最少的气获得最好的声音效果。

总之， 歌唱的呼吸不是自然就会的， 要去练习。 练习气息的控制， 掌握气息的运
用， 调动一切气息的运用变化手段， 在自然、 不勉强、 不紧张、 不做作， 符合作品风
格、 内容、 音乐形象的情况下安排呼吸， 为表现歌曲的内容、 感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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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常见的呼吸问题及纠正方法

（１） 漏气
吸气后， 控制气息的能力差， 往往在出声前气已漏掉， 或气、 声同时呼出， 造成

“沙音” 或气不够用。
纠正的方法： 加强气息控制， 加强咬字， 避免漏气。
（２） 用通常说话的呼吸歌唱
这是“白声”、 “喊唱”、 “憋唱” 的根源。 这种唱法， 在遇到困难乐句或高音区

时， 喉部、 咽部及颈部肌肉就会用力帮忙， 而出现脖粗脸红的紧张状态。
纠正方法： 加强锻炼控制气息的能力， 把力量下移至两肋和腹肌， 不要追求音量，

可用闭口哼唱寻找混合共鸣， 避免紧张。
（３） 呼吸量少而不积极
表现为声音虚弱、 漂浮、 过分单薄、 没有共鸣等。 喉部用力时则表现“咩咩声”。
纠正方法： 加强“吸气” 的深度， 控制“呼气” 时体会气声结合、 声音的结实变

化， 理解气息的作用。 必要时， 专门训练大音量的方法， 锻炼“呼气” 的力量。
（４） 呼吸“僵”
原因是控制呼吸的力量和动作死板。 如控制呼吸力量过大， 肌肉失去弹性， 不能

灵活地适应歌曲旋律的变化， 通常表现为只能演唱音程跳动不大的连贯性曲调； 不能
唱节奏性强、 速度轻快、 音程跳动较大的旋律； 或虽然能唱， 但不能突出， 常把一首
朝气蓬勃的歌曲唱得死气沉沉、 无精打采。

纠正方法： 加强跳音、 华彩乐句和速度快、 节奏性强的歌曲练习加以解决。
总之， 气息不正确的原因往往是呼吸器官不积极工作， 造成其它器官的用力帮忙，

使下腭僵硬， 颈部紧张； 或控制不适当， 使气息失去灵活的弹性， 这些都是不利于歌
唱的。 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是歌唱， 就不能漫不经心地随便唱， 即使是发一个
简单的音， 也要做到情绪饱满、 有目的地体会歌声与呼吸的关系及气息的运用。 流畅、
自如、 圆润、 优美的歌声来自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呼吸的控制运用， 正确的呼吸是自然、
舒畅、 均匀、 不紧张、 不僵硬的。

3郾呼吸支点

在歌唱时， 当发出一个明亮而有力量的长音、 高音时， 就必须有平稳强劲的气息
做保证。 这时会体会到： 胸腔、 两肋和膈肌有一种向外向下的力量来控制， 而小腹又
有向内压缩的力量， 从而产生对抗的平衡； 在腰的周围产生支撑的感觉， 这就是通常
所说的“呼吸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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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歌唱的发声

1郾歌唱时发声的简单原理

当吸至肺部的气息， 由肺部经支气管、 气管呼出时， 喉头两声带自然闭合， 由于
气息对声带的冲击， 使声带振动而发声。 发声后， 音波又迅速在各共鸣腔里不断地得
到调节扩大， 最后便产生了响亮、 优美、 具有语言特征的歌唱性的声音。

2郾歌唱时的声带

歌唱时由于要发出高、 低、 强、 弱、 长、 短、 刚、 柔等不同的声音， 因而声带就
需要具有很适应歌唱时各种复杂变化的能力。

歌唱时音的高低是由于声带变化其张力、 长度和厚度所至。 声带越缩短、 变薄，
张力就越大， 发出的声音就越高； 反之， 声带越拉长、 变厚， 张力就越小， 发出的声
音就越低。

一般情况下， 歌唱时声带的变化规律如下：
唱低声区时， 声带闭合不紧， 并拉长、 较厚， 张力最小， 气流通过声门时引起声

带的全振动。
唱中声区时， 声带靠拢， 缩短、 变薄， 张力加大， 气流通过声门时引起声带的局

部振动。
唱高声区时， 声带闭紧并变得更短、 更薄， 张力也更大， 气流通过声门时只引起

声带的边缘振动。
此外， 歌唱音量的大小由呼气压力的大小和声带振幅的大小所决定。 呼气压力越

大， 声带振幅也越大， 发出的声音就越强； 呼气压力小， 声带振幅就小， 发出的声音
也就相应减弱。

3郾歌唱时的喉头

歌唱时喉头的位置应适中。 不能过高， 过高容易造成声音浅、 扁， 喉器挤吊等弊
端； 也不能过低， 过低会使声音发闷而且滞重、 不灵活， 造成发声的困难。 同时歌唱
时还应注意喉头相对稳定而不乱动（男声较容易观察）， 这样才能使咽喉壁形成坚固的
管道， 获得较好的气息支持使声带正常地工作， 发出坚定、 丰满、 悦耳的声音。

在歌唱发声时， 还应十分注意打开喉咙， 即将喉头稳定在正确的位置上， 口盖积
极向上， 舌根放松， 牙关打开， 下巴自然放下而稍向后拉。 用打哈欠的办法能帮助体
会喉咙打开的感觉。

总之， 歌唱发声时喉头位置的正确、 稳定以及喉咙（包括喉头和咽腔） 的打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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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 是学习歌唱中一个至关重要的、 不可忽视的训练步骤， 因为它们直接影
响歌唱的发声、 声音的音色和共鸣的调节等。

4郾歌唱的起声

歌唱发声时， 气息冲击声带最开始的一刹那间叫做“起声”。 起声分为激起声、 软
起声等。

（１） 激起声（硬起声）
激起声是当吸气完毕后， 胸腔维持不动、 声带先自然闭合， 然后再以恰当的气息

冲击声带使之振动发声， 这样发出来的声音结实有力。 在发声训练中， 激起声训练是
主要的， 一般也用这种方法纠正声带闭合不全、 漏气等毛病。

（２） 软起声
软起声是声带在开始闭合的动作时， 气息也同时往上送， 开声门与气息振动声带

同时进行。 这种方法气息的冲击力比“激起声” 要柔和， 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平稳。 在
发声训练中， 它经常用来纠正喉音的毛病。

（３） 舒起声
舒起声是声门先开， 然后气息再振动声带。 它的特点是先出气而后发声， 像叹气

一样。 在劳动号子中， 就常常用到这种起声法。 在发声训练中， 这种方法可用来纠正
声音过于僵硬的毛病。

5郾歌唱时的口形

根据发声的要求， 口形的姿势应上下张开成“○” 型， 这样发出的声音才会比较

集中圆润。 如果嘴巴横着打开成“○” 型， 或过宽过扁， 则容易使发出的声音“扁”
和“散”。 此外， 嘴唇不要鼓起， 以免双唇紧张发抖。

舌头一般应自然平放在下腭上， 舌尖轻抵牙根。 发不同的字音时， 口、 舌应根据
不同的位置进行调整。 歌唱时， 口自然张开， 下巴自然放松； 嘴唇要自然， 不要包紧，
也不要翘起； 舌平放在下腭上， 舌根不能僵硬或上抬或下压， 否则就会造成喉音。 软
腭随音的高低， 应适当地有所提高或降低， 但不能过分； 软腭抬得太高， 喉咽过分撑
大， 声音就会靠后， 欠明亮； 软腭降得太下， 往往只有单一的口腔共鸣， 声音就会
“散”、 “扁”。

此外， 无论发任何母音， 在其延长时一定要使口形保持其固定的状态而不任意改
变， 否则会造成音调不准、 母音失真、 音质杂乱。

嘴唇的灵活和舌头的弹性， 是发音清晰的主要关键。 因而在练习中要注意避免单
靠唇、 舌作为发声的唯一工具， 以免失去声音的共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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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歌唱时的共鸣

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而产生的。 一个物体在振动时， 它的振动频率与另一物体的
振动频率相同， 就能引起另一物体也产生振动， 这种现象叫共振。 声学中， 由于声波
作用引起的“共振” 现象就叫做“共鸣”。

歌唱的共鸣就是气流通过声带发出基音， 基音音波使口咽腔、 头腔、 胸腔等腔体
产生共振， 通过腔体的适当调节， 使声音扩大和美化， 发出宏亮、 优美的、 具有艺术
魅力的歌声。

“共鸣” 是可以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和被歌唱者控制的， 良好的共鸣会
使吐字、 声音、 情感表现增色，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郾歌唱共鸣的方法

（１） 口腔共鸣
发声时口腔自然上下打开， 笑肌微提， 下腭自然放下稍后拉， 上腭有上提的感觉。

这样， 声带发出的声波就随着气息的推送离开咽喉流畅向前， 在口腔的前上方即硬腭
前部集中反射而引起振动。 这种口腔共鸣效果明亮、 靠前， 易于和头腔取得联系， 且
可减少咽喉的负担， 起保护声带的作用。

口腔、 咽腔腔壁的坚硬程度直接关系歌唱中良好共鸣的获得。 如果腔壁较坚硬，
反射声波的作用就强， 这样就能获得较好的共鸣， 使声音明亮、 丰满； 反之， 如果腔
壁呈松软状态， 那么它不仅不能反射声波， 而且还会像海绵吸水一样， 将声波吸收，
发出细小无力、 暗淡的声音。 因此， 发声时口腔、 咽腔要适当地打开， 并保持一定的
张力， 口腔壁 、 咽腔壁的肌肉应处于积极状态， 以求获得良好的共鸣。

（２） 头腔共鸣
在口腔共鸣的基础上， 把声波在硬腭上的集中反射点稍向后移， 下腭放下， 软腭

和小舌头尽量上提（打呵欠的感觉）， 使口、 鼻、 咽腔之间的通道和空间更宽些， 声波
便沿着上腭而传送到鼻咽腔、 鼻腔和诸窦里， 引起振动。 这种共鸣效果清脆、 丰满、
富有光泽和穿透力。

（３） 胸腔共鸣
发声时， 咽喉部呈半打呵欠的状态， 下腭自然下垂， 把声波的反射点从硬腭移向

下齿背上， 使声波在喉头和气管附近引起更多的振动， 并继续传送到胸腔引起共鸣
（应防止故意把声音下压， 使咽喉部肌肉紧张造成“喉音”）。 这种共鸣效果结实、 宽厚。

2郾歌唱共鸣的运用

歌唱共鸣的运用与声区有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歌唱过程中， 三个共鸣腔体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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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主、 次分明， 又要使声音上下贯通、 相互联系、 共同参与，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了在歌唱中求得各声区音色的统一， 正确地、 合理地调节共鸣器官， 使之保持一定
程度的平衡， 我们应该在混合运用三个共鸣腔体时， 根据不同声区的特点， 对某一共
鸣腔的运用有所侧重。

（１） 唱低声区时， 要求声音低沉、 深厚， 它的主要共鸣区在胸腔， 就应增多胸腔
共鸣， 故称“胸声区”。

（２） 唱中声区时， 要求声音圆润、 流畅， 它的主要共鸣区在喉、 咽、 口腔。 因此，
就应该调节好口腔共鸣， 同时适当配合好头腔和胸腔共鸣， 故又称“混声区”。

（３） 唱高声区时， 要求声音明亮、 高亢有穿透力， 它的主要共鸣区在头腔， 就应
加强头腔共鸣， 故又称“头声区”。

在每首歌曲中， 几乎都含有高音、 中音和低音， 而且是瞬间的起动连接。 科学地
把三部分共鸣腔体有机地、 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使我们发出的高、 中、 低的每一个音
都有这三个共鸣腔体不同比例的振动， 在较好的共鸣效果下音色统一、 圆润、 有光彩、
优美而富有乐感。 只有这种良好的、 平衡的混合共鸣的声音， 才能唱出具有艺术魅力
的歌声。 因此， 口腔、 头腔、 胸腔三部分的共鸣腔体， 是不可分开的， 是有机调节混
合运用的。

六、歌唱的咬字吐字

歌唱艺术的特点是旋律和歌词两者紧密结合来表达思想感情的。 因此， 每个歌唱
者除了要具备优美动听的嗓音外， 还应掌握准确的咬字、 吐字， 使演唱达到“字正腔
圆”、 “声情并茂” 的效果。

歌唱中的咬字， 是指字头（声母） 而言， 即把字头的声母按一定的发音部位和发
音方法咬准。 吐字是指字腹（韵头、 韵腹） 和字尾（韵尾） 而言， 即把字腹的韵母，
按照不同的口形要求， 引长吐准并收清字尾。 这种将歌词中各字分成字头、 字腹、 字
尾来处理的歌唱方法， 也就是常用的“出声—咬准字头、 引长—引长字腹、 归韵—收
清字尾” 的方法。

1郾字头咬准要有力

字头（声母） 是指发音的开头部分， 它的发音主要是由于气流在口腔或咽腔中遇
到各种不同的阻碍而形成。 歌唱中字头的作用很大， 如果字头咬不准或咬错， 那么整
个字音就吐不准， 就会走样。 因此， 歌唱中字头不但是要求发音部位准确无误， 而且
要求将字头发得短促、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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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字腹延伸不变形

字腹（韵母） 是字在歌唱发音中的引长部分， 它占时值较长， 与发声的关系最密
切， 因而吐好字腹， 对歌唱的好坏起关键性的作用。 在我国民族传统唱法中， 按照字
腹中不同韵母的口形要求， 将字腹分成开、 齐、 撮、 合四类， 称“四呼”。

开口呼： 为ɑ、 ｏ、 ｅ， 发音时要求口腔打开。
齐齿呼： 为ｉ， 发音时口呈扁平形， 气息通过上下齿之间的空隙流出。
撮口呼： 为ü， 发音时唇微向前突出， 呈小圆形。
合口呼： 为ｕ， 发音时上下唇收拢呈圆形。
“四呼” 在引长字腹时运用， 口形决不能随旋律的变化而变化， 应始终保持不变。

这是保证字音清晰正确的一个重要因素。

3郾字尾收音要分明

字尾是指字的结尾部分。 在歌唱发声中， 都应把尾音收住， 才能算唱完整一个字，
否则只算唱半个字。

单韵母的字是没有字尾的， 不需要收音， 只要在元音发音完毕后， 直接转入第二
个字。

复韵母的字， 应很好地注意收音。 例如：
收ɑｉ、 ｅｉ、 ｕɑｉ、 ｕｅｉ的韵尾时， 嘴角应向两边咧开收ｉ音。
收ɑｏ、 ｏｕ、 ｉɑｏ、 ｉｏｕ的韵尾时， 双唇应向前微撮收ｕ音。
收ｎ为字尾的音时， 软腭应下降， 舌尖抵上齿龈， 阻住口腔通道， 使气流穿鼻而

过， 收ｎ音。
收ｎｇ为字尾的音时， 软腭下降， 舌根上升贴住软腭， 阻住口腔通道， 使气流穿鼻

而过， 收ｎｇ音。
字尾收音时， 要收得自然， 响度适中， 时值要做到收音即停。

4郾声调抑扬要念准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 普通话语音有四个声调， 即阴平（－）， 阳平（ ）， 上声
（ ）， 去声（）。 四声不同， 字意就不同。 其次， 由于声调的抑扬， 能增强语言的韵律
感和音乐性。 当歌唱者了解了四声的高低升降变化， 就可以把字音的语势表现得更加
清楚， 使字音更加清晰、 准确， 同时还有助于表现地方风味很强的民歌。

为了更好地掌握好声调的运用， 可用以下口诀参考练习： 阴平高高一路平， 阳平
起音往上升， 上声先降后扬起， 去声由高降低声。

总之， 歌唱的咬字吐字， 除了遵循“字头咬准要有力， 字腹延伸不变形， 字尾收
音要分明， 声调抑扬要念准” 的基本原则外， 它还与歌曲内容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以
歌曲的思想内容为准， 在咬字吐字上作相应的变化。 例如： 在唱雄伟激昂的歌曲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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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字应结实有力； 在唱抒情歌曲时， 咬字吐字应优美柔和； 在唱速度较快的歌曲时，
虽然歌词进行较快， 但也不能忽略字头和字尾， 要注意咬字的敏捷和清晰； 在唱慢速
度的歌曲时， 要注意从一个字过渡到另一个字时前字尾和后字头的衔接， 既要做到使
人听清每一个字， 又不能使字与字之间产生断裂、 割开的感觉。

学习歌唱发声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思想内容。 因此， 在练习歌唱
发声过程中， 应防止片面地追求发声的某一方面， 忽视另一方面， 应努力掌握歌唱发
声中呼吸、 发声、 共鸣、 咬字、 吐字的规律和它们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将它们有机地
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掌握歌唱发声的技能技巧，
为完整地表达歌曲的思想内容、 深入刻画人物的精神风貌、 塑造动人的艺术形象、 深
化音乐主题打下扎实的基础。

七、人声的分类

人声根据人的生理构造的特点（声带、 共鸣腔体等）、 音域的高低及音色的差异可分
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1郾女高音（Soprano）

女高音是女声演唱中音域最高的声部， 中低音区音量较弱。 随着音域逐渐增高，
音量逐步增强， 达到高音区时， 音色高亢而饱满。 女高音又可分为以下三类：

（１） 花腔女高音： 是女高音声部中音域最高最宽的， 音域最高可达ｃ３或ｆ ３， 嗓音轻
快灵活， 能演唱快速的音阶、 琶音等经过句和轻巧的跳音、 装饰音。

（２） 抒情女高音： 中音区柔和， 高音区明亮， 音域从ｃ１－ｃ３， 富有表达细致感情的
能力。

（３） 戏剧女高音： 低音响亮， 中音悦耳， 高音坚实有力， 比抒情女高音显得雄厚。

2郾女中音（Mezzo）

女中音音域a-a2， 音域介于女高音和女低音之间， 音色醇厚丰满。

3郾女低音（Alto）

女低音音域f-f2或更低， 音色雄厚、 坚实、 丰满， 但在我国较少。

4郾男高音（Tenor）

男高音是男声演唱中音域最高的声部， 音域可达c3， 音色爽朗、 嘹亮， 实际音高比
记谱低八度， 可分为以下二种：

（1） 抒情男高音： 音色明亮、 柔美， 音域为c1-c3， 富有表达细致感情的能力。
（2） 戏剧男高音： 中低音区较抒情男高音响亮， 表现力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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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郾男中音（Baritone）

男中音音域G-e， 音色宽厚有力， 适于表达豪壮刚毅的情绪。 可分为抒情男中音和
戏剧男中音， 前者音域及音色接近戏剧男高音； 后者嗓音宏亮、 丰满， 音域宽广， 富
有激情。

6郾男低音（Bass）

男低音音域Ｆ－ｃ１或更低， 音色低沉浑厚， 朴实感人。

7郾童声（Childen's%Voice）

童声是少年儿童在未变声前的嗓音， 音色与音域和女中音相似， 可分为童高音和
童低音。

八、歌唱艺术中的三种唱法

目前， 我国有美声、 民族、 通俗三种唱法， 尽管音乐界对这三种唱法的划分尚有
争议， 但这三种唱法已逐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1郾美声唱法

“美声唱法” 一词出自意大利语“Ｂｅｌ ｃａｎｔｏ”。 “ｂｅｌ” 意为优美的， “ｃａｎｔｏ” 意为
歌曲或歌唱， 所以一般译为美声唱法。

美声唱法是指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初意大利盛行的一种着重声音华彩优美、 咏叹性重
于朗诵性或戏剧效果的歌唱风格。 它最早出现在１７世纪的佛罗伦萨， 并在那个世纪传
播到意大利其它主要音乐中心城市。 歌唱艺术这种发展的形成是由于复调音乐转变为
主调音乐， 而在新风格的音乐作品里， 旋律线是由一个占优势的主要声部所唱（奏），
并用乐器或乐队进行伴奏。 在这种情况下， 杰出的器乐家和首席女高音作为独唱、 独
奏者便出现了， 他们那些华丽的歌曲、 出色的歌声， 便被人们称为“Ｂｅｌ ｃａｎｔｏ”， １９世
纪中叶， 欧洲的音乐家们开始使用了这一术语。

器乐演奏者们娴熟的技巧、 宽广的音域， 激起美声唱法的歌唱者和他们竞赛。 歌
唱者们努力发挥自己嗓音的潜在功能， 使音域达到了三个八度； 他们发展了声音的灵
巧性来歌唱快速乐句、 快速音阶； 还有， 由于对旋律的润色装饰所采用的花腔技巧，
使得美声唱法誉满全球。

美声唱法重视发声的科学性， 讲究声音的纯正， 追求声音的光彩、 力度， 发声的
通畅， 并且要求歌唱者通过对发音位置、 共鸣以及气息的掌握来形成良好的歌唱状态，
同时形成不同声部的音色特点。

“美声唱法” 的特点是： 从训练开始就严格划分声部（女高音、 女中音、 女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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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等） 并注意声部的音色特点； 要求尽可能发挥共鸣的作用，
以减轻声带的负担， 达到改善音质、 增大音量、 变化音色的目的； 发声时必须适当降
低喉头的位置， 以形成与一定声部相适应的“口咽管道” （声带上缘与嘴唇之间的通
道） 的长度， 并使声带能自由、 灵活地运动； 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 使歌唱时气
息有较深的呼吸支点； 强调建立高、 中、 低声区和统一声区， 使整个音域内的声音连
贯统一、 分寸得当； 嗓音中始终含有增强音响美感的“微颤” （Ｖｉｂｒｃｔｏ） 等。

2郾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是“民族民间唱法” 和“中西结合唱法” 的统称。 其特点是： 音色比
较明亮， 嗓音中具有一种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质朴感和亲切感， 女声中、 低声区的嗓
音有较多本嗓的成分， 一般都没有“微颤”， 即嗓音中不存在弦乐器上“揉弦” 般的效
果； 男声可以唱得很高， 但声音通常不够宽厚。

民族唱法俗称“土嗓子”， 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和文化艺术实践中形成
的。 如果说民族的演唱在解放前是唱小曲； 解放初期是唱民歌；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揉进了
戏曲； 而８０年代后则开始借鉴和揉进了美声唱法。 因此， 这种“中西结合唱法” 植根
于本民族的土壤， 在气质上、 歌唱特色上、 语言感情上有着我国的传统， 同时又博取
了美声唱法各种发声技巧之长。 它既追求声音， 又讲究表现； 既有正确的发声方法，
又有我国民族的歌唱特点。

民族唱法除了旋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生活气息外， 还特别注意语言的表现力。
在“字正腔圆” 的原则下， 以字行腔， 以情带声； 主张吐字清晰、 亲切、 行腔圆润，
注重“声情并茂”； 声音上多是真实、 明亮、 靠前的音色。 它强调演唱的风格、 韵味，
唱法上也丰富多彩，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3郾通俗唱法

随着近年来的改革开放， 通俗音乐在我国兴起了一股新的音乐潮流。 通俗唱法就
是专指这类通俗音乐的一种演唱形式。 因为它属于轻音乐流行歌曲范畴， 故也有人称
这种唱法为“流行歌曲唱法”。 它最初因受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 缺乏自己的特点与创
造。 近年来， 由于听众的鉴赏水平不断提高， 有关部门对通俗音乐进行了一定的引导，
许多作曲家又创作出大量格调清新、 内容健康、 旋律优美的新作品， 使其得到了较好、
较快的发展。 不少歌手在实践中学习和寻求更科学的发声方法， 并逐步重视民族性和
艺术性， 使通俗唱法迈上了更高的台阶。

通俗唱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 歌曲的题材和内容广泛而丰富。 它以平常生活侧面为题材， 以普通人为主体，

反映了世俗人情， 具有突出的自娱性和愉悦性， 有别于标语口号的模式。 它富有情趣、
寓意和哲理， 含蓄、 生动而朴素， 十分贴近生活。

（２） 在歌曲的体裁和风格上， 轻快活泼， 优美抒情； 节奏及音响强烈而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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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素材的运用上不拘一格， 广采博收， 综合运用。
（３） 演唱一般在自然声区进行， 用声自然、 流畅； 语言亲切， 吐字清晰， 增强了

表达感情的直接性和感染力， 表演大方、 随意， 有歌有舞。
基于以上特点， 加上通俗歌曲易懂易学， 流传性很广， 因此广受年轻朋友的喜爱。

九、歌唱艺术的表演形式

歌唱艺术的表现形式可分为独唱、 齐唱、 重唱、 合唱、 组歌、 歌剧等。

1郾独唱

由一个人单独演唱。 根据演唱者的音域和音色可分为童声、 女高音、 女中音、 女
低音、 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等。

2郾齐唱

齐唱与独唱一样， 也是单声部。 不过它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体共同演唱同一旋律。
它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演唱方式， 能表现出雄壮、 严肃的风格或明朗、 淳朴的感情。

3郾重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部结合在一起， 而每一声部只由一至两人演唱， 叫做重唱。
重唱因声部数量的不同而分为二重唱、 三重唱、 四重唱、 六重唱等。

另外， 因声部的组合不同， 又可分为女声重唱、 男声重唱和男女混声重唱等。 例
如， 男声四重唱、 女声二重唱、 男女声二重唱等。

4郾合唱

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声部组合在一起， 而每个声部由三人以上来演唱， 叫做合
唱。 合唱分同声（男声、 女声、 童声） 和混声（男女声混合） 两种。 根据声部的多少，
又可分二部、 三部、 四部……合唱。 在实际演唱中， 由于和声的需要有时一个声部还
可再分成两个分部。

合唱队形排列图

男高音 男低音

女高音 女中音

指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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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既要注意音量上的平衡， 也要讲究音色的协调。 因此， 为了获得准确和谐的
和声效果， 不仅要求每一个合唱队员都保证严格的音准， 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
层次的起伏、 色彩的变化， 准确地体现作品的风格、 内容和音乐形象， 使每个合唱队
员的声音能与合唱队融为一体， 使整个合唱队的声音统一、 完美、 和谐。

随着合唱艺术的发展， 出现了“无伴奏合唱”。 这是一种对声乐技巧和合唱修养要
求更高、 音乐表现更为细致入微的集体艺术， 所有渲染、 烘托等一切效果全由歌声来
承担， 因此， 无伴奏合唱被认为是合唱艺术中的最高级形式。 无伴奏合唱水平的高低
可以充分体现一个国家、 一个单位的音乐艺术水平。

合唱由于音域宽广、 音乐丰满， 能刻画出丰富多彩的音乐形象。 独唱与合唱结合，
或重唱与合唱结合， 是歌曲中常常采用的方式， 合唱中的独唱叫做领唱。

5郾组歌

连接在一起演唱的、 内容有关的一组歌曲称为组歌， 可以有不同的表演形式和方
式， 有时还加上朗诵和舞蹈， 使之更为丰富多彩。 有的组歌是演唱单位自行挑选编排
的， 还有的是创作时就经过充分考虑设计， 各歌曲间都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例如，
《长征组歌》、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中国革命之歌》等。

国外有一种声乐表演形式叫“套曲”， 和组歌形式相近。 例如《四季》， 它将春、
夏、 秋、 冬等经过精心设计的歌曲组成一套， 既可连续演唱， 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
体， 也可挑出任何一首单独演唱， 具有相对独立性。 还有一种声乐表演形式叫“清唱
剧”， 它是一种带一定戏剧性情节而连在一起但却不以戏剧形式演唱的一组声乐作品。
例如， 黄自于１９３２年创作的《长恨歌》， 是我国第一部清唱剧； 也有人将《黄河大合
唱》 归入清唱剧这一类。

6郾歌剧

歌剧是以声乐为主并与器乐、 文学、 戏剧、 舞剧、 美术结合组成的综合艺术。
西洋歌剧于１６世纪末起源于意大利，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１８世纪意大利成了

欧洲歌剧的中心。 它先后通过法国、 德国、 俄国作曲家的努力， 使得歌剧艺术在这些
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它不仅有独唱、 重唱、 合唱， 还有以器乐为主的序曲和间奏
曲。 序曲是在开幕前演奏的音乐， 有的概括了全剧的音乐主题， 让观众对歌剧的主要
内容预先在听觉上有所感受， 为歌剧的演出“烘托” 气氛； 有的则仅仅只是简短的引
导； 而有的序曲却被写成一个相当完整， 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的管弦乐曲。 间奏曲
是歌剧中幕与幕之间的乐曲， 有的也可作为独立演出节目。

西洋歌剧按结构可以分为独幕、 多幕歌剧（“幕” 之内又分“场”、 “景”）； 按性
质可分为正歌剧（大型歌剧） 和喜歌剧（轻歌剧）。 前者严肃或悲壮， 不用道白， 如
《罗密欧与朱丽叶》（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悲剧改编， 古诺作曲）； 后者轻松愉快， 大多说
唱并存， 如《被出卖的新娘》（斯美塔那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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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歌剧中的独唱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接近朗诵或独白的“宣叙调”； 另一类
是与它形成对比的“咏叹调”， 它通过优美动人的旋律， 丰富细腻的处理， 淋漓尽致地
表达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 “咏叹调” 像婉延的溪流、 像汹涌的浪涛， 是一首首
激情洋溢、 结构完整的抒情独唱歌曲。 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著名歌剧的咏叹调还经常在
世界各地的独唱音乐会上由许多著名歌唱家演唱， 经久不衰。

歌剧， 是西洋各国深受群众喜爱的、 思想意义鲜明的高级艺术形式， 在我国似乎
是一个新名词。 其实我国各地的戏曲都是历史悠久、 广泛普及的地方歌剧， 例如京剧，
它就是在地方戏曲音乐“皮黄腔” 的基础上吸取了全国各地各剧种的长处而发展起来
的比较高级形式的古典歌剧。

现在我国的歌剧一般是指“五四” 运动以来， 特别是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借鉴西洋歌剧发展起来的新歌剧， 如《白毛女》、 《洪湖赤卫队》、 《刘三姐》、 《江
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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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挥基础知识

一、指挥者的目的和任务、条件、原则

1郾指挥者的目的和任务

所谓指挥就是领导合唱队或乐队进行排练、 演出的人。 因此指挥既是合唱队或乐
队的领导组织者， 又是相互合作的基本成员之一。 指挥者的任务是： 根据音乐作品的
内容、 风格， 以手势、 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指示作品的节拍速度、 力度、 思想、 表情
等各种变化， 引导全体唱、 奏者将音乐作品内容、 思想感情正确地表达出来。

2郾指挥者应具备的条件

指挥者除应具备良好的音乐听觉感受力、 鉴赏力、 表现力、 记忆力和组织能力外，
还要能分析作品中的乐句、 乐段、 旋律的相互交织、 音乐的发展与结构的联系， 以及
作品的风格、 音响的层次、 力度的表现等。

3郾指挥的基本原则

指挥的基本原则： “省”、 “准”、 “稳”、 “美”、 “情”。 “省” 是指挥的动作要
节省， 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 以动作大小适度为宜。 “准” 是根据作品的各种不同的
节拍的打法， 要做到干净准确。 “稳” 是根据作品各种不同的速度以及一首作品中变
换的速度， 要做到稳妥无误。 “情” 是指挥要以指挥动作或面部表情， 引导全体唱
（奏） 者将富有感情的音乐作品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

二、指挥的基本姿势和动作

（1） 脚———两只脚必须分开站立， 距离与肩宽相等， 绝不可立正站立， 因为这样
不仅会限制身体和手的活动， 而且在指挥时还有跌倒的可能。 两只脚分开站（可以一
前一后） 就使全身的重心落在脚掌上， 这样可以站立得既稳当又轻松。

（２） 腿———应当保持相对直立， 在多数情况下膝关节不要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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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身体———要自然挺拔。 在实际指挥动作时， 可根据乐曲的感情需要稍向前或
向左、 右倾斜的方向活动。

（４） 头———可根据乐曲感情的需要， 配合整个身体及双手的动作适宜地活动， 有
时也需要用头部、 特别是用眼睛示意， 启发唱（奏）者的感情和要注意什么问题。

（５） 手臂———手臂共有三个部分： 身体与上臂、 上臂与前臂、 前臂与手掌。 这三
部分必须是很自然地根据骨骼可能活动的方向灵活地运动。 活动时， 三个部分要自然
地出现一些几何形的角度， 手臂活动的范围是以身体与上臂的关节为中心， 向上、 下、
左、 右１８０°为极限， 但有时因歌（乐） 曲的感情需要， 也可偶尔地超过这一范围。

（６） 手掌———手掌伸出要自然大方， 以人们日常手下垂、 肌肉完全放松时的手势
为准， 在指挥时食指比其它四指稍微突出一点。

一般来说， 左手是掌握速度和节拍的， 动作要准确、 清晰； 右手是掌握表情、 强
弱等， 动作要灵活， 富有表现力； 手心向上方表示强， 低向下方表示弱。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看， 各有要求和作用， 但其总的要求是使指挥的姿势美观大方，
并要做到相互之间配合协调。

三、常见拍子的指挥图式

1郾单拍子指挥图式

单拍子即基本拍子（包括二拍子和三拍子）， 它的特点是每小节只有一个强拍。
例如：

２
４ 拍子 Ｘ Ｘ ｜ Ｘ Ｘ ｜ Ｘ Ｘ ｜ Ｘ Ｘ ‖

强 弱 强 弱 强 弱 强 弱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拍子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

强 弱 弱 强 弱 弱 强 弱 弱 强 弱 弱

2郾复拍子的指挥图式

常见的复拍子是指四拍子、 六拍子等。 它的特点是每小节有两个强拍。 复拍子是
由两个单拍子组合而成的， 例如：

１
２ ２

１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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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拍子：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

强 弱 次强 弱 强 弱 次强 弱

６
８ 拍子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6
8 拍子在快速时可打成两拍。

3郾指挥动作的基本要素

节拍点： 指挥在指挥每一拍时， 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有比较清楚的节拍点。 节拍点
的前面是每拍的前半拍， 后面是每拍的后半拍。 节拍点在指挥技法中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节拍点不清楚， 容易使整个乐队在演奏速度上失去统一的控制， 造成节奏混乱而
导致演奏失败。

弹回动作： 手势在击中节拍点之后， 将手臂迅速弹回。 手臂向下击时， 犹如手中
握了个铅球， 有一定重量， 当击中节拍点后手臂弹回时， 好像与弹力很强的皮球一样，
迅速地弹起来。 这时手臂要松弛， 不要紧张， 要感到是“弹” 起， 而不是“举” 起。
弹回动作将各节拍连贯起来， 构成完整的指挥动作。 好的弹回动作可为乐队暗示出下
一节拍点出现的时间， 使乐队和指挥者更密切地配合。 练习时， 应细心体会节拍点与
弹回时手臂力量的变化， 并要防止手臂动作僵硬。

滑翔动作： 滑翔动作是没有节拍点或节拍点不明确的指挥动作， 在较缓慢、 柔和
的抒情性音乐段落中， 为了感情的需要， 可采取这种动作。 但必须注意， 绝不能由于
无节拍点而使速度忽快忽慢， 造成节奏混乱， 一定要保持速度的相对稳定， 动作的起
落也同样要有较好的控制。 练习滑翔动作时只是取消节拍点和动作的棱角， 要避免较
快的弹回， 而保持动作的线条柔和。

四、预备动作

预备动作包括互相连贯的准备状态、 预备拍和起拍， 这三个部分都很重要。

１
２ ３

４

２ １ ３ ４ ２ １ ３

４

２３ １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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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66-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第
三
章

指
挥
基
础
知
识

1郾准备状态

从指挥者抬起双手起， 至进入预备拍动作前这一段的过程， 是指挥者的准备状态，
也是演唱（奏） 者准备演奏的状态。 这个过程是提醒演唱（奏） 者集中精神， 但时间
不宜过长（时间长了容易松懈）， 以免造成不紧凑。 特别在会议、 礼仪性仪仗奏乐中，
一定要做到“令落乐起”， 配合紧凑， 衔接恰到好处。

2郾预备拍

通过预备拍， 指挥者要暗示乐曲所要求的力度、 速度以及乐曲的基本情绪； 要通过
指挥者富有节奏的呼吸带动乐队（合唱队）全体进行一次统一的呼吸， 然后进入起拍。

3郾起拍

指挥者要做一个动作， 使乐队（合唱队） 能准确地、 整齐地发出音响， 这个动作
称为起拍动作。

现将几种不同情况的起拍图式表示如下。
（１） 从强拍起的指挥图式： 虚线表示预备拍， 实线表示起拍， 预备拍为弱拍。

（２） 从弱拍起的指挥图式： 预备拍为强拍。

（３） 从后半拍起的指挥图式：

五、收束动作

演奏（唱） 应当有好的开始， 也必须有好的结束， 才能使人感到满足。 因此， 掌
握好收拍指挥法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结束时整齐划一， 要掌握好收拍和收拍前的预备
动作这两个环节。

起拍

预备

预备
（一拍半）

起拍

预备

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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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收束的指挥动作是在乐（歌） 曲结束的前一拍上， 作一个略为放大
的反射动作（即收束的预备拍）， 紧接着再打出一个拍点（即收拍）， 使歌（乐） 曲统
一结束在这个拍点上。

作收拍预备动作和打出收拍点时， 指挥动作的速度、 力度、 幅度要与乐（歌） 曲
的速度和情感协调。 打出收拍点后， 双手应在收拍点上稍作停顿， 然后自然放下， 结
束这一支乐（歌） 曲的指挥。

六、指挥的排练准备工作

指挥的排练准备工作可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1郾熟悉作品

指挥者在初读总谱时， 首先要了解作品的内容、 形式、 风格、 特点和音乐的表现
手法， 同时还要进一步了解作品的曲式结构、 和声手法及各种表情记号等， 其目的是
为进一步分析作品做好准备工作。

2郾分析作品

通过分析， 比较细致地找出作品中的高潮， 考虑怎样突出高潮， 用什么铺垫手法
去突出它； 同样还要找出音准和节奏的难点部分， 在排练时准备重点加工突破。 还要
分析曲式结构， 段落之间的衔接哪些变化； 分清哪些是主调， 哪些是和声背景， 将主、
次的层次搞清楚。

3郾处理作品

处理作品的根本点是要从内容出发， 正确地塑造音乐形象， 然后发挥各自的独特
风格及处理手法。 为了充分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可以通过强、 弱、 快、 慢的变化，
有铺垫、 有层次地将作品刻画得感人而有深度， 形成美好动听的音乐形象。 总之， 一
部音乐作品能否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 是要经过多次艺术实践， 不断提高艺术质量而
获得的。

重要的是： 作品内容是否感人， 音乐是否动听， 指挥处理是否适度， 三者缺一不
可， 都要做到有机的统一。

强收束 弱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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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乐器

我国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 长期以来， 生活在各地区的不同民族根据自己的审美
观点、 习俗及爱好， 创造了无数种乐器， 创作了大批乐曲， 借它来抒发感情、 寄托情
思。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民间流行的乐器有四百多种， 按照演奏习惯及乐器的性
质， 我们将它分为吹奏乐器、 拉弦乐器、 弹拔乐器及打击乐器四大类。

1郾吹奏乐器

吹奏乐器在我国乐器发展史上是出现较早的一类乐器。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
有龠、 和（小笙）、 竽等乐器名称的出现。 在周代民歌总集《诗经》 当中有箫、 管、
龠、 埙、 箎、 笙六种吹管乐器的名称， 发展到近、 现代已有百种之多。 现在的吹奏乐
器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构造的不同，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无簧哨的吹奏乐器， 如笛、
箫； 带簧哨的吹奏乐器， 如管子、 唢呐、 巴乌； 以簧和有定长度的管配合而发声的簧
管乐器， 如笙、 芦笙、 葫芦笙等。

（１） 笛
笛是我国最常见的吹管乐器之一， 早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 现在一般的笛为竹制，

上面开有吹孔和膜孔各一（也有不开膜孔的笛， 称“闷笛”）， 按指孔六个， 能奏出两
个多八度的音。

笛因流行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流行在我国北部地区的笛较短， 因为它常用于梆子
腔一类戏曲的伴奏， 所以又称它为“梆笛”， 它的音域一般为两个八度左右（从ｄ２－ｆ４）；
流行在我国南部地区的笛略长， 因它常为昆曲伴奏， 俗称“曲笛”， 音域为ａ－ｄ３。

笛子发出的音可分为三个音区： 低音区、 中音区和高音区。 其中中音区音色明亮，
音量变化幅度较大， 易于发挥具有抒情性的音乐特点； 高音区声音清脆， 富于光彩。
一般来说， 梆笛比曲笛高四度， 梆笛与曲笛又各有相差半音的两种。

（２） 箫
箫是我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件乐器， 由于它的音色深沉、 优美， 音乐大多内涵深

刻， 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箫的名称古今含意不同， 今人所称的箫在汉魏六朝时期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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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即笛）， 那时的箫是指编管乐器———排箫。 箫在古代从西北羌族地区传至内地，
最初只有四个按孔， 以后逐渐增至六个按孔。 唐代以后才将 改称为箫或洞箫。

箫为竹制竖吹单管乐器， 在上端竹节处开一吹孔， 按指孔前五后一， 魏晋南北朝
时期已用于独奏、 伴奏和器乐合奏。 它的音域为ｄ１－ｅ３。 它的低音区善于表达深沉的音
乐旋律； 中音区善于表达优美的抒情性音乐。

（３） 唢呐
唢呐又名喇叭、 小唢呐， 又称海笛。 每逢民间的喜庆节日、 红白喜事， 在吹打和

锣鼓乐队中都少不了唢呐， 它不但用于独奏， 也用于戏曲、 歌舞的伴奏， 现在民族乐
队中它也是很重要的乐器。

现在的唢呐分为高音、 中音和低音三种， 在民乐队中它有独特的音响效果， 高音
唢呐的音域为＃ｆ１－ｄ３； 中音唢呐的音域为ａ－ａ２； 低音唢呐的音域为Ａ－ｄ２。

唢呐的低音区声音较浑厚； 中音区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 高音区较响亮， 若控制
不好， 会发出刺耳的声音。 有些地区经常使用哨子和唢呐的扩音器（即铜碗） 相结合
进“咔戏”， 加上嗓音和气息的控制， 一人能模拟奏出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唱腔， 这就是
俗话说的“一人一台戏”， 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４） 管子
管子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 管身为木制， 以双簧哨子发音， 竖吹。 它的声音

高亢明亮， 粗犷朴实。 它演奏的乐曲时而慷慨激昂， 时而圆润优美， 时而如泣如诉，
表现能力极为丰富， 在乐队中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

在民间， 管有大小之分， 而且还有单管与双管的区别。 经过改良， 有的还加了音
键， 扩展了音域。 目前在乐队中经常使用的有三种管子： 中音管， 音域为＃ｆ１－ｄ３； 低音
管， 音域为Ａ－ｄ２； 加键管， 音域为Ａ－ａ１。 管子的音量表现幅度很大， 有着丰富的表现能
力， 它的低音显得宽广； 中音区明亮、 高亢； 高音区声音紧张、 尖锐。

（５） 笙
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 在历代的音乐当中， 它都占据一定的地位。 大家熟悉

的“滥竽充数” 中的“竽” 就是笙的一种。
笙的构造比较复杂， 它是以簧片（古代的簧片为竹制， 现为铜制） 和管中有定气

柱相结合而发声的乐器， 因而具有管、 簧混合的音色， 易与其它吹奏乐器的音响融合，
是民间吹打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 在民族管弦乐队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间的笙有方、 圆、 大、 小各种不同的类型， 最流行的是十三、 十四、 十七簧笙，
经过改良， 现已有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二、 三十六簧多种笙出现。 现在民
乐队中常使用的十七簧笙音域为ｃ１－ｇ２； 二十一簧笙的音域为ｇ－ｂ２； 三十六簧笙的音域为
ｄ－＃Ｃ３。 笙的音域比较宽广， 音量宏大。 它的低音区低沉、 浑厚， 音量较大； 中音区声
音较柔和， 音色明亮； 高音区声音较清脆。 在演奏中， 除偶尔使用单音外， 绝大多数
都用二音、 三音或四音互相配合而成的和音， 构成独特的音响效果。 它有丰富的表现
技法， 可以表现多种不同的音乐色彩。 笙不但用于重奏、 合奏、 曲艺和戏曲的伴奏，

70- -



音乐基础知识及名曲欣赏

第
四
章

常
见
的
中
西
乐
器
与
组
合
形
式

而且已经成为现代音乐舞台上常见的独奏乐器。
（６） 芦笙
芦笙是我国西南地区苗、 瑶、 侗、 彝、 卡佤、 水等多民族共同使用的簧管乐器，

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 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
芦笙因民族和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它有单管、 双管、 五管、 六管、 八管、 十管等

多种。 大的芦笙管长有二、 三米， 小的仅有二、 三十公分。 在民间常用的为六管中音
芦笙， 它有两种： 一种音域为ａ－ａ１； 一种音域为ｃ１－ｃ２。 解放后， 音乐工作者对芦笙进行
了多次改良， 先后有十五管、 二十管、 二十六管、 三十六管的芦笙出现， 并将木制笙
斗改为金属笙斗， 它的音色比较和谐， 高低音也较统一。

芦笙主要用于歌舞的伴奏。 芦笙曲反映的内容也很广泛， 除了与歌舞密切结合之
外， 还有反映历史事件的， 反映爱情的， 也有歌颂民族英雄的。

（７） 葫芦丝
葫芦丝是流行在西南傣、 彝、 阿昌等民族的乐器， 它用半截小葫芦做音箱， 用三

根长短不同的竹管并排插入葫芦， 每根竹管在插入葫芦的部分都嵌有一枚铜质簧片，
中间一根管子较长， 上开有七个按孔。 演奏时， 口吹葫芦细端， 指按中间竹管的管孔。
在演奏旋律的同时， 左右两根竹管发出两个持续固定的声音与旋律形成各种和音。 葫
芦丝左边管子的固定音高为ｄ１， 右边的固定音高为ａ１， 中间管子可以奏出ｃ１－ｄ２的音。 它
的音色柔美， 常用于独奏和民间器乐合奏。

2郾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 其历史虽然比其它类民族乐器较短， 但由于发音优
美， 表现力极丰富， 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艺术水平， 而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拉
弦乐器被广泛使用于独奏、 重奏、 合奏和伴奏。

（１） 二胡
二胡也称胡琴或南胡。 它的琴筒由木或竹筒制成， 一端蒙以蟒皮； 琴杆上端置有

两个木轸， 用以调节音高； 竹弓， 上张马尾， 夹于二弦之间拉奏。 二胡一般采用五度
音定弦， 个别的演奏者也采用四度或八度定弦。 它的音域从ｄ１－ｅ４， 可达三个多八度。

二胡的音色柔和圆润， 尤其善长演奏抒情性的乐曲， 它广泛应用于歌唱、 戏曲和
曲艺的伴奏， 在器乐合奏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也是民族乐器中重要的独奏乐
器之一。

（２） 高胡
高胡也称粤胡， 琴筒比二胡琴筒略小， 定音比二胡高四、 五度， 音域为ｇ１－ｄ４， 故

名为高胡。 它的音质清亮、 透明、 声音穿透力强， 很有特点。 它既可演奏缓慢、 抒情、
华丽的旋律， 又能演奏活泼、 轻快的技巧性乐段， 可独奏、 重奏和合奏， 是民乐队特
别是演奏广东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高音拉弦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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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胡
中胡出现得很晚。 解放后， 为了加强民乐队的中音声部， 在二胡的基础上创制了

中胡。 它的琴筒比二胡大， 音色较浑厚， 音域为ｆ－ｇ２， 主要用于合奏。
（４） 京胡
京胡是京戏的主要伴奏乐器。 琴筒竹制、 蒙以蛇皮， 张两根丝弦或金属弦， 音域

为一个半八度（ｆ１－ｅ３）。 京胡的音色响亮、 高亢， 声音穿透力很强， 但音色不易与其它
乐器融合， 一般只用于京剧伴奏。

（５） 四胡
四胡在１８世纪之前已经流传于我国内蒙古和华北地区， 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使用

的乐器， 蒙古族也称它为“候勤” 或“四弦”。
四胡的构造与二胡大致相同， 但有四根弦， 第一、 三弦（内弦） 和第二、 四弦

（外弦） 各为一组， 每组定相同的音高， 并将马尾分成两股， 分别夹在一、 二弦和三、
四弦之间进行拉奏。 四胡按五度音定弦， 经常使用的音域为ｇ－ｇ２， 它的音色较明亮， 声
音粗犷。 在汉族地区主要用于说唱、 二人台、 皮影戏的伴奏和民乐合奏。 在内蒙古地
区， 常用于民乐合奏和独奏。 它的演奏方法与二胡大致相同， 但它经常用左手中指或
无名指从弦下以指甲顶弦来代替按弦， 有时还用指甲弹弦， 并用弓杆敲击琴筒来加强
节奏、 制造气氛、 增加音乐效果。

（６） 马头琴
马头琴是蒙古族的拉弦乐器， 蒙语称它为“莫林胡尔”， 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

得名。
马头琴的音箱由松木制成， 呈梯形， 两面蒙以马皮或羊皮； 琴杆细长， 用硬木制

成， 上张两根用马尾撮合而成的弦， 用弓在两条弦的外侧进行拉奏。 它的定弦与一般
拉弦乐器不同， 外弦音低， 内弦音高， 多为四度定弦。 马头琴的演奏方法有两种： 一
种用左手指的第二、 三关节处按弦； 一种用指甲从弦下向上顶弦。

马头琴的音域为ａ－ａ３， 它的低音区低沉、 厚实； 中音区明亮、 丰满、 甜美； 高音区
音乐优美而尖锐。 马头琴是我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乐器， 它音量大而富有人声美，
表现力很丰富。 独奏时， 可演奏高昂、 激越、 宽广、 悠扬等各种格调的旋律， 亦可演
奏技巧性很强的华彩乐段。 马头琴的声音易与其它乐器融合， 因此又可以作为乐队中
的中音或低音乐器。

3郾弹拨乐器

弹拨类的乐器在我国乐器发展史上出现得很早，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 ”
字， 上面为丝， 下面为木， 即丝附木上， 它很有可能是我国关于弹拨乐器名称的最早
记载。

早在周代已经出现了一弦一音的琴， 还有改变弦的长短、 一弦多音的琴； 秦汉以
后， 出现了箜篌、 琵琶、 阮、 筝、 筑等；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曲项琵琶、 五弦琵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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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出现的这些弹拨乐器， 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地改革， 大多自然在民间流传， 有
着极强的生命力。

我国的弹拨乐器从演奏形式上来分， 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横弹的乐器， 如
琴、 筝、 伽 琴等； 一类是竖弹的乐器， 如琵琶、 阮、 月琴、 柳琴、 三弦、 冬不拉等。

（１） 琴
琴又称“古琴” 或“七弦琴”， 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弹拨乐器。 琴身狭长， 木

制， 张七根弦。 琴面外侧有十三个圆形的标志， 叫做徽， 用以标明泛音位置和按音的
音位。

琴流行几千年盛而不衰， 是因为它善于表达人们的思想， 而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
中积累了丰富的表现方法， 来表现人们的各种情趣。 琴的音域宽广（ｃ－ｄ３）， 能奏出四
个八度以上的音。 声音的色彩丰富， 并很有特色： 低音区声音浑厚， 中音区宽广明亮，
高音区清脆。 琴还能在演奏中经常使用同音在不同弦上的移位， 使音色得到变化。 琴
不但用于独奏， 还用于歌唱的伴奏。

（２） 筝
筝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于当时的秦国， 所以又称它为秦筝。 筝的音箱为木制， 长

方形， 每弦有一个音柱（琴码）， 用以调节弦长和固定音高。 目前常使用的是十六弦传
统筝和二十一弦改良筝， 张钢丝弦。

十六弦筝的音域为Ａ－ａ２， 改良后的二十一弦筝的音域为Ａ１－ｇ３， 音域较广。 筝的低
音区浑厚、 结实、 响亮， 声音较浓， 余音较长； 中音区清亮、 圆润、 柔美； 高音区清
脆、 纤细， 音量较小， 余音较短。 它的演奏技巧丰富， 多用于独奏和歌曲的伴奏， 在
乐队中大多作为色彩性乐器加以使用。

（３） 伽 琴
伽 琴是我国朝鲜族的弹拨乐器， 形制与筝相似。 一般在木质音箱上置十二弦或

十三弦， 每弦下有一活动的音柱用以调节音高， 音域为ｆ－ｇ２。
伽 琴音乐清雅、 悠扬， 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常用于独奏、 重奏或弹唱伴奏。
（４） 琵琶
琵琶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弹拨乐器。 经历代演奏者的改进， 至今形制已趋

统一， 成为六相二十四品的四弦琵琶。
琵琶音域宽广（Ａ－ｇ３）， 有三个多八度， 演奏技巧丰富， 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它的

低音区深沉、 浑厚， 余音较长； 中音区明朗、 圆润、 柔美； 高音区清脆、 明亮； 极高
音区清晰、 纤细。 琵琶既可演奏雄壮慷慨的武曲， 又能演奏抒情幽雅的文曲， 是我国
民族乐器中重要的乐器之一。

（５） 阮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 劳动人民根据“鼗鼓” 的形式， 创造了一种直柄、 圆

形音箱、 两面蒙皮、 竖着演奏的乐器， 初名“弦鼗”， 后也称琵琶。 汉代已有十二个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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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唐代有十三个柱位。 因为晋代人阮咸善弹， 人们便称它为阮咸， 简称为阮。
阮有张三条弦和四条弦两种， 解放后将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柱位已增至二十

四个， 并制成了低音阮、 大阮、 中阮、 小阮四种， 一般常用的是大阮和中阮。 大阮的
音域为Ｃ－ａ２， 中阮的音域为Ｇ－ｅ３。 由于阮的音色浑厚、 优美， 在民族乐队及声乐的伴奏
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来还用于独奏， 有着独特的艺术效果。

（６） 月琴
月琴是由阮衍变而成的， 它是汉、 彝等民族共同使用的乐器， 其音箱为木质圆形

（也有八角形）， 张四弦， 有二十四品， 音域为ｇ－ｃ４， 音质明亮、 优美。
在汉族地区， 月琴主要用于戏曲和曲艺的伴奏。 在京剧中， 它和京胡、 京二胡一

起被称为“三大件”。 月琴在西南彝族地区也广泛流行， 称之为“弦子”， 主要用于歌
舞伴奏， 其特点为节奏明快， 旋律较强。 月琴的独奏曲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名称， 演奏
者可以根据描写的主题进行即兴创作。

（７） 三弦
三弦又称弦子， 是汉族和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共同使用的乐器。 三弦有大、 小

两种。 小三弦又名曲弦， 主要用于昆曲、 弹词等戏曲和说唱音乐的伴奏。 清朝末年，
河北大鼓艺人马三峰， 根据小三弦的形制创造了大三弦， 主要用于北方大鼓的伴奏，
以后也用于民乐合奏和独奏。

三弦的音域为ｄ－ｄ３， 它的音色响亮、 浑厚， 音域宽广， 技巧灵活， 表现力丰富。
（８） 柳琴
柳琴因形似柳树叶， 也称为柳叶琴。 它是苏北和鲁南地区及安徽泗洲地区的地方

戏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解放以后， 音乐工作者将它进行了改革， 将原来只有两条弦七个品改为张四条弦，

设二十四个品， 扩大了音域， 增加了音量。 现在乐队中常用柳琴的音域为ｇ－ｃ４， 它的中
音区声音清脆响亮， 是柳琴最好的音区。 柳琴主要用于民乐队的高音声部， 近来也用
于独奏。

（９） 扬琴
扬琴是击弦乐器， 在数百年前由国外传入， 也称“洋琴”。 早期的扬琴音域较窄，

后经改革， 扩大了音量和音域， 并制出了半音排列的杨琴， 能奏出四个八度的音， 音
域为Ｇ－ｇ３。

扬琴低音区浑厚饱满； 中音区明亮、 圆润； 高音区清脆、 嘹亮。 它不但用于独奏，
也用于戏曲和曲艺的伴奏， 并在伴奏乐队中起着主要作用。

4郾打击乐器

我国民族打击乐器的品种繁多， 演奏技巧丰富，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打击乐器
不仅是节奏性乐器， 而且每组打击乐器都能独立演奏， 对衬托音乐内容、 戏剧情节的
变化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民族打击乐器发音响亮， 声音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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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强。
（１） 鼓类
鼓在民间乐队及戏曲伴奏的乐队中， 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 而且有些鼓用于独奏，

善于表达各种情绪。
现在经常使用的鼓有堂鼓、 腰鼓、 书鼓、 点鼓、 缸鼓、 太平鼓、 八角鼓、 渔鼓、

维吾尔族的手鼓、 傣族的像脚鼓、 瑶族和朝鲜族的长鼓， 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常
使用的铜鼓等。 这些鼓除用于合奏和伴奏外， 有些鼓还用于独奏， 如板鼓、 手鼓等，
它们各具特色， 有独特的表现能力。

解放后， 鼓有了新的发展， 出现了定音缸鼓和排鼓。 定音缸鼓是在吸收和借鉴西
洋定音鼓的结构特点以后改制而成的， 它可以根据乐曲的需要而改变鼓的音高。 排鼓
是在堂鼓和腰鼓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 它是由从小到大的五、 六个音高不同的鼓组成
一套， 每个鼓的两面都装有调音设备， 用时每个鼓都可以两面翻转， 奏出不同的音高，
在乐队中能造成丰富的音响效果， 一般它们多用于大型的乐队合奏， 善于表达欢腾的
情绪。

（２） 锣类
锣的种类繁多， 大小悬殊很大， 小的直径只有几公分， 大的有近一米。 它们的形

制、 音色各不相同， 各有用处。 现在常见的有大锣、 小锣、 汤锣、 春锣、 斗锣、 十面
锣、 云锣， 以及浙江锣铜音乐中所用的八音大锣等。 它们广泛运用在民间的器乐合奏
和戏曲的伴奏当中， 尤其是在民间锣鼓曲的合奏当中， 锣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３） 铙钹类
铙和钹皆为铜制， 圆形， 中间有水泡形的凸起， 每副两片相击作声。 铙和钹的区

别在于中间凸起部分的大小， 铙的凸起部分较小， 发音响亮； 钹的凸起较大， 发音浑
厚。

铙和钹在民间的锣鼓曲中， 经常以各自不同的演奏特点制造出不同的音响效果，
它还是歌舞、 戏曲和民间吹打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 经常使用的有大钹、 小钹、 水
钗、 大铙、 小铙等多种， 与它相近的乐器还有星（碰铃）， 也是很有特色的节奏性乐
器。

（４） 板梆类
我国常见的板梆类乐器有拍板、 竹板、 简板、 梆子、 南梆子、 木鱼等。
拍板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是节奏性乐器。 现在用的板由三片长方形的硬木板组成，

前面一块板由两片木板用丝线捆在一起， 上端由布带连接， 演奏时， 手执后一块板，
用下端的凸起部分撞击前面的板发声。 它在戏曲伴奏的乐队中， 常和板鼓合作， 起着
指挥的作用。

渔鼓中用的简板由两根长竹片组成； 河南坠子中用的简板由两根红木组成， 互击
发声， 为演唱中的击节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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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板主要用于快板类的曲艺形式当中， 它由两块长六、 七寸， 宽二寸的竹板组成，
上端用绳连接， 撞击发声。 它经常与五、 六片长三寸、 宽一寸、 上端以绳穿连、 每片
间夹以铜钱的“碎子” （小竹板） 相结合使用， 演唱者一手执竹板， 一手拿碎子， 边
说边击， 能奏出各种节奏， 以烘托气氛。

梆子是随着梆子腔的兴起而产生的节奏性乐器， 它由两根硬木棒组成， 主要用于
戏曲的伴奏。 南方地区有一种长方形的南梆子（空心）， 用苇签和竹签敲击。

木鱼原为佛教的法器， 以后逐渐运用到民间乐队之中。 现在使用的木鱼大多由大、
小两个组成一对， 利用它们音高与音色的差异， 表现马的奔跑和行走， 别具特色。

二、西洋乐器

西洋乐器根据其构造和演奏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弦乐器、 木管乐器、 铜管乐器、
键盘乐器和打击乐器五大类。

1郾弦乐器

弦乐器可根据演奏法分为弓弦和拨弦两类。
（１） 弓弦乐器
弓弦乐器都是提琴型， 大小四种， 均有四根弦， 音乐柔美， 酷似人声。 奏法技巧

多样， 除了主要用弓拉奏外， 还可以用手指拨奏； 可以跳弓断奏； 可以同时奏双音或
和弦； 可以奏颤音、 泛音、 震音等。 弓弦乐器族大、 小四种提琴可以构成四、 五部和
声（小提琴分为第一、 二两声部）， 音色融洽如一整体， 总音域从Ｅ１－ｅ４（六个八度），
所以能表现任何一种感情。

弦乐的音色不论与木管、 铜管或钢琴合作都很协调， 所以它们是管弦乐队的中坚。
管弦乐曲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和基本部分， 常由弓弦乐器担任。

小提琴（Ｖｉｏｌｉｎ）： 是弦乐器中的高音乐器， 四根弦分别定音为ｇ、 ｄ１、 ａ１、 ｅ２， 最高
音可奏至ｅ４。 在四重奏或管弦乐队中还可分为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两组， 分别演奏
最高音和次高音声部。 小提琴的音色具有人声美， 演奏技巧灵活， 表现力十分丰富，
可演奏缓慢、 宽广、 抒情的旋律， 亦可演奏技巧性很高的华彩乐段。 作为独奏乐器使
用时， 小提琴的声音穿透力较强， 很有特点。 在乐队中， 小提琴群奏经常演奏主要旋
律。 它的音色很容易与其它乐器融合。

中音提琴（Ｖｉｏｌａ）： 比小提琴稍大， 定弦比小提琴低五度， 四根弦分别定音为ｃ、
ｇ、 ｄ１、 ａ１。 中提琴的音色很美， 中、 低音区尤佳， 特别适于演奏抒情性旋律。 中提琴
可独奏， 但较少演奏技巧复杂的华彩乐段， 在弦乐组中， 它主要担任内声部、 复调及
节奏性部分。 在乐队中， 中提琴的音色很容易同其它乐器融合在一起。

大提琴（Ｖｉｏｌｉｎ Ｃｅｌｌｏ）： 它是较大型的提琴。 四根弦的定音分别为Ｃ、 Ｇ、 ｄ、 ａ，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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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四个八度， 比中提琴低一个八度。 它的音乐低沉悠扬， 富有感情、 表现力很强，
是弓弦乐器中仅次于小提琴的重要乐器。 在管弦乐曲中它常和倍大提琴齐奏最低音声
部， 在弦乐四重奏中则奏低音部， 它奏拨弦或分解和弦效果都很好。 由于大提琴的音
色类似人声歌唱， 适合演奏深沉庄重的歌唱性旋律， 也常常用于独奏。

倍大提琴（代音提琴， Ｃｏｎｔｒａ ｂａｓｓ）： 它是提琴家族中的最低音乐器， 形体高大如
人， 须站着拉奏。 四根弦分别定弦为Ｅ２、 Ａ２、 Ｄ１、 Ｇ１， 记谱则移高八度。 除拉奏外， 拨
奏的效果更好， 管弦乐曲中常用它拨奏最低音声部以加强节奏感。 它是管弦乐“建筑”
中坚固而又稳重的基础。 在管弦乐曲中常将它和大提琴齐奏同一旋律来表现特定的音
乐形象。 倍大提琴很少用作独奏。

（２） 拨弦乐器
拨弦乐器主要有竖琴、 吉他等。
竖琴（Ｈａｒｐ）： 形体高大， 有四十七根弦， 各弦竖立， 由演奏者坐着用指拨奏。 音

域达六个半八度， 从ｂＣ－＃ｆ４， 按大调自然七声音阶排列； 另装踏瓣七个， 能使各同名的
弦升高半音， 或两个半音。 音色似钢琴， 声音优美、 余音悠长、 气度宽广。 乐曲中常
用它奏和弦或琶音， 还能奏泛音与滑音， 是具有诗情画意的伴奏乐器。

吉他（六弦琴Ｇｕｉｔａｒ）： 有西班牙吉他和夏威夷吉他两种， 前者音量较大， 后者音
色柔和。 吉他六根弦各定音为Ｅ、 Ａ、 ｄ、 ｇ、 ｂ、 ｅ１， 包括有三个半八度的音域。 它是外
国轻音乐或民间伴奏歌曲、 舞蹈的乐器， 管弦乐队中通常不用。 吉他的高音和中音清
脆、 明亮， 低音宽厚、 低沉， 滑音和揉弦别具特点， 宜于演奏缓慢抒情的或华彩性旋
律。

2郾木管乐器

管弦乐队中必用的木管乐器有长笛、 双簧管、 单管管和大管四种， 其次是这四种
乐器的变形乐器： 短笛、 英国管、 低音单簧管和低音大管。 它们本来都是木制， 有的
改用金属制； 都是管状、 按键吹奏的乐器。 音色各有特点， 所以各有其适宜表现的不
同情趣和形象， 在乐队中又能联合构成木管和声组。

（１） 长笛（Ｆｌｕｔｅ）： 直管、 无簧、 横吹， 由金属制成， 音域从ｄ１－ｃ４（三个八度）。
高音活泼明亮， 低音优美悦耳； 奏颤音和断音效果极佳， 可算是木管乐器中的花腔女
高音， 可用于独奏。

短笛（Ｐｉｃｃｏｌｏ）： 比长笛短一半， 横吹， 音色锐利清脆， 音域从ｄ２－ｃ４， 是木管乐器
中最高音的乐器， 常用来重复长笛的旋律（高八度重复）。 极少用于独奏。

（２） 双簧管（Ｏｂｏｅ）： 木制， 用两片芦苇制的簧片发音， 直吹， 音域为两个半八度
（ｂ－ｆ３）。 音色柔和、 带芦笛声， 可算是木管乐器中的抒情女高音， 适于表现田园风光以
及忧郁、 抒情的情绪。

（３） 单簧管（Ｃｌａｒｔｎｅｔ）： 木制直吹， 用单簧哨发音， 管身为黑色， 所以又称之为
“黑管”。 它的音域为ｅ－ｇ３， 达三个半八度， 是木管乐器中音域最广的。 黑管低音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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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低沉； 中音区明亮优美； 高音区响亮、 尖锐。 它表现力丰富， 是管弦乐队、 管
乐重奏的重要组成乐器。 独奏时可演奏各种抒情、 宽广的旋律和技巧性较高的华彩乐
段。

（４） 英国管（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ｏｒｎ）： 它是中音双簧管， 比双簧管低五度， 音域为ｅ－ａ２， 音
色近似双簧管， 具有忧郁、 梦幻的风格， 管弦乐队在表现特定情境时才用它。

（５） 大管（Ｂａｓｓｏｏｎ）： 它是低音双簧管， 是木管乐器中的低音乐器， 常用它来演奏
乐曲的低音部旋律或伴奏音型。 大管的音域有三个八度（ｂＢ１－ｂｂ１）， 音色浑厚浓重， 似
大提琴。 它的低音区阴沉庄严， 中音区温和， 高音具有戏剧性。 适于表现严肃、 迟钝
的情绪， 也适于表现诙谐情绪和塑造丑角形象。

3郾铜管乐器

铜管乐器是以唇代簧， 气流通过号嘴使管柱振动而发音， 其音阶是由七个不同管
长的管柱振动所产生的七组不同音高的泛音列而构成。 铜管乐器有很多种， 管身大小
和弯曲程度各不相同， 但音色都很嘹亮， 具有威力， 因此军乐队主要用它们。

在管弦乐队中基本只用圆号、 小号、 长号和大号等四种， 偶尔用短号， 但在铜管
乐队中， 还用中音号、 次中音号、 上低音号和萨克管。

（１） 圆号（法国号Ｆｒｅｎｃｈ ｈｏｒｎ）
管身圆卷， 所以我国称它为“圆号”。 它的音色既具有铜管乐器的特点， 又较温

和、 高雅， 带点哀怨和诗意， 所以它常与木管乐器同奏。 在管弦乐队中， 它在铜管和
木管乐器之间起媒介、 协调的作用。

圆号是改调乐器， 原调是Ｆ调， 音域从Ｂ１－ｆ２， 有三个半八度。 乐曲中通常用它的
高、 中音部分， 常以二至四支圆号合奏和弦或长音以衬托旋律， 或吹奏节奏型如：

Ｘ０ ＸＸＸ Ｘ０ Ｘ０ ｜ Ｘ０ Ｘ０ Ｘ０ Ｘ０ ｜ 或０Ｘ ０Ｘ ０ＸＸ ＸＸ｜
来加强音乐的节拍、 节奏感， 同时又充实了乐曲的内声部。

圆号适合吹奏具有田园诗意的抒情性旋律。 它还可用拳头塞入喇叭口， 奏“阻塞
音”， 使音降低， 并使声音变暗。

（２） 小号（Ｔｒｕｍｐｅｔ）
小号是铜管乐器中最高音乐器。 乐队中常用的是ｂＢ调小号， 音域为ｆ－ｃ２（两个半八

度）， 音色嘹亮， 富有辉煌的气质。 在管弦乐合奏中或铜管乐合奏中它总是奏高音部。
小号除常吹奏雄壮的旋律或表现英雄的形象外， 也能吹奏抒情性的旋律。 它还能

加上“弱音器”， 使音色变得柔和， 有一种神秘如梦的色彩。
（３） 长号（Ｔｒｏｍｂｏｎｅ）
长号管身细长而弯曲， 靠伸缩管身使之加长或缩短而发不同高度的泛音， 所以我

国又叫它为“伸缩喇叭” 或“拉管”。 常用的次中音长号的音域是Ｅ－ｂｂ１（两个半八度），
它的音色宏大而庄严、 壮丽、 富于威力， 能奏半音阶和滑音。 在管弦乐队中， 长号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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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奏雄壮的乐曲的中低音声部（常用三支长号奏三声部）； 在军乐队中它是奏雄壮威武
的低音旋律的主要乐器。 长号很少用于独奏。

（４） 大号（Ｔｕｂａ）
大号管身粗大、 弯曲， 喇叭口朝上， 是铜管乐器中最低音的乐器。 常用音域为Ｄ１－

ｆ２（三个八度）， 大号音色低沉、 威严、 庄重， 它与倍大提琴同是管弦乐合奏的基础，
通常演奏乐曲中的最低音声部， 也常与三支长号组成低音区的四部和声或与长号同奏
低音旋律。 大号极少独奏主旋律。

（５） 短号（Ｃｏｒｎｅｔ）
短号形同小号而稍粗短， 音域同小号， 也是ｂＢ调的。 它的音色比小号柔软， 不够辉

煌， 但它吹奏起来非常轻快、 活跃， 适于演奏快速的乐句， 通常只用于军乐队或舞厅
乐队。

（６） 萨克管（Ｓａｘｏｐｈｏｎｅ）
它是比利时人萨克斯所发明， 故得名。 萨克管形似大型的弯曲烟斗， 圆锥管， 喇

叭口朝上， 它是铜制的， 但又靠簧片吹奏发音， 所以它是介于铜管和木管之间的一类
乐器。 萨克管音质浓厚， 略带沙哑， 高音像单簧管和圆号； 中音似英国管和大提琴；
低音又似长号。

萨克管大小有六种， 常用的是ｂＥ调中音萨克管和ｂＢ调次中音萨克管， 它们主要用于
军乐队和爵士乐队， 管弦乐曲中极少用它。

4郾键盘乐器

键盘乐器都有十二平均律的黑白键盘， 用手指弹奏， 它从发音原理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按琴键后， 使槌敲击琴弦发音， 如钢琴。
第二类： 按琴键后， 打开活塞使气流吹动簧片发音， 如管风琴、 风琴、 手风琴。
第三类： 按动琴键后， 使电子振动发音， 如电子琴、 电子合成器。
键盘乐器音色的变化极为丰富， 技巧能得到充分发挥， 表现力很强。 尤其是钢琴、

管风琴和电子琴的音域很宽广， 在器乐演奏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键盘乐器可以独奏、 合奏、 重奏和伴奏， 具有戏剧性和抒情性的良好效果。
（１） 钢琴（Ｐｉａｎｏｆｏｒｔｅ）
钢琴是用手指按敲琴键， 带动琴内的小木槌， 击钢丝弦而发音， 所发之音先强后

变弱， 所以得名“Ｐｉａｎｏ（弱） －ｆｏｒｔｅ（强）”。
钢琴共有八十八个键， 音域宽达七个多八度（Ａ２－ｃ５）， 号称乐器之王， 可以由两个

手同时演奏高低不同的音与和声。 钢琴还有两个踏板， 左为弱音踏板， 踩下踏板后，
余音甚少， 多用于弱奏； 右为延长音踏板， 可使琴音延长， 声音响亮， 多用于长时值
音符或强音的演奏。

钢琴的演奏技巧十分丰富， 可以自如地弹奏各种音阶、 半音阶， 各种音程的跳跃，
各种双音、 和弦以及各种复杂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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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的音域宽广， 音色宏亮、 清脆， 富于变化， 表现力很强。 独奏时可演奏各种
气势磅礴、 宽广、 抒情的音乐， 亦可演奏欢快、 灵巧、 技巧性很高的华彩乐段。 它还
作为伴奏乐器使用。

（２） 手风琴（Ｆｉｓａｍｏｎｉｃａ）
手风琴是一种轻便型的风琴族乐器。 按键后， 打开活塞使气流冲动簧片发音。 它

分为右手键盘、 风箱和左手低音按键三部分。
手风琴右手键盘的音域为ｆ－ａ３， 使用变音栓后可将上述音域提高或降低八度。 它还

有若干个变音器， 可使手风琴分别奏出弦乐、 木管乐、 铜管乐等不同风格的音色。 左
手低音按键可分别奏出辅助低音、 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 属七和弦以及减七和弦。

演奏时把手风琴用皮带挂在两肩上， 右手弹奏高音键盘， 左手弹奏低音按键和操
纵风箱。 高音键盘通常以演奏旋律为主， 也能奏出各种和声； 低音键钮以伴奏为主。

手风琴的使用方便而灵巧。 一个人演奏， 可以获得类似小型乐队的效果。 手风琴
的音量幅度变化大， 可以演奏各种类型的旋律， 可用来独奏、 伴奏、 重奏和合奏。

（３） 钢片琴（Ｃｅｌｅｓｔａ）
钢片琴是形如小型钢琴的键盘乐器， 用不同音高的金属片排列在一个共鸣箱上，

弹琴键带动小槌敲击金属片发音。 它的音域为ａ－ｃ３， 低音区淳厚、 圆润； 中音区清脆、
明亮； 高音区尖锐。

钢片琴与钢琴演奏方法相同， 因其发音的机动没有钢琴灵敏， 快速度连续反复的
乐句不易演奏。 钢片琴力度较弱， 在乐队中可独奏或伴奏， 其音色柔和、 纤细易与其
它乐器融合， 能演奏华彩乐段， 使用得当， 能产生独特的色彩。

5郾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种类很多， 音色各具特色， 都是靠敲击发音， 基本上只用于合奏中。 根
据它们的表现性能可分为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和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两大类。

（１） 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
定音鼓： 它是管弦乐队中最重要的打击乐器， 通常有高音、 中音、 低音三只鼓配

合使用， 它们的定音范围分别为ｂＥ－ｂＢ、 Ｇ－Ｄ、 Ｃ－ｇ。 定音鼓在乐队中可作为独奏乐器使
用， 演奏各种不同气氛的节奏音型； 在合奏时， 定音鼓除了强调节奏外， 还可用以加
强乐队的低音； 在乐曲的高潮时， 定音鼓的滚奏往往起到很好的烘托气氛的作用。

钟琴： 它是把不同音高的金属片按十二平均律平铺排列的乐器， 用槌敲击而发音。
钟琴音乐优美、 清脆， 在乐队中可用作独奏或伴奏乐器使用， 因其音域较宽可演奏华
彩乐段。 如与弦乐的拨奏或与木管乐器同时演奏， 可以改变拨弦及木管乐器的声音色
彩。 有共鸣管装置的钟琴， 余音长而响亮、 发音优美， 很像钟声。

木琴： 它是用不同音高的红木条， 按十二平均律的顺序平铺排列于架上， 用两支
击槌演奏。 木琴是一件很有色彩的乐器， 发音清脆、 明亮， 声音穿透力很强， 在独奏
时可演奏各种华彩乐段或宽广、 抒情的乐曲； 在乐队中使用， 可重复旋律声部， 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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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声的内声部； 亦可作为节奏乐器使用。
（２） 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
这些打击乐器主要根据乐曲的情绪和内容的表现需要而选用， 利用它们特殊的音

色和表现性能来加强乐曲的气氛和节奏感。
小军鼓： 能奏出各种复杂的节奏音型。 它的震音（快速的滚奏） 能从隐约可闻的

弱奏、 渐强达到极强烈紧张的效果。 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现军队的生活内容。
大鼓： 重敲时富于激情、 鼓舞； 轻敲时具有阴郁、 寂寞的色彩， 还能摹仿炮声和

雷鸣。
大钹： 它的音色清澈明亮而强烈， 能表现水花四溅、 风暴闪电的效果以及某种突

然惊愕的恐怖心情。
三角铁： 发音高而透明， 带有金属声， 可摹仿铃声。
响板： 西班牙民间打击乐器， 可用来击奏各种节奏音型， 常在舞曲及风俗性欢快

的片断中。
铃鼓： 采用手指敲、 捶， 大拇指擦等方法演奏， 常在舞曲及节奏性极强的旋律中

演奏。
锣： 它的声音富于戏剧性， 常用来表现灾难、 险恶不祥的情景。

三、乐器的组合形式

器乐中典型的乐器组合形式有独奏、 齐奏、 重奏、 合奏和协奏五种。

1郾独奏（Solo）

由一个人单独演奏一件乐器， 称独奏。 但实际上除钢琴、 手风琴因本身是和声乐
器可以真正由一个人独奏外， 其它的管弦旋律乐器的独奏曲， 通常总是用钢琴或乐队
伴奏的， 无伴奏的极少见。

2郾齐奏（Unisono）

两件以上的乐器共同演奏相同的旋律， 称为齐奏。 外国的音乐作品未见有全曲齐
奏的， 只有在合奏中出现各乐器齐奏的片段。 我国则有将独奏曲用同种乐器来演奏的
（并加上伴奏乐器）， 例如小提琴齐奏、 二胡齐奏等。

3郾重奏（Ensemble）

两件或更多的乐器， 各由一人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 称为重奏。 重奏都属于
“室内乐” 的范畴。

（１） 二重奏（Ｄｕ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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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二重奏： 两架钢琴同时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
弦乐二重奏： 两把小提琴或小提琴和中提琴同时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
不同乐器的二重奏： 例如小提琴（大提琴） 和钢琴二重奏， 长笛和竖琴二重奏等。
（２） 三重奏（Ｔｒｉｏ）
弦乐三重奏： 包括小、 中、 大提琴。
钢琴三重奏： 包括钢琴、 小提琴和大提琴。
其它非典型组合的三重奏： 单簧管、 大管和钢琴三重奏； 小提琴、 圆号和钢琴三

重奏； 长笛、 小提琴和中提琴三重奏； 单簧管、 大提琴（或中提琴） 和钢琴三重奏等。
（３） 四重奏（Ｑｕａｒｔｅｔ）
弦乐四重奏： 包括小提琴两把（分为第一、 第二小提琴两声部）， 中提琴和大提琴

各一。
钢琴四重奏： 包括钢琴和小、 中、 大提琴。
管乐四重奏： 包括长笛、 双簧管、 单簧管、 大管。
（４） 五重奏（Ｑｕｉｎｔｅｔ）
弦乐五重奏： 包括第一、 第二小提琴， 第一、 第二中提琴和大提琴。
钢琴五重奏： 包括钢琴， 第一、 第二小提琴和中、 大提琴， 或不用第二小提琴而

加入低音提琴。
木管五重奏： 包括长笛、 双簧管、 单簧管、 大管和圆号（或第二单簧管）。
室内乐中以“弦乐四重奏” 和“钢琴三重奏” 最常见。 五重奏以上真正有五、 六

个声部连续不断的乐曲很少， 大多是两件乐器重复同一声部或有些乐器暂时休止， 基
本上是四部和声形态。

4郾合奏（Ensemble）

两件以上的不同乐器演奏两个声部以上的乐曲， 每声部由多人用同一乐器演奏的
称为“合奏”。 典型的合奏形式有管弦乐合奏和管乐合奏两种。

（１） 管弦乐合奏
管弦乐合奏是最大规模的器乐合奏， 常用的乐器包括下列四组。
弦乐器组： 由小、 中、 大、 低音提琴组成， 它们是管弦乐队的中坚力量， 必不可

少。 有时还加入竖琴或钢琴。 四种提琴自成和声体系， 各乐器人数比率不一， 总数约
占全乐队的６０％。

木管乐器组： 基本的乐器是长笛、 双簧管、 单簧管和大管四种各两支（双管编
制）、 大型的乐队再加短笛、 英国管、 低音单簧管和低音大管。 （后四种乐器属于前四
种的变形乐器， 乐曲需要时， 由前者兼， 如果正式由专人吹奏， 就成为“三管编制”
的乐队）。 木管乐器组的人数占全乐队的１５％。

铜管乐器组： 一般用三支小号， 三四支圆号， 二三支长号， 一支大号， 人数占全
乐队的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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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器组： 最基本的是一对定音鼓和一对钹， 根据不同的乐曲要求， 有时增加
大鼓、 小军鼓、 三角铁等。 个别乐曲才用到铃鼓、 锣、 钟琴、 木琴等特性乐器。

管弦乐队少则二三十人， 多则五六十至上百人。 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多为交响曲，
因此它也被称为交响乐队。 管弦乐合奏由于音色丰富， 音域宽广， 和声丰满， 力度可
由极弱到极强； 内部又可分成弦乐、 木管和钢管三个和声组， 既可合作又可互为宾主，
所以多声部的织体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并且这种合奏有极丰富的表现力。

我国的管弦乐合奏为了加强民族特色， 在个别乐曲中还分别加竹笛、 板胡、 唢呐、
锣鼓等民族乐器。

交响乐队的乐器位置编排： 在交响乐队各组乐器位置的编排中， 弦乐组是乐队中
的主体和基础， 放在最前排； 打击乐器和铜管乐器力度最强、 最突出， 放在后排。 现
代交响乐队通行的位置编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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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管乐合奏
管乐合奏是由铜管、 木管和打击乐器进行合奏。 其中铜管包括短号、 小号、 圆号、

长号、 中音号、 次中音号、 上低音号、 低音号等。 木管包括短笛、 长笛、 双簧管、 单
簧管和大管及萨克管； 打击乐器包括定音鼓、 大鼓、 小军鼓、 钹、 三角铁等。

管乐合奏由于音响宏亮， 适于在户外演奏节奏鲜明、 雄壮、 威武的进行曲。 军队
中常用它来鼓舞士气， 因此用于军队的铜管乐队又名“军乐队”。

管乐队除为实用（典礼仪式或军队行进的配乐） 外， 还可以演奏各种音乐体裁和
各种风格， 各种情绪、 内容的乐曲。 虽然专为管乐队创作的艺术乐曲很少， 但各国的
管乐队却常将古典名曲改编成适用的管乐合奏曲， 作为音乐会节目进行演出。

合奏除乐器演奏员外， 还常设有指挥， 其任务是： 平时排练乐曲， 演出时掌握速
度、 节奏和强弱的变化， 使演出达到表现作曲者意图的最佳效果。 优秀的指挥不但能
精确地体现乐曲内容， 而且还能体现乐曲的风格特色。

5郾协奏（Concerto）

协奏是指一件或数件乐器与乐队以平等地位联合演奏， 两部分乐器互为宾主、 互
相对答呼应， 有“竞赛” 之意。 它不同于一主、 一宾的“独奏和乐队伴奏” 的器乐独
奏。

为器乐协奏而写的乐曲称“协奏曲”， 如钢琴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等。
协奏是充分发挥个别乐器的技巧和艺术表现力的最好演奏形式之一，它与乐队合作

更使音乐丰富深刻。
除个别乐器主奏的协奏曲外，还有复协奏曲（两个独奏乐器与乐队协奏）和大协奏

曲（独奏乐器群与乐队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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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音乐欣赏基本知识

一、怎样欣赏音乐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音（主要是乐音） 所形成的艺术形象， 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 创作、 演奏（演唱） 和欣赏， 是音乐艺术实践的三个方面。
欣赏音乐是一种审美活动， 而美的标准是由一定时代背景、 一定民族、 一定社会阶级
和阶层的审美趣味所决定的。 形式美只是艺术美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的
内容美。

音乐是音响艺术、 听觉艺术， 它不像戏剧、 绘画那样具有视觉形象， 而器乐曲又
不像声乐曲那样有概念明确的歌词， 可以辅助理解音乐的内容。 因此， 欣赏和理解器
乐曲的内容就需要一定的音乐修养。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音乐的音响运动虽然没有
语义性， 但它可以塑造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 表达一定的内容， 尤其对感情形象的塑
造， 音乐最为擅长。 它不像文字或绘画那样要通过具体的叙述或描绘来表达思想感情，
而是直接以音响抒发人的多种情绪和多种复杂而又细腻的感情。

音乐作品艺术性的高低， 在于作曲家能否用动听的音乐确切地塑造鲜明的音乐形
象， 深刻而丰富地表现内容。 对于欣赏者来说， 首先应正确理解乐曲的含意， 感受总
的音乐效果； 再进一步注意乐曲的主题旋律和节奏， 了解乐曲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布局，
作曲者的基本情况和时代背景； 以及和声与织体、 管弦乐配器的变化等方面的特点和
艺术处理， 体会它们的表现内容中的作用， 以加深对乐曲内容的理解。

二、外国音乐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西欧音乐在古希腊时曾极度兴盛。 但到了中世纪， 音乐被教会和封建统治阶级所
垄断， 成为他们宣传宗教、 麻痹人民、 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 音乐作品大多是教堂用
的圣咏曲。 到了１６、 １７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器乐曲、 歌剧相继出现， 音乐才开
始进入剧场， 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到了１８世纪， 音乐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 作曲家受
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 作品逐渐着重人性的体现和人民生活的反映， 创作技法也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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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完善， 遂开始了西欧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乐器也
逐步得到了改进和完善， 音乐艺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１８世纪到今天， 短短的二、 三
百年间， 对世界音乐具有深远影响的大音乐家辈出， 闻名世界的优秀音乐作品也大量
产生。 在创作思想和音乐风格的先后变化方面， 形成了不同的时期和流派， 不同时期
和流派的音乐家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和音乐风格。

1郾巴洛克音乐时期

大约从１６００年到１７５０年间， 称为巴洛克音乐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 打破旧形式、
感情更加丰富的音乐在意大利、 法国、 德国发展很快， 如意大利的歌剧、 弦乐， 法国
的舞剧和古钢琴音乐， 特别是德国的巴赫和亨德尔的复调音乐更是发展到了顶峰。

2郾古典乐派

古典乐派出现在１８世纪中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作曲家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资产阶
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其音乐创作力图摆脱教会和封建宫廷的束缚， 倾向自由、 民主和
人道主义。 作品着重体现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 创作方法讲究乐曲的结构严谨、
形式完美、 音响和谐与逻辑严密， 曲风大都淳朴、 严肃、 稳重， 崇尚理性， 而对情感
的表现较含蓄内在。 器乐曲多是无标题音乐， 赋格曲、 奏鸣曲、 交响曲、 室内乐以及
歌剧等体裁和曲式均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完美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交响曲
之父” ———海顿、 “音乐神童” ———莫扎特以及“乐圣” ———贝多芬等。

3郾浪漫乐派

“浪漫” 二字源于中古时期描写神话、 英雄与美人的文艺作品。 １８世纪德国文学常
以此为题材。 １８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 封建君主复辟， 音乐家对现实不满，
又找不到明确的出路， 精神苦闷。 于是在文学的影响下， １９世纪的作曲家也走向浪漫
主义。

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倾向于以古代传说、 神话、 幻想故事为题材， 着重于生活现
象的描绘、 个人生活感受的细致体现； 音乐着重感情的抒发和心理的刻画， 而不像古
典乐派着重理性； 音乐家提倡诗歌、 戏剧与音乐的结合和音乐的标题性， 注重音乐中
的诗情画意， 曲式结构较灵活； 他们在创作手法上则注重民族、 民间音调的运用， 音
乐节奏比古典乐派更加复杂而细致， 和声手法更加丰富。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 舒伯特、 门德尔松、 柏辽兹、 肖邦、 伯拉姆斯、 柴可夫
斯基等人。

4郾民族乐派

１９世纪中叶， 东欧、 北欧和俄罗斯作曲家在吸取西欧浪漫主义音乐创作经验的同
时， 着重民族音乐的建立和发展。 他们努力创作既具有本国民族音乐特色， 又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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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的性格、 愿望和生活的音乐作品。 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有俄罗斯的格林卡、 巴
拉基列夫、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捷克的斯美塔那、 德沃夏克； 挪威的格里格； 芬兰的
西贝柳斯等人。

5郾现代乐派

“现代乐派” 是１９世纪末到现在的音乐艺术的各种流派的总称。 下面介绍影响较大
的几个流派。

（１） 印象主义： 主张用音乐描绘从外界得来的瞬息印象， 重视和声色彩。 主要人
物有德彪西（法）、 拉威尔（法）、 杜卡（法）。

（２） 表现主义： 主张用音乐表现人们内心的下意识冲动或欲望、 幻觉等。 主要作
家有勋伯格（奥）、 贝尔格（奥）、 巴尔托克（匈）。

（３） 原始主义： 重视民间音乐， 追求原始性的神秘色彩和野蛮风格， 而和声则是
现代的。 主要代表人物是斯特拉文斯基（俄）。

（４） 新古典主义： 他们反对着重感情表现的浪漫主义， 主张回到古典主义， 着重
音乐自身的形式美； 乐曲结构简朴、 内容清晰， 和声与复调很新颖， 音乐富于客观性。
主要作家有米德米特（德）。

（５） 十二音主义： 又名“十二音体系”， 十二个音同等重要。 无所谓调式、 调性和
主音； 十二个音任意先后排列， 但不得重复； 音的出现有严格的顺序原则， 其和声用
音也依此序列为原则， 无所谓三和弦。 主要代表人物有勋伯格（奥）、 威勃恩（奥）。

（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基本继承古典音乐传统而加创新， 主张用音乐反映社会
主义。 主要作家有普罗科菲也夫（苏）、 肖斯塔柯维奇（俄）。

三、器乐曲的基本分类

音乐作品总的可分为： 声乐、 器乐、 戏剧音乐（包括歌剧音乐、 歌舞音乐、 戏剧
配乐等） 三类。 但由于戏剧音乐部分也不外是声乐和器乐， 所以通常把它分别并入声
乐和器乐中去。 声乐作品的分类我们在前面第二章中已介绍过， 下面着重介绍器乐曲
的基本分类。

器乐曲从曲名、 曲式结构、 演奏方式等方面来看都是各种各样的， 但它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 三大类。 例如， 标题音乐与无标题音乐； 室内乐和交响音乐； 复调音乐与
主调音乐。 以上各种类型， 也是音乐作品的各种体裁， 是各有特点的。

1郾无标题音乐

这类器乐作品没有指示乐曲具体内容的文字标题， 而只用曲式名称作为曲名， 如
“奏鸣曲”、 “变奏曲” 等； 或用器乐体裁名， 如“前奏曲”、 “小步舞曲” 等。 由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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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乐曲很多， 为了有所区别， 就加上乐曲的开始调名， 如“Ｃ大调奏鸣曲”、 “ｅ小调
交响曲”， 或者再加上作者创作此种体裁的作品的编号， 如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
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五号》、 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 等。

无标题音乐在创作时， 没有用音乐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意图， 只求通过音乐艺术来
抒发某种主观情绪， 表现某种精神意境， 甚至主要是着重音乐艺术本身的音响美和形
式美的追求与体裁风格特征的体现。 因此， 很难加上名副其实的文字标题。 有的作者
不愿借助于文字标题来说明乐曲的内容， 只希望欣赏者自己去心领神会， 所以只以曲
式名称或音乐体裁的名称作为曲名， 而不设标题。

2郾标题音乐

它用文字或标题阐明作品思想内容的器乐作品。 １９世纪上半叶标题音乐因欧洲浪
漫乐派音乐家的提倡而盛行。 由于它的表现力的尖锐性和生动的音乐形象更易于被广
大听众所了解， 因此在器乐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3郾室内乐

原指在西欧宫廷贵族中演奏、 演唱的世俗音乐， 以区别于教堂音乐及歌剧音乐，
１７世纪初发源于意大利， 如“室内奏鸣曲”、 “室内康塔塔” 等。 １８世纪末以后， 室内
乐是指由少数人演奏、 演唱并为少数人所欣赏的音乐。 现在， 室内乐多指各种重奏曲
（有时也包括独奏曲）， 使用少数乐器伴奏的独唱、 重唱曲等。

4郾交响音乐

它是指用管弦乐队演奏的管弦乐曲。 它可以采用任何曲式谱曲（通常是中、 大型
结构的）， 而最典型的曲式结构是“交响曲”。 交响曲是由三、 四个乐章组成的管弦队
演奏的管弦乐曲， 我们不可把“交响曲” 与“交响音乐” 两者混为一谈。

5郾复调音乐

复调音乐是以若干个旋律同时进行而组成的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在横的关系上，
各种声部又彼此形成良好、 协调的和声关系。 复调音乐分三种： ①用对位的方式为基
础所写的复调音乐， 简称“对位”。 ②以模仿方式为基础所写的复调音乐， 通称“卡
农”， 即“轮唱” 或“轮奏”。 ③用衬托的方式所写的复调音乐称“支声复调”。 复调音
乐以对位法为其主要创作技法。

6郾主调音乐

它是复调音乐的对称。 其中有一个声部（通常是高音部） 旋律性最强， 处于主要
地位， 其它声部则以和声等手法对主旋律进行烘托和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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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器乐曲的基本曲式

曲式是指乐曲的结构形式。 任何乐曲最基本的结构是“乐段”， 它相当于文章的一
个段落。 一首乐曲至少由一个乐段构成， 绝大多数乐曲则是多段落结构的。 根据这些
段落形成的规律， 找出具有共性的格式， 就是我们所说的乐曲的曲式。

1郾动机、乐句、乐段

动机： 一般指包括一个有主要重音的音组。 它往往具有鲜明的特点， 长度一般在
一小节左右。

乐句： 是有某种和声终止式， 有相对的稳定音调， 形成较明显的间歇的片断。
乐段： 能表达完整的乐思， 具有独立性的音乐段落， 通常由两个或四个乐句构成。

由两个各有四小节（或八小节） 的乐句组成的乐段在器乐曲中最为常见， 其特点是平
衡、 均称。 一首乐曲仅由一个乐段构成的曲式称一部曲式。

2郾单二部曲式（二段体）

由两个明显的乐段组成， 前后两段互相对称或对比。 其通常图式为Ａ＋Ｂ。 它是乐曲
的基本曲式之一。

3郾复二部曲式

乐曲由两部分组成， 其中有一部分是二、 三段体； 另一部分可以是乐段， 也可以
是二、 三段体。

4郾单三部曲式（三段体）

乐曲由三部分组成， 每部分为一个乐段， 通常有两种： ①有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Ａ＋Ｂ＋Ａ； ②没有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Ａ＋Ｂ＋Ｃ。

5郾复三部曲式

乐曲包括三部分。 其第一部分是单二部或单三部曲式， 第三部分是重复或变化重
复第一部分。 它是器乐曲的各种体裁最常采用的曲式。 它的图式通常是Ａ＋Ｂ＋Ａ′（变化
重复第一段）。

6郾回旋曲式

它起源于欧洲民间的轮舞曲。 它以一再反复的基本主题与若干个不相同的“插段”
交替出现为原则。 其图式是Ａ（基本主题） ＋Ｂ（第一插段） ＋Ａ＋Ｃ（第二插段）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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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曲式适于表现活跃欢腾的情景。

7郾变奏曲式

先奏出一个自成段落的主题， 然后以一系列的主题变形（变奏）， 使主题通过多次
不同的变奏而得到多方面的发挥。 其图式为主题＋变奏１＋变奏２＋变奏３＋……， 少则三、
五次， 多则数十次。

8郾奏鸣曲式

它是器乐作品中结构最复杂， 艺术表现力最丰富的大型曲式， 总的结构也是三部
性的（即Ａ＋Ｂ＋Ａ′式）。 但比复三部曲式更复杂。 它的图式如下：

奏鸣曲式总是用“快板” 写的， 所以在“奏鸣曲” （套曲） 中的奏鸣曲式乐章，
常被称为“快板乐章”。 关于奏鸣曲式的三大部分（呈示部、 展开部、 再现部）， 我们
可以这样来比喻： 它的呈示部好像是提出矛盾的、 可争论的问题； 展开部是进行讨论，
甚至矛盾间相互斗争； 再现部是统一认识， 作初步的结论； 结尾是做一个总结。 奏鸣
曲式的这种“对比———发展———统一” 的结构布局， 很适用于来表现复杂的， 甚至戏
剧性的内容， 所以奏鸣曲式不但是用来写交响曲和协奏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乐章， 而
且管弦乐序曲和交响诗也常采用这种曲式。

9郾回旋奏鸣曲式

它属于奏鸣曲式的一种变体， 主要用于大型器乐套曲的最后乐章， 有时也用于独
立的器乐作品。 其结构如下：

10郾主题

主题是乐曲中具有特征的， 并处于显著地位的旋律。 它用来表现完整的或相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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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乐思， 为乐曲的核心。 其形象鲜明， 结构短小， 是音乐发展的种子， 它表达着一
定的思想、 性格、 风格特征， 是乐曲结构与发展的基本要素。 它还具备一定的概括性，
多富于歌唱性， 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记忆。 有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 更多的作品中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 代表不同性格并形成对比。 主题常在乐曲开头出现， 但有时
它的全貌要在整个作品不断展开中才能得以显现。

11郾华彩乐段

原指意大利正歌剧中咏叹调末尾处由独唱者即兴发挥的段落。 后来在协奏曲的乐
章末尾处也常插用此种段落， 通常是乐队暂停演奏， 由独奏者充分发挥表演技巧。 这
部分演奏较自由， 难度也较高， 因而引人注目。 华彩乐段最初由独奏者即兴创作， 后
来作曲者也开始写作， 成为作品中的有机部分和独具特点的段落。

五、器乐曲的基本体裁

乐曲的体裁就是音乐作品的式样和类型， 是指乐曲在音乐风格和性质方面的特征。
不同体裁的器乐曲的形成， 都是与它们各自的应用和表演的目的、 演出的场合、

乐曲内容的性质、 音调和节奏的特色、 音乐风格的特征等有关。

1郾序曲（Overture）

原指歌剧、 舞剧等作品的开场音乐， １７、 １８世纪的歌剧序曲分为“法国序曲” 和
“意大利序曲” 两类。 前者为复调风格， 由慢板、 快板、 慢板三个段落组成； 后者为主
调风格， 由快板、 慢板、 快板三个段落组成。 １９世纪以来， 从贝多芬开始， 作曲家常
采用这种体裁写成独立的器乐曲， 其结构多为奏鸣曲式并有标题。

2郾前奏曲（Prelude）

原文是“序”、 “引子” 之意。 它是一种单主题的中、 小型器乐曲。 它源自１５、 １６
世纪某种乐曲前的引子， 最初常为即兴演奏， 有试奏乐器音准、 活动手指及准备后边
乐曲进入的作用。 不少作曲家均有独立的钢琴前奏曲。 １９世纪后， 西洋歌剧的开场或
幕前音乐亦也称作“前奏曲”， 其含义与上述独立体裁的前奏曲有所不同。

3郾谐谑曲（Menuet）

谐谑曲亦称作诙谐曲， 是一种三拍子的器乐曲。 其主要特点是节奏活跃、 速度较
快， 常出现突发的强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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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练习曲（Etude）

用于提高器乐演奏技巧的乐曲。 它通常包含一种或数种特定的技术课题， 肖邦为
其创始人。 这种乐曲除用以练习技巧外， 同时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舞台效果。

5郾套曲（Divertimento）

它是包括若干乐曲或乐章的成套器乐曲或声乐曲， 其中有主题的内在联系和连贯
发展的关系。

6郾浪漫曲（Romance）

泛指一种无固定形式的抒情短歌或短小的器乐曲。 其特点为： 曲调表情细致， 与
歌词紧密结合， 伴奏亦较丰富。

7郾随想曲（Caprice）

随想曲又称奇想曲， 其结构自由， 大小不定， 指一种富于幻想的即兴性质的器乐
体裁。

8郾幻想曲（Fantasia）

幻想曲是一种含有浪漫色彩而无固定曲式的器乐叙事曲。 原指管风琴或古钢琴的
即兴独奏曲。 １８世纪末， 幻想曲遂成为独立的器乐曲。

9郾狂想曲（Rhapsodie）

狂想曲是一种技巧高超且具有史诗性的器乐曲。 原为古希腊时期由流浪艺人歌唱
的民间叙事诗片断， １９世纪初形成器乐曲体裁， 其特征是富于民族特色或直接采用民
间曲调。

10郾赋格（Fyga）

西洋复调音乐中的主要曲式和体裁之一， 又称“遁走曲”， 意为追逐， 遁走。 它是
复调音乐中最为复杂而严谨的曲体形式， 其基本特点是运用模仿对位法， 使一个简单
而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乐曲的各声部轮流出现一次（呈示部）； 然后进入以主题中的部分
动机发展而成的插部， 此后主题及插部又在各个不同的新调上一再出现（展开部）； 最
后主题再度回到原调（再现部）， 并常以尾声结束。

11郾卡农（Canon）

卡农是复调音乐的一种， 其原意为“规律”。 它是指同一旋律以同度或五度等不同
的音高在各声部先后出现， 造成此起彼伏、 连续不断的模仿， 即严格的模仿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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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郾创意曲（Invention）

它是以模仿为主的复调音乐体裁名称， 是一种复调结构的钢琴小曲， 根据某一音
乐动机即兴发展而成， 类似小赋格曲。

13郾小夜曲（Serenade）

原指傍晚或夜间在情人的窗下歌唱的爱情歌曲体裁， 所以曲调亲切而抒情。 在１８
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多乐章的重奏或合奏曲的小夜曲， 则是为当时的达官贵族酒宴时助
兴而用， 曲调较轻快活泼， 而与爱情无关， 属于室内乐体裁。

14郾摇篮曲（Caprice）

摇篮曲又称催眠曲， 它原指母亲抚慰小孩入睡的歌曲， 通常都很简短。 其旋律轻
柔甜美， 伴奏的节奏型常带有摇篮的动荡感。

15郾圆舞曲（Waltz）

圆舞曲又称“华尔兹”， 起源于奥地利北部的一种民间三拍子舞蹈， 分快、 慢步两
种。 １９世纪风行于欧洲各地。 圆舞曲的特点为节奏明快、 旋律流畅； 伴奏中每一小节
常用一个和弦， 第一拍重音较突出， 节奏型为×××｜×××‖。

16郾小步舞曲（Menaet）

一种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 流行于法国宫廷中， 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
得名。 它速度中庸， 能描绘许多礼仪上的动态， 风格典雅。 １８世纪初， 常被用入奏鸣
曲、 交响曲中， 作为其中一个乐章。

17郾进行曲（March）

一种用步伐节奏写成的乐曲， 可在集体行进时演奏（唱）。 用偶数拍子、 节奏明
确、 结构整齐。 常为三段式， 中段较为抒情， 以取得对比效果。

18郾组曲（Suite）

组曲是由若干器乐曲组成的套曲， 其中各曲有相对的独立性。 古典组曲又称“舞
蹈组曲”， 它采用同一音调的各种舞曲连接而成， 但在速度和节拍等方面互相形成对
比。 近代组曲又称“情节组曲”， 它是从歌剧、 舞剧、 戏剧音乐或电影音乐中选若干乐
曲编成， 有的是根据特定标题内容或民族音乐素材写成。

19郾奏鸣曲（Sonata）

１６、 １７世纪时奏鸣曲泛指各种器乐曲， １７世纪后则是指类似组曲的器乐合奏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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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顿、 莫扎特以后， 奏鸣曲是指由三、 四个乐章组成的器乐独奏套曲或由一件独奏
乐器与钢琴合奏的器乐曲， 其中各乐章的基本特点与形式通常如下： 第一乐章为快板，
用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为慢板， 用奏鸣曲式、 三段式或变奏曲式； 第三乐章（有时省
去） 为小步舞曲或诙谐曲， 用复三段曲式； 第四乐章为快板或急板， 用奏鸣曲式、 回
旋曲式或回旋奏鸣曲式。

20郾交响诗（Symphonic%poem）

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具有叙事、 抒情和戏剧性的管弦乐曲， 属标题音乐范畴。
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首创这一体裁。 交响诗的题材多取自文学、 诗歌、 戏剧、 绘画及
历史传说， 内容富有诗意， 形式不拘一格， 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 也有用
变奏曲式、 三部曲式或自由曲式写成的。

另有音诗、 音画、 交响童话、 交响传奇等体裁， 均与交响诗的性质相类似。

21郾交响曲（Symphony）

为大型管弦乐套曲， 从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变而成， 至１８世纪后半期才独立成为音
乐会乐曲的体裁名称。 通常包含四个乐章（由“交响曲之父” ———海顿确立， 但也有
少于或多于四个乐章的）。 各乐章的体裁与奏鸣曲相似， 但规模较大， 音色的对比和变
化更加丰富多彩， 多声部的织体也更复杂， 比奏鸣曲更适宜于戏剧性内容的发展。 早
期交响曲大多没有标题， １９世纪以来， 兴起了有标题的交响曲， 贝多芬还把声乐引入
了交响曲。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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