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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ꎮ 自然界中ꎬ 能为人的听觉所感受的音是非常多的ꎮ 而

在音乐中我们所使用的音ꎬ 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ꎬ 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

和思想感情而特意挑选出来的ꎮ 这些音乐体现了人们丰富的情感ꎬ 承载了文化的内涵ꎮ

第 节　 聆听———音乐的表现形式

一、 声乐的体裁

声乐是音乐的表现形式之一ꎬ 它是以人的声带为主ꎬ 配合口腔、 舌头、 鼻腔作用于气

息ꎬ 发出的悦耳的、 连续性的、 有节奏的声音ꎮ 不同的声乐体裁ꎬ 可以有独唱、 重唱、 齐

唱、 合唱等演唱形式ꎮ 大型的声乐体裁ꎬ 如大合唱、 康塔塔、 清唱剧等ꎬ 都由上述四种声

乐样式按不同方式组合而成ꎮ

(一) 歌剧

歌剧是用声乐和器乐表现剧情的戏剧作品ꎬ 它是音乐与诗歌、 戏剧表演、 舞蹈、 舞台

美术、 服装等结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ꎮ 歌剧产生于 １６ 世纪末意大利的佛罗伦萨ꎮ 取材于

希腊神话的音乐剧 «达美尼» 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歌剧ꎮ 现存的最早的歌剧是 １６００ 年上

演的 «尤丽狄西»ꎮ 起初歌剧是为恢复古希腊文化的理想而作的ꎬ 观众很少ꎬ 多为知音ꎬ

其伴奏也较为简单ꎬ 只有钢琴等数种乐器ꎮ

歌剧的形式ꎬ 其构成部分包括序曲、 间奏曲、 合唱、 重唱、 独唱等ꎮ 歌剧中主角的独

唱ꎬ 又分为咏叹调、 宣叙调ꎬ 还有小咏叹调、 咏叙调、 卡伐蒂那、 浪漫曲、 小夜曲等ꎮ

咏叹调是西洋歌剧中的一种独唱曲ꎬ 同时在清唱剧和康塔塔中也有此种歌曲ꎮ 咏叹调

通常用管弦乐队或键盘乐器伴奏ꎬ 富于抒情性和戏剧性ꎬ 篇幅较长ꎮ １７、 １８ 世纪的咏叹词

一般采用 “从头反复的咏叹调” 形式ꎬ 亦即 “ＡＢＡ 三段体结构”ꎮ 自格鲁克之后ꎬ 咏叹词

的结构才不限制用固定的格式ꎮ 宣叙调也叫 “朗诵调”ꎬ 是一种以语言的自然音调为根据

的、 吟唱性质的独唱曲ꎮ 其歌词一般用类似说话的散文形式写成ꎬ 多用于咏叹调的前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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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于两段咏叹调之间ꎬ 来说明情节ꎮ 其音乐特点是: 无小节线ꎬ 节奏自由ꎬ 往往有很

多的同音重复ꎬ 旋律的起伏不大ꎬ 有时没有伴奏ꎬ 伴奏又分为用通奏低音衬托和用管弦乐

伴奏两种ꎮ

由于地区、 时代的不同ꎬ 歌剧又分为正歌剧、 喜歌剧、 大歌剧、 轻歌剧、 乐剧等多种

类型ꎮ

正歌剧专指盛行于 １８ 世纪意大利的歌剧ꎮ 正歌剧的文学题材多取自神话或者历史故

事ꎬ 一般分三幕ꎬ 其中的每一场都先用宣叙调铺陈剧情ꎬ 然后用咏叹调刻画人物的性格和

思想感情ꎮ 正歌剧的音乐比较看重华丽的演唱技巧ꎬ 以更接近宫廷贵族的口味ꎮ 正歌剧后

来从意大利传到了欧洲各国ꎬ 莫扎特的歌剧 «伊多梅尼奥» «体托的仁慈» 就是正歌剧的

代表作ꎮ

意大利喜歌剧原来是作为正歌剧的幕间戏来用的ꎬ 后来逐渐脱离正歌剧独立演出ꎮ 喜

歌剧往往取材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喜剧性故事ꎬ 其音乐生动活泼、 生活气息很浓ꎮ 莫扎

特的 «费加罗的婚礼» «唐乔凡尼»ꎬ 罗西尼的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等是意大利喜歌剧

中最著名的几部ꎬ 直到现在还经常上演ꎮ 比才的 «卡门» 则是法国喜歌剧的代表作ꎮ

大歌剧产生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末的法国ꎬ 流行于 ３０—４０ 年代ꎮ 大歌剧常常以历代英

雄故事为题材ꎬ 追求富丽堂皇的壮观场面和光辉灿烂的音乐效果ꎮ 它不用说白ꎬ 从头到尾

都是音乐的贯穿ꎬ 其中还有众多的芭蕾舞ꎮ 大歌剧的代表作有迈耶贝尔的 «恶魔罗贝尔»

«胡格诺派教徒» «先知» 等ꎮ

轻歌剧出现于 １９ 世纪ꎬ 也称配乐喜歌剧ꎬ 是娱乐性较强的一类歌剧ꎮ 其结构短小ꎬ

音乐风格轻松活泼ꎬ 情节多取自于现实生活ꎬ 偏重讽刺揭露ꎮ 轻歌剧采用独唱、 重唱、 合

唱、 舞蹈和说白等形式ꎬ 并结合当时的流行歌曲ꎬ 通俗易懂ꎮ 在 ２０ 世纪以后的英国和美

国ꎬ 轻歌剧逐渐被音乐剧取代ꎮ

乐剧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造的歌剧品种ꎮ 瓦格纳把他成熟时期的新歌剧一律称为

“乐剧”ꎮ 乐剧与其他歌剧的区别在于: 乐剧的音乐和戏剧紧密地结合成为有机的统一体ꎮ

乐剧用 “场” 代替了原来的分曲ꎻ 音乐连绵不绝地自由伸展ꎬ 成为 “无终旋律”ꎬ 其节奏

不再具有周期性的特点ꎻ 系统地运用 “主导动机” 来代表乐剧中特定的人物、 事物和思想

感情ꎮ 瓦格纳的乐剧 «罗恩格林» 是他比较突出的乐剧代表作ꎮ

分曲歌剧是 １７、 １８、 １９ 世纪歌剧的共同特点ꎮ 一部歌剧由大大小小的系列分曲组成ꎮ

分曲可以是独唱曲、 重唱曲、 合唱曲、 芭蕾舞、 器乐曲等ꎮ 莫扎特的歌剧 «魔笛»、 威尔

第的歌剧 «那布科» 和 «茶花女»、 古诺的 «浮士德» 都是分曲歌剧ꎮ

(二) 摇篮曲

摇篮曲又称催眠曲ꎬ 它原是母亲抚慰小儿入睡的歌曲ꎬ 通常都很简短ꎮ 其旋律轻柔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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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ꎬ 伴奏的节奏型常带摇篮的动荡感ꎮ

(三) 清唱剧

清唱剧一译神剧ꎮ 巴洛克时期宗教或史诗题材的大型声乐作品ꎬ 在教堂或音乐厅演

出ꎮ 与歌剧一样ꎬ 清唱剧包括独唱 (咏叹调、 宣叙调)、 重唱、 合唱、 管弦乐序曲等ꎬ 只

是没有舞台动作表演ꎮ 亨德尔的清唱剧 «弥赛亚» «以色列人在埃及» 等代表了当时清唱

剧的最高水平ꎮ

(四) 声乐套曲

声乐套曲又叫声乐组曲ꎬ 是大型声乐作品的一种结构形式ꎮ 其一般的特点是: 在统一

的标题之下ꎬ 用若干首歌曲来表达同一主题ꎮ 套曲中的各首歌曲可独立成曲ꎬ 彼此的表演

形式也往往不同 (如分独唱、 重唱、 齐唱、 合唱等)ꎬ 但它们之间的内容互有联系ꎬ 在音

乐方面既统一ꎬ 又有变化ꎬ 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ꎮ 例如 «航天之歌» 这部套曲ꎬ 以

“航天之歌” 为统一的标题ꎬ 用了七首歌曲ꎬ 其中有男声独唱、 女声独唱、 男女声重唱、

混声四部合唱等不同的演唱形式ꎬ 各首都可单独抽出来唱ꎬ 但都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歌颂

中国航天事业的主题ꎬ 构成一部大型作品的整体ꎮ 著名的 «黄河大合唱» «长征组歌»

等ꎬ 其音乐结构形式都属于声乐套曲ꎮ

(五) 康塔塔

康塔塔是大型声乐套曲体裁的一种ꎬ 原意为 “用声乐演唱”ꎮ 康塔塔最初是一种独唱

或重唱的世俗叙事套曲ꎬ 以咏叹调和宣叙调交替组成ꎬ 到 １７ 世纪中期传入德国ꎬ 遂发展

成为一种包括独唱、 重唱、 合唱的声乐套曲ꎬ 以世俗或 «圣经» 故事为题材ꎮ 康塔塔在形

式上与清唱剧有相似之处ꎬ 唯规模较小ꎻ 其内容偏重于抒情ꎬ 故事内容亦较简单ꎮ

(六) 民歌

民歌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ꎬ 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ꎬ 这

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作者是谁ꎬ 而以口头传播ꎬ 一传十十传百ꎬ 一代一代地流传至今ꎮ

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ꎬ 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ꎬ 所指的主要是以木吉他为伴奏乐

器ꎬ 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ꎬ 唱出大家纯朴生活感受的那种歌曲ꎮ

(七) 抒情歌曲

抒情歌曲的主要特点是气息宽广、 激昂ꎻ 曲调优美、 流畅ꎻ 节奏自由舒展ꎻ 表情细

腻ꎬ 善于揭示人们的内心世界ꎮ 根据不同内容ꎬ 抒情歌曲的情绪和风格也各不相同ꎮ 有的

热情奔放ꎬ 欢乐明快ꎬ 如 «送我一枝玫瑰花» «我为祖国献石油»ꎻ 有的恬静深情ꎬ 含蓄

亲切ꎬ 如 «大海一样的深情» «妹妹找哥泪花流» «满山红叶似彩霞» 等ꎮ 这种体裁一般

用于抒发内心激情和对人物及大自然的赞美ꎬ 以及表达思念、 爱慕、 留恋之情ꎮ 抒情歌曲

可分为爱情歌曲、 亲情歌曲、 友情歌曲、 乡情歌曲、 游子思乡歌曲等类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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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曲是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诗为词ꎬ 我国老一辈作曲家黄自谱曲ꎮ 歌曲抒

发了诗的意境ꎬ 节奏平稳ꎬ 旋律委婉、 含蓄、 带叙述性ꎬ 结构为四句体单乐段形式ꎮ 从歌

词上看ꎬ 就有一种朦胧的意境ꎬ 作曲家谱曲也延续了这种意境ꎮ 第一句的动机ꎬ 强调一个

“非” 字ꎬ 后半句上四度模进ꎬ 再强调 “非雾” 的 “非” 字ꎬ 首先描绘出这覆盖着一层薄

纱的意境ꎮ 第二句结束在五级音上ꎬ 是进一步的叙咏ꎬ 随后逐级下行ꎬ 最后为平叙的音

调ꎬ 具有谜底色彩ꎬ 也增加了问的期待ꎮ 第三句转折ꎬ 由低向高婉转上扬ꎬ 好似春梦ꎬ 却

非春梦ꎮ 第四句由高而低趋于平稳ꎬ 看似朝云ꎬ 却非朝云ꎮ 最后恬淡地结束ꎬ 其追惜、 思

念之情ꎬ 溢于言表ꎮ

黄自 (１９０４—１９３８)
黄自ꎬ 字今吾ꎬ 江苏川沙 (今属上海市) 人ꎮ 早年在美国欧

伯林学院及耶鲁大学音乐学校学习作曲ꎬ １９２９ 年回国ꎬ 先后在上

海沪江大学音乐系、 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ꎬ 并兼任音专教务

主任ꎬ 热心音乐教育事业ꎬ 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ꎮ 同时ꎬ 也从事

创作和著述ꎬ 写下了交响乐、 室内乐、 钢琴复调音乐、 清唱剧等

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共九十四首ꎮ 主要作品有管弦乐序曲 «怀

旧»ꎬ 管弦乐 «都市风光幻想曲»ꎬ 清唱剧 «长恨歌»ꎬ 合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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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歌» «旗正飘飘»ꎬ 歌曲 «九一八» «热血» «南乡子» «花非花» «天伦歌» 等ꎮ 他

的作品结构严谨ꎬ 线条清晰ꎬ 层次分明ꎬ 对旋律与和声和民族风格进行了有益的探索ꎮ 他

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ꎬ 特别是对音乐教育方面有显著贡献ꎮ

二、 器乐的体裁

由乐器演奏形成的音乐称为器乐ꎬ 器乐比人声的音域更加宽广ꎬ 所以能够创造出许多

人声无法实现的声音ꎬ 也能够表达更加丰富的情感ꎮ 人类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乐器ꎬ 各具特

色ꎮ 这些乐器也有着不同的演奏方式ꎬ 共同构成了奇妙的音乐世界ꎮ

(一) 夜曲、 小夜曲

１ 夜曲

夜曲是流行于 １８ 世纪的一种器乐套曲ꎬ 因为常常在夜间露天演奏而得名ꎮ 后来专指

一种具有特性曲 (１９ 世纪各种器乐小曲的总称ꎬ 多表现诗情画意和生活情趣ꎬ 主要是附

有文学性曲名的钢琴小曲) 风格的钢琴小曲ꎮ 夜曲的英文 ｎｏｃｔｕｒｎｅꎬ 源于拉丁文 ｎｏｘ (夜

神)ꎬ 其宗教含义为 “夜祷”ꎮ 爱尔兰作曲家菲尔德就根据这一宗教意义首创了这一体裁ꎬ

后来经波兰作曲家肖邦进一步发展ꎮ 它的织体风格与无词歌类似ꎬ 速度缓慢ꎬ 采用分解和

弦式的伴奏音型ꎬ 其旋律优雅动人ꎬ 富有歌唱性ꎬ 创造了宁静而沉思的梦幻之境ꎮ 夜曲是

菲尔德和肖邦所喜用的体裁ꎬ 他们分别都作有夜曲二十多首ꎮ

２ 小夜曲

小夜曲ꎬ 其英文原意是 “傍晚的音乐”ꎬ 它是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一种爱情歌

曲ꎬ 流行于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家ꎮ 在傍晚ꎬ 游吟诗人们往往弹着吉他或者曼陀林在恋人

的窗下边弹边唱ꎬ 因此而得名ꎮ 后来逐渐成为独立的独唱曲和器乐曲ꎮ 舒伯特、 古诺、 福

莱、 托斯蒂、 托塞里等作曲家都写过小夜曲式的歌曲ꎬ 其中以舒伯特的声乐套曲 «天鹅之

歌» 中的 «小夜曲» 最为著名ꎮ 钢琴伴奏采用了吉他式的音型ꎬ 主题旋律优美婉转ꎬ 平

静而又期待ꎬ 小调式ꎬ ３ / ４ 拍ꎮ 后半段音乐趋于激动ꎬ 旋律由附点音符和上扬的和弦分解

音构成ꎬ 很快又安静下来ꎬ 音乐渐渐弱下来ꎬ 仿佛歌声远飘而去ꎮ

(二) 无言歌

无言歌的旋律犹如歌曲ꎬ 用音型伴奏ꎬ 但却无歌词ꎬ 不供歌唱之用ꎬ 是抒情歌曲般的

器乐小品ꎬ 由门德尔松首创ꎮ

(三) 交响曲

交响曲是器乐体裁的一种ꎬ 是管弦乐队演奏的包含多个乐章的大型套曲ꎮ 源于意大利

歌剧序曲ꎬ 海顿时定型ꎮ 基本特点为: 第一乐章快板ꎬ 采用奏鸣曲式ꎻ 第二乐章速度徐

缓ꎬ 采用二部曲式或三部曲式等ꎻ 第三乐章速度中等或稍快ꎬ 为小步舞曲或诙谐曲ꎻ 第四



!"#　%&'()

７　　　　

乐章又称 “终乐章”ꎬ 速度急速ꎬ 采用回旋曲式、 奏鸣曲式等ꎮ 交响曲是通过综合运用并

挖掘各种乐器的性能及表现力来塑造音乐形象ꎬ 体现作曲家内心情感和思想理念的大型器

乐套曲形式ꎮ 它由交响乐队演奏ꎬ 实质上是交响乐队的 “奏鸣曲”ꎬ 但比奏鸣曲更富有表

现力ꎬ 气势更加恢宏ꎮ

(四) 奏鸣曲

奏鸣曲是一种古典音乐体裁ꎬ 早在 １６ 世纪就已经存在ꎮ １６ 世纪时期ꎬ 奏鸣曲泛指一

切器乐乐曲ꎬ 与声乐相对应ꎬ 后来逐渐经历了三重奏鸣曲、 独奏奏鸣曲、 三乐章奏鸣曲的

发展形式ꎬ 到现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方式ꎮ 奏鸣曲一般由一件独奏乐器演奏ꎬ 或由一件

独奏乐器和钢琴合奏ꎬ 形成器乐套曲ꎮ 常见的奏鸣曲一般有四个乐章ꎬ 但有时会省略第一

或第二乐章ꎬ 形成三乐章结构ꎮ 奏鸣曲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形式之一ꎬ 其他大型器乐套曲

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ꎮ

(五) 协奏曲

协奏曲是一种常见的音乐体裁ꎬ １６ 世纪时期指意大利的一种有乐器伴奏的声乐曲ꎬ １７

世纪后半期起ꎬ 指一件或几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竞奏的器乐套曲ꎮ 巴洛克时期形成的由

几件独奏乐器组成一组与乐队竞奏者称为大协奏曲ꎮ 古典乐派时期形成的由小提琴、 钢

琴、 大提琴等一件乐器与乐队竞奏的控协奏曲称 “独奏协奏曲”ꎮ

(六) 室内乐

室内乐原指在小房间里演奏的 “家庭式” 音乐ꎬ 后来延伸为泛指在小场所演奏的音乐ꎬ 现

在通常指由一件或几件乐器演奏的小型器乐曲ꎬ 主要形式是重奏曲和小型器乐合奏曲ꎮ

室内乐重奏与管弦乐合奏有很大的区别ꎬ 室内乐重奏每一声部由 １ 人演奏ꎬ 管弦乐合

奏每一声部则由多人演奏ꎮ 按声部或人数的数量ꎬ 室内乐可分为二重奏、 三重奏、 四重

奏、 五重奏直至九重奏等多种演奏形式ꎮ 按照所用乐器的种类ꎬ 室内乐又可分为单纯弦乐

器演奏的重奏和弦乐器与钢琴、 管弦乐器混合演奏的重奏ꎮ

(七) 前奏曲

前奏曲是一种单主题的中、 小型器乐曲ꎬ 原本只是组曲前的引子ꎬ 是演奏家在演奏之

前的即兴演奏ꎬ 有试奏乐器音准、 活动手指及准备后边乐曲进入的作用ꎬ 后来逐渐演变成

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ꎮ 前奏曲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钢琴前奏曲ꎬ 贡献最大的是被称为 “钢琴

王子” 的肖邦ꎬ 肖邦的前奏曲已经明显地独立出来ꎬ 不再单纯地作为其他组曲的引子ꎮ

(八) 序曲

序曲最早是在歌剧、 舞剧等大型演出开场前等待观众入场的简短音乐段落ꎬ 后来演变

成为大型舞台演出开幕前的开场音乐ꎮ １８ 世纪由于歌剧改革ꎬ 序曲被融合了剧情元素ꎬ

因此具备了引导观众进入剧情的功能ꎬ 成为歌剧的一部分ꎮ １９ 世纪之后ꎬ 序曲渐渐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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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会序曲的方向发展ꎮ 较著名的序曲曲目有贝多芬的 «科里奥兰序曲»、 柴可夫斯基的

«１８１２ 年序曲» 等ꎮ

(九) 小步舞曲

小步舞曲是一种古老的西欧民间舞曲ꎬ 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ꎬ 其节奏一般为三

拍ꎬ 在 １７、 １８ 世纪传入法国宫廷ꎬ 并迅速在贵族阶层流行起来ꎮ 小步舞曲风格典雅ꎬ 能

描绘许多礼仪上的动态ꎮ １９ 世纪初ꎬ 小步舞曲常被作为古组曲或奏鸣套曲的第三乐章ꎬ

后来逐渐被谐谑曲所代替ꎮ

(十) 谐谑曲

谐谑曲又被称为诙谐曲ꎬ 其前身是小步舞曲ꎬ 具有节奏活跃、 速度轻快的特点ꎬ 常出

现突发的强弱对比ꎬ 因而能够表现一种诙谐、 幽默的情绪ꎬ 这也是它的名称来源ꎮ １７—１９

世纪ꎬ 谐谑曲被应用到古典组曲中ꎬ 后来还被应用到交响曲中ꎬ 并逐渐取代小步舞曲ꎬ 作

为第三乐章出现ꎮ

(十一) 赋格

赋格是西洋复调音乐中的主要曲式和体裁之一ꎬ 也是复调音乐中最为复杂而严谨的曲

体形式ꎮ 赋格又被称为 “遁走曲”ꎬ 意为追逐、 遁走ꎮ 其基本特点是运用模仿对位法ꎬ 在

乐曲开始时ꎬ 以单声部形式贯穿全曲的主要音乐素材作为 “主题”ꎬ 与 “对题” (与主题

形成对位关系) 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ꎮ

(十二) 卡农

卡农是一种音乐谱曲技法ꎬ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３ 世纪的欧洲民间音乐ꎮ 卡农是一种小

型声乐曲ꎬ 其所有声部虽然都模仿一个声部ꎬ 但不同高度的声部依一定间隔进入ꎬ 营造出

一种此起彼伏、 连绵不断的效果ꎮ 卡农常被运用为大型乐曲中的一个段落ꎬ 其谱曲技巧也

常常出现在交响曲中ꎮ

(十三) 练习曲

练习曲是指用于训练器乐演奏技巧的乐曲ꎬ 通常包含一种或数种特定的技术课题ꎮ 练习曲

的数量很多ꎬ 其中许多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舞台效果ꎬ 尤其是肖邦等人创造的钢琴练习曲ꎮ

(十四) 浪漫曲

浪漫曲是一种无固定形式的抒情短歌或短小的器乐曲ꎬ 来自于西班牙的抒情声乐曲ꎬ

其旋律悠长优美ꎬ 具有强烈的抒情特点ꎮ

(十五) 狂想曲

狂想曲通常是指以歌谣乐句和自由形式谱成的短曲ꎬ 原为古希腊时期由流浪艺人歌唱

的民间叙事诗片断ꎬ １９ 世纪初形成固定的音乐体裁ꎮ 狂想曲常采用民间曲调ꎬ 富有民族

特色ꎬ 如李斯特的 １９ 首 «匈牙利狂想曲»、 拉威尔的 «西班牙狂想曲»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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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幻想曲

幻想曲起源于 “狂想曲”ꎬ 是一种含有浪漫色彩而无固定曲式的器乐叙事曲ꎮ 幻想曲

最初是一种管风琴或古钢琴的即兴独奏曲ꎬ １８ 世纪末叶起ꎬ 幻想曲逐渐成为独立的器乐

曲ꎬ 较著名的作品有格林卡运用俄罗斯民间音乐写成的管弦乐曲 «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ꎮ

(十七) 创意曲

创意曲是以模仿为主的复调音乐的体裁名称ꎬ 是一种复调结构的钢琴小曲ꎮ 创意曲与

小赋格曲极为相似ꎬ 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ꎮ 创意曲的主题多半在主调上依次进入ꎬ 且主

题的第 １ 次进入不完全是单声部的ꎮ

(十八) 萨拉班德

萨拉班德起源于波斯ꎬ １６ 世纪初传入西班牙ꎮ 由于情调热烈奔放而被教会禁止ꎮ １６

世纪末传入法国后ꎬ 逐渐演变为速度缓慢、 音调庄重的舞曲ꎬ 常用于贵族社会和舞剧中ꎮ

其结构为二部曲式ꎬ 节奏为三拍子ꎻ 第二拍的音ꎬ 时值较长而突出ꎮ

(十九) 塔兰台拉

塔兰台拉原为意大利南部的一种民间舞曲ꎮ 据传被一种毒蜘蛛 “塔兰图拉” 咬伤的

人ꎬ 必须剧烈跳舞始能解毒ꎬ 塔兰台拉舞即起源于此说ꎬ 另一说此舞因产生于塔兰多城而

得名ꎮ 其特点为速度极快ꎬ ６ / ８ 或 ３ / ４ 拍子ꎬ 主要节奏为连续不断的三连音ꎬ 情绪热烈ꎮ

(二十) 即兴曲

即兴曲原是钢琴独奏曲的体裁名称ꎬ 后也用于其他乐器的独奏乐曲ꎮ 它是即兴创作的

器乐小品ꎬ 常由激动的段落和深刻抒情的段落组成ꎬ 所以大多数是复三部曲式的ꎮ

(二十一) 圆舞曲

圆舞曲又称 “华尔兹”ꎬ 起源于奥地利北部的一种民间三拍子舞蹈ꎮ 圆舞曲分快、 慢

步两种ꎬ 舞时两人成对旋转ꎮ １７、 １８ 世纪流行于维也纳宫廷后ꎬ 速度渐快ꎬ 并始用于城市

社交舞会ꎮ １９ 世纪起风行于欧洲各国ꎮ 现在通行的圆舞曲ꎬ 大多是维也纳式的圆舞曲ꎬ

速度为小快板ꎬ 其特点为节奏明快ꎬ 旋律流畅ꎻ 伴奏中每小节常用一个和弦ꎬ 第一拍重音

较突出ꎬ 著名的圆舞曲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 «蓝色多瑙河»、 韦伯的 «邀舞» 等ꎮ

(二十二) 玛祖卡

玛祖卡是波兰的一种民间舞曲ꎬ 其动作有滑步、 成对旋转、 女人围绕男子作轻快跑步

等ꎮ 玛祖卡的音乐特点为: 中速、 三拍子ꎬ 重音变化较多ꎬ 以落在第二、 三拍常见ꎬ 情绪

活泼热烈ꎮ

(二十三) 波洛乃兹

波洛乃兹起源于波兰民间ꎬ 因此也被称为 “波兰舞曲”ꎮ 它的节奏一般为三拍ꎬ 特点

是庄重缓慢ꎬ 具有贵族气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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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波尔卡

波尔卡是捷克的一种民间舞曲ꎬ 以男女对舞为主ꎬ 其基本动作由两个踏步组成ꎬ 一般

为二拍子ꎮ

(二十五) 组曲

组曲是由若干器乐曲组成的套曲ꎬ 其中各曲有相对的独立性ꎮ 组曲有古典、 近代之

分ꎮ 古典组曲又称 “舞蹈组曲”ꎬ 兴起于 １７—１８ 世纪ꎬ 它采用同一调子的各种舞曲连接而

成ꎬ 但在速度和节拍等方面互相形成对比ꎬ 如巴赫的古钢琴组曲ꎮ 近代组曲又称 “情节组

曲”ꎬ 兴起于 １９ 世纪ꎬ 从歌剧、 舞剧、 戏剧音乐或电影音乐中选若干乐曲编成ꎮ 有的组曲

系根据特定标题内容或民族音乐素材写成ꎬ 如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 «培尔金特组曲»、

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的 «舍赫拉查德»、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捷克组曲»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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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由奥地利作曲家、 有 “圆舞曲之王” 之称的小约翰施特劳斯

创作而成ꎬ 这也是他最负盛名的圆舞曲作品ꎬ 被誉为 “奥地利第二国歌”ꎮ 这首乐曲以典

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ꎬ 音乐主题优美动听ꎬ 节奏明快而富于弹性ꎬ 体现出华丽、 高

雅的情调ꎮ

这首乐曲的全称是 “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ꎬ 曲名取自诗人卡尔贝克一首

诗的各段最后一行的重复句: “你多愁善感ꎬ 你年轻、 美丽、 温顺好心肠ꎬ 犹如矿中的金

子闪闪发光ꎬ 真情就在那儿苏醒ꎬ 在多瑙河旁ꎬ 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ꎮ 香甜的鲜花吐

芳ꎬ 抚慰我心中的阴影和创伤ꎬ 不毛的灌木丛中花儿依然开放ꎬ 夜莺歌喉啭ꎬ 在多瑙河

旁ꎬ 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ꎮ”

此曲按照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的结构写成ꎬ 由序奏、 五个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ꎮ

序奏开始时ꎬ 小提琴在 Ａ 大调上用碎弓轻轻奏出徐缓的震音ꎬ 好似黎明的曙光拨开

河面上的薄雾ꎬ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ꎬ 多瑙河的水波在轻柔地荡漾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圆

号吹奏出这首乐曲最重要的一个动机ꎬ 连贯优美ꎬ 高音活泼轻盈ꎬ 它象征着黎明的

到来ꎮ

接下来是五首连着一起演奏的小圆舞曲ꎬ 每首小圆舞曲都包含两个相互对比的主题

旋律ꎮ

第一小圆舞曲描写了在多瑙河畔ꎬ 陶醉在大自然中的人们翩翩起舞时的情景ꎮ 抒情明

朗的旋律、 轻松活泼的节奏承接序曲的音调ꎬ 也是全曲的主题ꎬ 这一主题充满了欢快的情

绪ꎬ 使人感到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多瑙河ꎻ 另外还有一支轻松明快的旋律ꎬ 由木管乐器演

奏ꎬ 如河水拍岸ꎬ 呈现出勃勃生机ꎮ

第二小圆舞曲首先在 Ｄ 大调上出现ꎬ 第一部分旋律跳跃、 起伏ꎬ 层层推进ꎬ 情绪爽

朗、 活泼ꎬ 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ꎻ 突然乐曲转为降 Ｂ 大调ꎬ 显得优美委婉ꎬ 与第一部分

形成对比ꎮ 巧妙而富于变化的第二圆舞曲描写了南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姑娘们ꎬ 穿着鹅绒舞

裙在欢快地跳舞ꎬ 富于变化的色彩显得格外动人ꎮ

第三小圆舞曲属歌唱性旋律ꎬ 主题 Ａ 有优美典雅、 端庄稳重的特点ꎻ 主题 Ｂ 具有流动

性特点ꎬ 加强了舞蹈性ꎬ 呈现出狂欢的舞蹈场面ꎮ 这段音乐采用了切分节奏ꎬ 给人以亲切

新颖的感觉ꎮ

第四小圆舞曲的主题 Ａ 优美动人ꎬ 富于歌唱性ꎻ 主题 Ｂ 强调舞蹈节奏ꎬ 情绪热烈奔

放ꎬ 与主题 Ａ 形成了对比ꎮ 在开始时节奏比较自由ꎬ 琶音上行的旋律美妙得连作曲家本人

也很得意ꎬ 仿佛春意盎然ꎬ 沁人心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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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小圆舞曲是第四小圆舞曲音乐情绪的继续和发展ꎬ 只是转到 Ａ 大调上ꎮ 主题 Ａ

旋律起伏回荡ꎬ 柔美而又温情ꎻ 主题 Ｂ 则是一段炽热而欢腾的音乐ꎬ 形成了全曲的高潮ꎮ

起伏、 波浪式的旋律使人联想到在多瑙河上无忧无虑地荡舟时的情景ꎮ

最后是全曲的高潮和结尾ꎮ 乐曲的结尾有两种: 一种是合唱型结尾ꎬ 接在第五小圆舞

曲之后ꎬ 很短ꎬ 迅速地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ꎻ 另一种是管弦乐曲结尾ꎬ 较长ꎬ 依次再现了

第三小圆舞曲、 第四小圆舞曲及第一小圆舞曲的主题ꎬ 接着又再现了乐曲序奏的主要音

调ꎬ 最后结束在疾风骤雨式的狂欢气氛之中ꎮ

第 节　 感悟———音乐的情绪

音乐之所以被人们所喜爱ꎬ 不仅是因为那些优美的旋律ꎬ 还因为它表达的强烈的情

感ꎬ 能够带给人独特的情感体验ꎮ 人们用欢快的音乐表示兴奋ꎬ 用低沉的音乐表示哀伤ꎬ

用缓慢优雅的音乐表示宁静

一、 歌曲情感的理解

歌曲的情感是指声乐作品的内在含义ꎬ 即这首歌曲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ꎮ 理解作

品的含义是演唱歌曲的基础ꎮ 歌曲是作曲家的艺术结晶ꎬ 其中渗透着他们的心血、 意图和

感情ꎮ 由于作品的特殊性ꎬ 作曲家不可能像画家、 雕塑家和文学家那样可直接和观众见

面ꎬ 一目了然ꎬ 音乐作品必须通过表演者的再创作ꎬ 把纸面上的音符变成美妙的声音ꎬ 通

过歌唱者真实、 朴素、 美好的歌唱ꎬ 向听众传达歌曲的思想感情ꎮ 所以当我们拿到一首歌

曲时ꎬ 必须首先对歌曲词作者和曲作者的时代背景、 创作特点、 风格流派以及有关地域的

民俗、 民情有所了解ꎬ 才能更好地掌握其想要表现的音乐作品ꎮ 如果对此一无所知ꎬ 或知

之甚少ꎬ 是无法理解作品的ꎬ 更谈不上艺术表现的境界ꎬ 只能是唱音符ꎬ 唱一个一个的字

音ꎬ 就不可能把自己从事的表演专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ꎮ 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也告诉广大

声乐爱好者: “不要把时间单放在发声练习上ꎬ 要知道提高了综合修养ꎬ 声音上也会提高ꎬ

如果有了认识ꎬ 即使走弯路也不会太远ꎮ” 一首歌或长或短ꎬ 都凝聚着作曲家和作词家强

烈的感情ꎬ 这就需要我们歌唱者认真去发掘和领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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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 “五四” 以来优秀的抒情歌曲ꎬ 由著名文学家、 语言学家刘半农作词ꎬ 著名

语言学家、 作曲家赵元任作曲ꎬ 此歌曲作于 １９２６ 年ꎮ 它表现了 “五四” 时期青年知识分

子强烈要求挣脱封建礼教束缚、 追求幸福、 渴望自由、 憧憬美好未来的感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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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共分为四段ꎬ 通过春、 夏、 秋、 冬四季的自然景色更迭ꎬ 每一段都引起了对故

土、 对友人的深深的思念ꎮ 各段音乐随着感情的变化而不尽相同ꎮ

第一段描写了和煦的春风轻拂发丝ꎬ 似大地向人们微微吹来暖气ꎮ 温暖、 熨帖ꎬ 旋律

安静、 悠远ꎬ 它像诗人那样热情、 诚挚ꎮ

第二段描写了清凉的夏夜ꎮ 旋律柔美ꎬ 有小小的波动ꎬ 好似海水在轻轻拍打着堤岸ꎮ

第三段描写了落花、 流水的晚秋景色ꎬ 意境优美ꎮ 旋律转至低音区ꎬ 对春光悄然逝去

表现了诗人般的惆怅ꎬ 寄寓了作者深深的依恋之情ꎮ 第三段的第三句话ꎬ 一反过去的写

景ꎬ 而采用了燕子呢喃的一种拟人化的手法ꎬ 情绪更显激动ꎮ

第四段则描绘了冷峻的寒冬ꎬ 感情内在、 压抑ꎮ 旋律色彩略显暗淡ꎬ 描绘了诗人在凄

清的朔风中的焦灼不安ꎮ

这首歌的四段都以同一个乐句 “教我如何不想他” 作结束ꎮ 第四段的 “想” 字感情

激越ꎬ 直叩听众心扉ꎬ 把深深的思恋之情ꎬ 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ꎮ

小提示: 仔细聆听并伴随着歌声轻轻哼唱ꎬ 感受歌声中的情感ꎮ

二、 感受歌曲的意境

感受歌曲的意境ꎬ 需要听众根据音乐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ꎮ 演唱者应根据歌曲的内

容和音乐形象ꎬ 在脑海中转变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ꎬ 就好像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进入角色

一样身临其境ꎬ 要尽可能将自己融入歌曲角色的感情、 环境之中ꎬ 这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为

什么能演什么像什么的原因ꎮ 例如阿拉腾奥勒作曲的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这首歌ꎬ 歌曲

的一开始像是将我们置身于美丽的大草原上ꎬ 阵阵微风扑面而来ꎬ 地面上绿浪滚滚ꎬ 此时

仿佛闻到了一阵阵青草的清香ꎮ 绿色海洋上ꎬ 蜜蜂采蜜、 蝴蝶起舞、 毡房像银星、 羊群像

云朵ꎮ 赛马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穿着多彩的服饰ꎬ 一切是那么的美! 此作品具有鲜明的内蒙

古草原音乐特色ꎮ 又如在演唱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 中的 «河边对口唱» 时ꎬ 眼前仿

佛有两个流离失所的老乡在互诉衷肠ꎬ 讲述着被日本侵略者欺辱的悲惨经历ꎬ 只有这样动

其真情才能用自己的歌声感动听众ꎮ 因而歌唱者解释音乐的能力不是一日之功ꎬ 它是一种

生活的积累ꎬ 这种积累越多、 越丰富ꎬ 灵感也越活跃、 越丰富ꎮ 因此ꎬ 作为歌者ꎬ 应随时

用眼睛和耳朵去搜集和倾听各种生活的画面和声音ꎬ 去感受生活ꎬ 从而增强对生活和人物

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ꎬ 进而深刻地理解和表达作品的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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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序曲»

«春节序曲» 为李焕之作曲的 «春节组曲» 中的第一乐章ꎬ 因这首 «序曲» 常常单独

演奏ꎬ 亦称 «春节序曲»ꎬ 作品完成于 １９５６ 年ꎮ 整个组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抗日战争后

期ꎬ 延安军民共同欢度春节的生动景象ꎮ «序曲» 反映了延安时期军民欢度春节、 闹秧歌

的红火热烈景象ꎮ

乐曲一开始是个欢快而热烈的引子ꎬ 随后出现了第一主题ꎬ 它运用了陕北风格的唢呐

曲ꎬ 以表现乡村热闹红火的场面ꎮ

第一部分的第一主题形象地描绘了闹秧歌的人们跳起那欢快秧歌舞的生动场面ꎬ 既有

唢呐高亢的吹奏ꎬ 也有一领众和的对歌ꎮ 接下来是姑娘们扭秧歌的优美而富有乡土气息的

舞姿ꎬ 由柔和的大管乐器演奏出第二主题ꎮ

经过重复演奏上述主题后ꎬ 音乐在欢乐的气氛中又推向一个小高潮ꎮ 当这个小高潮结

束时ꎬ 经过转调ꎬ 速度慢了下来ꎬ 出现了整个音乐的中部主题ꎮ 这段悠扬的曲调ꎬ 富有浓

郁的泥土气息ꎬ 它取材于陕北的秧歌调ꎬ 优美恬静ꎬ 具有田园风味ꎮ 在木管颤音的衬托

下ꎬ 旋律由双簧管奏出ꎬ 之后由大提琴演奏ꎬ 洋溢着温暖和祥和的气氛ꎮ

最后由弦乐组合奏ꎬ 把乐曲推向全曲的高潮ꎮ

第三部分是第一主题的简单再现ꎬ 其中突出地运用了民间特色的打击乐器ꎬ 锣鼓齐

奏ꎬ 歌声四起ꎬ 扭秧歌的人们沉浸在春节的欢腾之中ꎮ 民间音乐中刚健、 明快的特点和中

国锣鼓的出现ꎬ 使整个乐曲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ꎮ 乐曲在欢腾的高潮中结束ꎮ

«小夜曲»

«小夜曲» 由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创作ꎬ 是一首爱情歌曲ꎬ 歌词来源于雷尔斯塔甫的

诗ꎬ 描述了月色下ꎬ 一个满怀渴望的青年对着心上人的窗子唱着歌ꎬ 期待幸福的会面ꎮ 舒

伯特让钢琴模仿吉他的音型ꎬ 为悠扬的歌声轻轻地衬托ꎬ 这使画面更加生动了ꎮ

小提示: “小夜曲” 作为西洋乐曲体裁之一ꎬ 都以爱情为题材ꎬ 舒伯特创作的 «小夜

曲» 也不例外ꎮ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ꎬ 向你轻轻飞去”ꎬ 在钢琴上奏出的六弦琴音响

的导引和烘托下ꎬ 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青年向他心爱的姑娘所做的深情倾诉ꎮ 随着感情逐

渐升华ꎬ 曲调渐高ꎬ 第一段在恳求、 期待的情绪中结束ꎮ 抒情而安谧的间奏之后ꎬ 音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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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名大调ꎬ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ꎬ 全曲的高潮形成ꎮ 最后是由第二段引申而来的后奏ꎬ 仿

佛爱情的歌声在夜曲的旋律中回荡ꎬ 乐句之间出现的钢琴间奏是对歌声的呼应ꎮ 从中ꎬ 我

们能体会到曲中表现出的美好的意境和真挚而热烈的感情ꎮ

舒伯特 (１７９７—１８２８)
舒伯特ꎬ 奥地利作曲家ꎬ １７９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出生于维也纳

近郊一个中等市民家庭ꎮ 童年时代ꎬ 他从家庭音乐生活中学会

了演奏风琴、 钢琴和小提琴ꎬ 也掌握了基本的作曲方法和合唱

艺术ꎮ １１ 岁起ꎬ 他被唱诗班录取在免费的神学院读书ꎮ 在学校

里ꎬ 他参加了学生乐队ꎬ 同时还担任指挥ꎬ 熟悉了维也纳古典

乐派作曲家的许多作品ꎬ 并很早就开始了紧张的创作活动ꎮ

１８１３ 年ꎬ １６ 岁的舒伯特离开神学院后ꎬ 在父亲的学校里担任助

理教师ꎮ 这时他虽然忙于教课ꎬ 但仍然创作出许多焕发着活力

的作品ꎮ １８１８ 年ꎬ 舒伯特毅然辞去教学职务ꎬ 全心投入音乐创作ꎮ 由于没有固定收入ꎬ 他

穷困潦倒ꎬ ３１ 岁时就英年早逝ꎮ 人们根据他的遗愿ꎬ 把他葬在他所崇拜的贝多芬的墓旁ꎮ

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ꎮ 他的交响性风格继承的是古典主义的传

统ꎬ 但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却完全是浪漫主义的ꎮ 他绝妙的抒情性使李斯特称他为

“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ꎮ

舒伯特在传统的室内乐中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ꎮ 他的室内乐作品都带有真正的舒伯

特的印记ꎬ 它们也是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最后一批作品ꎮ 而在 “即兴曲” 和 “音乐瞬间”

中ꎬ 舒伯特使钢琴唱出了新的抒情风格ꎬ 它们的随想性、 自发性和意料不到的魅力都成了

浪漫主义的要素ꎮ

舒伯特最广为流传的是他的六百多首歌曲ꎮ 这些歌曲都是从诗的内心情感中直接产生

出来的ꎬ 没有人能胜过他那洋溢的才华和清新的情感ꎮ 钢琴伴奏也产生了特殊的效果: 用

一两个小节描绘出潺潺小溪ꎬ 街头艺人破旧的手摇风琴ꎬ 或是 “天堂门前” 的云雀ꎮ 谈到

舒伯特的歌曲ꎬ 可以引用舒曼对 «Ｃ 大调交响曲» 的评论: “这种音乐把我们引入一种境

地ꎬ 使我们忘却了以前曾有过的东西ꎮ” 舒伯特的主要作品有 «魔王» «第八交响曲» «未

完成交响曲» «鳟鱼五重奏» 及 Ｃ 大调弦乐五重奏、 著名的声乐套曲 «冬之旅» 和 «美丽

的磨坊少女» «天鹅之歌» 等ꎮ 舒伯特被世人誉为 “歌曲之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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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的旋律样式非常多样化ꎬ 与歌词内容和风格配合紧密ꎮ 有些是民谣式的ꎬ 朴素

亲切ꎬ 如 «摇篮曲» «野玫瑰» «鳟鱼五重奏»ꎻ 有些是戏剧性的ꎬ 如 «魔王» «纺车旁的

玛格丽特»ꎻ 有些是虔诚纯真的ꎬ 如 «圣母颂»ꎻ 还有些像诗一样令人陶醉ꎬ 如 «水上吟»

«你是安宁»ꎻ 等等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ꎬ 他的音乐并不完全依附于歌词ꎬ 而是赋予这些诗

歌以新的音乐的灵魂ꎬ 音乐本身是独立完整的ꎬ 因此可以被当作无词的器乐曲来演奏 (这

类改编曲非常多)ꎮ 为了获得生动的效果ꎬ 舒伯特还特别重视钢琴伴奏的作用ꎬ 它起着渲

染气氛、 描绘情景的作用ꎬ 成为歌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