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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的改革时期，艺术教育
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已成为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热点”。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先生就有经验之谈：“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因此，为了顺应当前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形势，更好地实现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推动高等
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造就适应未来社会需求、有良好道德、完善人格、有创造力、有生活气息
和发展潜力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其知识结构已不单单体现在专业技术方面，更要加强包括音乐艺术教
育在内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如今，随着音乐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欣赏音乐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音乐鉴赏不仅是音乐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也是普通高校学生艺术修养课中的必修部分。
　　本书是以教育部2006年13号令《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要求及《高职
高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从实际出发，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兴趣爱好为
动力，秉着重视音乐实践、提倡学科综合、弘扬民族文化的原则整合编写的。
其编排体例，除因袭一般同类教程的分类方法外，还试图从文化内涵、地域特色等多种角度，全面地
、深层次地展现出音乐作品的精神特质，在每一门类下，分别设有概述、审美特征、名人名作赏析、
课外名曲欣赏建议、名词解释、音乐素养练习、历史图片、诗意画、音乐趣事、网站推荐等内容。
在增加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同时，不脱离作品本身的专业性，让读者在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获得更多
的审美感受、想象空间和人文熏陶，从而提升读者的艺术修养。
音乐是神奇的，却不是神秘的，让我们一起走近音乐，去体验音乐世界里丰富的情感，去探寻音乐世
界里积淀的丰厚的文化底蕴⋯⋯　　本书由谭君任主编，唐绚丽任副主编，此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
有曹英、梁馨文、汪焱军。
本书的出版很荣幸地得到了蔡际洲教授、胡宗惠教授、王燕琴教授的指点，得到了丁丹老师、关红梅
老师以及科学出版社王彦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教材编写是一件繁难的事情，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的缺憾，恳请专家及广大音乐爱好者提出宝贵意
见。
愿此书能为同学们学习音乐、感受音乐以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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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力求以“必需、够用”为度，主要包括音乐理论基础、中国民族音乐、欧洲经典音乐、通俗
音乐等四部分。
第一编音乐理论基础，着重介绍基本的乐理知识，培养“音乐的耳朵”；第二编中国民族音乐，内容
包括民歌、民族器乐、戏曲、曲艺、新民歌；第三编欧洲经典音乐，是在时代流变及文化脉络中介绍
音乐，可以使读者充分体会音乐审美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第四编通俗音乐，旨在培养读
者的思考力、观察力，使“真、善、美”这个人类永恒的精神主题真正深入人心。
    本书既可以作为本科、高职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艺术审美教育的教学读本，亦可作为热爱音乐艺术
但苦于没有任何基础的青年人提高音乐文化修养和鉴赏审美能力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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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音乐理论基础　　第一章　音乐基础知识（一）——音乐的语言要素　　在日常生活中
，常听到有人说自己没有“音乐细胞”，不会欣赏音乐，或是笑指他人“五音不全”，其实是指一些
人缺乏对音乐美的感受力和接受力。
音乐的美指的是什么？
音乐的美主要体现在旋律、和声、色彩、结构、风格、形式、内容⋯⋯之中。
那么，为何会缺乏对音乐美的感受力和接受力？
　　马克思有句名言：“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可见，拥有一对“音乐的耳朵”，对于学习和欣赏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对任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希望欣赏更高层次的作品的时候。
例如，读诗歌、看小说，最起码的就是要“识字”。
比如，对文艺的鉴赏鲁迅就曾说：“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
达到相当的水平。
否则，和文艺就不能发生关系⋯⋯”　　如此可知，要欣赏音乐，也要从“识字”开始，即要具备最
起码的音乐理论知识，了解音乐的语言要素：旋律、节奏、节拍、速度、力度、音区、音色、和声、
复调、调式、调性等，使最初对音乐的感性认识与之后的理性了解相结合。
只要主动投入、悉心学习、反复领悟，音乐的才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霍夫曼）。
　　第一节　初识乐音　　一、音乐的起源，　　音乐的起源，是一个看似复杂而神秘的问题。
古代人对音乐起源无从理解，多认为音乐是一种神的艺术，因此，一些美丽动人的故事便应运产生。
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就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动人故事：　　故事l：传说在柏耳那索斯山上住
着九位美丽的女神通称缪斯，是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她们开辟了峡谷和山洞，游走于溪流两岸。
当她们听到了山谷的回响、芦苇的呼啸、徐徐盼流水声时，便心旷神怡，诗兴大发，于是创造了音乐
来与自然界的音响比美。
希腊人相信，现在的“音乐”（music）一词即源出于女神缪斯（Muse）。
　　故事2：阿波罗爱上女神达佛涅，达佛涅为了逃避阿波罗的追求，请河神把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
阿波罗十分伤心，为了纪念达佛涅，就指定月桂树为诗人和音乐家的圣物。
它的树叶将永不枯萎，并用它的枝叶编成帽子，供优秀艺术家佩戴。
现在“桂冠”一词，即来源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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