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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的到来对教育在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方面提出了更新、更迫切的要求。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
，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
”音乐教育作为实施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在音乐教育日益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形势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策划、赵淑云同志编著的
《走近音乐》丛书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音乐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作为对象的教育必须以现实作为施教的基点，在
观念上应重视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因为音乐的本质是情感的反映，音乐教育应在情感教育中使学生学
到知识，掌握技能技巧，并借助音乐形象的艺术美来培养学生具有高尚情操、良好品德。
《走近音乐》这套丛书注重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地阐述了音乐的有关
知识，并配以大量曲例、介绍和分析，使人觉得高而不玄、亲和实在。
　　音乐教育需要以有效的、丰富多样的形式来展开，这套丛书涉及面广、知识含量高、实践性强，
在学习中十分实用。
学校在开展各种音乐活动，如合唱、器乐、艺术歌曲、音乐知识、音乐欣赏等等时，都可以在本丛书
中找到你所要了解的知识，也可以指导你如何唱好歌曲和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使学生在多样化的校
园音乐活动中得到更多理论上的指导，以促进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
　　赵淑云同志具有长期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经验，她编著的这套丛书既具有艺术性、知识性、趣
味性，又具有针对性、理论性和实用性，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成为学校进行美育的好教材，而且也会
成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喜爱的好书。
　　生活是美好的，音乐是永恒的。
让我们在新世纪的阳光里，为推进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而努力。
　　　　沈铁侯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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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知识与欣赏》包括音乐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意义，音乐的要素，音乐欣赏，电脑音乐简
介，中外音乐经典名曲简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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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淑云（1946～），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艺术系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音乐家
协会理事。
著有《歌唱的基础知识》、《在音符之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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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音乐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第二部分 音乐的表现要素一、旋律二、节奏三、节拍四、
速度五、调式六、调七、音强八、音区与音色九、和声与复调十、曲式第三部分 音乐欣赏一、什么是
音乐欣赏二、大学生与音乐欣赏三、音乐欣赏的必备知识(一)要了解音乐要素的各种表现作用(二)要
懂得音乐的常用体裁(三)要注意理解音乐的内容、情绪和形象四、各类音乐欣赏提示(一)民间歌曲(二)
创作歌曲(三)轻音乐(四)爵十乐、美国乡村歌曲、摇滚乐和迪斯科(五)外国小型器乐曲(六)中国民族器
乐曲(七)交响音乐第四部分 简谱、五线谱和有关乐理知识一、简谱和五线谱是怎样记谱的二、音及音(
三十四)管弦乐组曲《培尔?金特第?组曲》(格里格)(三十五)交响童话《彼得与狼》(普罗科菲耶夫)(三
十六)前奏曲《牧神午后》(德彪西)(三十七)管弦乐曲《波莱罗舞曲》(拉威尔)(三十八)管弦乐曲《意大
利随想曲》(柴可夫斯基)(三十九)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四十)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柴可夫
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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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抒情歌曲　　抒情歌曲这一名称是约定俗成而存在的。
因为一切歌曲都要抒情，本来无所谓“抒情歌曲”。
这里指的是偏重于抒情性、歌唱性，曲调优美流畅，节奏自由舒展，表现细腻，善于揭示人们的内心
世界，以独唱形式为主演唱的一类歌曲。
它是现阶段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歌曲体裁。
如我国五四以来的《铁蹄下的歌女》（许辛之词 聂耳曲）、《夜半歌声》（田汉词 冼星海曲）、《
玫瑰三愿》（龙七词黄自曲）等；建国以来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改词编曲）、《克拉玛
依之歌》（吕远词曲）以及近期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以及《年青的朋友
来相会》（张枚同词 王酩曲）等。
　　叙事歌曲　　叙事歌曲顾名思义是一种叙述故事的歌曲。
其主要特点是：歌词口语化，在词曲结合方面的要求比一般歌曲要严格，常吸收民歌、曲艺、戏曲的
音调。
如以分节歌形式歌唱多段歌词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具有民歌风格的《李双双小
唱》（肖杰词 王玉西曲）、根据朗诵语调写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桦词瞿希贤曲）等。
　　诙谐歌曲和讽刺歌曲　　诙谐歌曲是用风趣的笔触写出具有幽默、诙谐效果的歌曲。
它以逗人笑乐的手段，赞扬先进、美好的事物，表现劳动人民机智、幽默的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有
时也善意地揶揄某些令人发笑的人物或行为。
讽刺歌曲则以讥讽嘲笑的手法，揭露生活中落后消极的事物，或对黑暗反动的旧世界进行嬉笑怒骂式
的贬斥和嘲弄。
前者如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以别开生面的题材，描绘了一个新战士在欢迎的晚会上，叙述他几次要
求应征人伍均未成功的“不幸”遭遇和渴望，以及愿望实现后自豪、得意心情的男声独唱《真是乐死
人》（林中词生茂曲）；后者如讥讽蒋家王朝推行法西斯独裁政策，到处钳制人民言论自由，连茶馆
也贴上了“莫论国事”告示的《茶馆小调》（长工词费克曲）等。
　　舞蹈歌曲　　舞蹈歌曲这一体裁首创于民间，古今中外均有。
主要特点是曲调欢快、活泼，节奏鲜明，结构方正，适宜载歌载舞。
如藏族歌舞《洗衣歌》（李俊琛词罗念一曲），浙江的《采茶舞曲》（大风词曲）等。
　　儿童歌曲　　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并供少年儿童演唱的歌曲即为儿童歌曲。
　　由于它的创作、演唱与欣赏对象是广大少年儿童，所以应考虑到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特点。
一般来说，儿童歌曲可以按年龄划分为幼儿歌曲（3～6岁）、儿童歌曲（7～10岁）、少年歌曲（11
～14岁）三种。
幼儿歌曲的音域一般在八度以内，最多不超过九度（中央c1一d2），旋律的进行以级进与小跳为主，
乐句规模小、气息短。
如《小口琴呀唱支歌》（金本词汪玲曲）：　　儿童歌曲的对象是小学低、中年级小朋友，在音域、
旋律进行、句幅、节奏等方面比幼儿歌曲限制要小些。
少年歌曲又可比儿童歌曲更为自由些。
　　通俗歌曲　　通俗歌曲是通俗音乐中以“通俗唱法”为特征、娱乐性较强的歌曲。
在我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后广泛兴起。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又有“流行歌曲”、“轻歌曲”等称谓。
一般指以表现当代普通人的自我感受和心理体验为主要内容，歌同口语化，通俗易懂，音乐上具有轻
音乐性格，节奏新颖，演唱上强调亲切自然，不甚讲究口形和发声位置，兼用真声、气声、轻声、粗
声等，伴奏以电声乐器为丰等为基本特征，易于广泛流传，为一般大众所乐于接受的音乐形式。
　　通俗歌曲的品种繁多，有人将其分为抒情型、歌谣型、劲歌型、综合型等四种类型。
　　抒情型的通俗歌曲一般是优美、柔和的，但可以有热情洋溢、深沉哀怨等变化。
旋律起伏较大，速度、力度多变。
曲式多为三段体或二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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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爱的奉献》、《是否》等。
　　歌谣型的通俗歌曲风格质朴，曲调单纯，结构规整，句法匀称，旋律性强，音域不宽，常带有浓
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曲式多为一段体或二段体。
如《小草》、《小城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
　　劲歌型的通俗歌曲节奏感强，速度较快，音乐气质与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等糅合在一起，重
音位置颠倒，形成喧闹、热烈的气氛。
演唱粗犷豪放，载歌载舞。
较典型的如《巴比伦河》、《阿里巴巴》、《跟我来》等。
　　综合型通俗歌曲是一种综合多种手法与特点的通俗歌曲。
可以是抒情型与迪斯科的结合，可以是抒情型与爵士乐的结合，也可以是歌谣型和摇滚乐的结合等。
如台湾电影《搭错车》插曲《酒干淌卖无》，第一部分是抒情型通俗歌曲的写法：　　再如苏越作曲
的《黄土高坡》，是陕北民歌与摇滚乐的结合等。
　　对通俗歌曲，历来存在着不少争议。
这主要是因为在通俗歌曲中，确实存在着不少内容消极、情调颓废，演唱矫揉造作，色情挑逗，低级
趣味、格调不高，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消极因素。
对此，我们应该注意鉴别，在群众中提倡较为高尚、审美功能较强的通俗歌曲，特别是要大力提倡和
发展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通俗歌曲作品。
通过借助通俗歌曲这一群众十分喜爱的音乐形式，普及音乐艺术，并逐步引导群众提高音乐欣赏情趣
，能够进一步欣赏并接受比较高雅的，诸如民族器乐、交响音乐、歌剧等音乐。
　　（三）轻音乐　　“轻音乐”这个词，只是在我国通用。
美、英各国在称呼类似轻音乐的概念时，使用的是“大众的”、“通俗的流行音乐”等名称。
在日本叫“大众音乐”，原苏联叫“游艺音乐”，德国、奥地利等国叫“娱乐音乐”。
轻音乐这个词在我国虽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50年代才约定俗成固定下来，成为一种音乐体
裁和概念。
它的含义和范围，相当于“通俗音乐”，而比国外的“流行音乐”要宽。
有时也有称之为通俗音乐或流行音乐的。
　　轻音乐指一些内容不那么复杂，形式不那么庞大、艰深，风格比较轻快抒情，具有轻便、轻巧、
轻松活泼的特点，群众性强，易于广泛流传，为一般大众所乐于接受的音乐形式。
　　由此可见，轻音乐范围非常广。
上面所介绍的通俗歌曲即属于轻音乐范畴。
除此以外，还有外国古典音乐中的标题小品（如贝多芬的钢琴曲《敛爱丽丝》、法国浪漫派作曲家圣
桑的大提琴独奏曲《天鹅》等）、小夜曲（有声乐的小夜曲，也有由声乐移植成器乐和直接为器乐的
小夜曲）、歌剧和轻歌剧中某些有轻音乐性质的序曲（如法囤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的序曲）、
插曲、进行曲（如《骑兵进行曲》、《凯旋进行曲》、《婚礼进行曲》⋯⋯）等。
　　要说最富于轻音乐特征的，恐怕要算舞曲了。
世界各国的舞曲种类非常之多，一般可分为民间舞曲、社交舞曲、音乐会舞曲等。
当然，这几种舞曲类型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楚，实际上许多社交舞曲米自民间，许多音乐会舞曲取
材于民间，而日也为社交舞会伴舞。
如以舞步小而得名的小步舞曲，以“蓬嚓嚓”三拍子伴奏节奏音型为特征的圆舞曲以及布鲁斯、狐步
舞、波尔卡、探戈、伦巴、桑巴等舞曲。
这些舞曲中有些现在已逐步在我国广大城乡流传，成为我国群众性文艺活动中自娱自乐的音乐形式之
一。
　　小步舞曲　　小步舞是法国的‘种民间舞，17世纪为法国宫廷吸收过来后，在法王路易十六的大
力提倡下，很快在法国以至于整个欧洲的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成了18世纪社交场合的舞会中最重要
的舞蹈。
小步舞舞姿温良、典雅，彬彬有礼，舞曲的音乐稳重、舒缓，略带⋯种矜持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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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大多是中速，节拍为三拍子，结构一般是复三部曲式，全曲分为ABc三大部分，A部分的情绪常常
优美、抒情，B部分则较为活泼，有一种动态感。
　　小步舞曲除用作伴舞外，有些可以单独存在成为独立的音乐作品，在音乐会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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