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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使自学者，尤其是乐理知识相对缺乏的初学者能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第一篇“相关知识
大全”中使用了大量图片、照片、谱例和最通俗的文字，深入细致地讲解了音乐常识、基础乐理、和
声知识、演奏技法、各种调式、独奏曲的编配等内容。
在第二篇“专题讲解与问题解答”中，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如何练习大横按”、“如何扒带”
、“怎样进行华彩练习”、“如何编配前奏、间奏和尾声”等进行了专题讲解。
对爱好者提出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如：“初学者如何迅速入门”、“弹与唱的关系”、“
没有基础，能否自学吉他弹奏”，以及自学过程中常见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可以说只要你可能遇到的，我们都讲到了。
第三篇“实际操练”中，有从易到难共157条渐进练习，有7条指弹练习和3首指弹曲及11首流行独奏曲
（如：《天空之城》、《春天里》）、4首拨片双吉他曲，还有24首优美动听的弹唱曲，如：《两只蝴
蝶》、《老鼠爱大米》、《外面的世界》、《真心英雄》、《烟花易冷》、《看透爱情爱透你》等。
五个附录是和弦与节奏型相关资料，供你随时翻阅。

　　2011年的这次再版，我在2010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首精彩完整的吉他独奏曲。
并对示范弹唱曲做了进一步更新，更重要的是加入了指弹风格练习。
拍摄了二张近距离、高品质的DVD示范。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将使本教材更加人性化、标准化、系统化，也将使读者朋友能在学习和阅读的
同时获得极大的享受。

　　最后，预祝从本教材中获取知识与乐趣的吉他爱好者们：生活愉快，琴艺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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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相关知识大全
　第一章 认识吉他
　　一 吉他的起源与发展
　　二 吉他的种类
　　三 吉他的各部位名称及作用
　　四 吉他的选购与修理
　　五 民谣吉他、古典吉他琴弦安装方法
　　六 民谣吉他琴颈弯曲度的调整
　　七 吉他的保养
　　八 试试你的右手
　　九 试试你的左手
　第二章 演奏知识详解
　　一 持琴姿势
　　二 吉他调弦法
　　三 定音的检验方法
　　四 右手弹奏方法
　　五 左手按弦方法
　　六 吉他演奏常用技巧说明
　　七 二十四种指法组合练习
　第三章 乐理知识详解
　　一 我们听到的声音
　　二 声音的特性
　　三 构成音乐的音-乐音
　　四 国际标准音
　　五 乐音体系
　　六 音名与唱名
　　七 音组
　　八 十二平均律与全音、半音
　　九 变音记号与等音
　第四章 简谱、六线谱与和弦图
　　一 简谱的记谱方法
　　二 节奏视唱
　　三 六线谱的记谱方法
　　四 吉他和弦表示法--和弦图
　第五章 调 式
　　一 调式与音阶
　　二 大调式
　　三 小调式
　　四 调式中各音的级数和专有名称
　第六章 音 程
　　一 音程
　　二 音程的度数与音数
　　三 音程的分类
　　四 音程的性质
　　五 音程的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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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和 弦
　　一 和弦的概念
　　二 和弦的分类
　　三 三和弦的构造
　　四 七和弦与属七和弦
　　五 各类和弦的音响特点
　　六 和弦的名称
　第八章 C大调和A小调
　　一 C大调
　　二 C大调音阶
　　三 A小调
　　四 C大调与A小调的关系
　　五 C大调、A小调各级和弦与指法要点
　　六 主、属、下属和弦的功能
　　七 和弦的转换方法
　第九章 节 奏
　　一 节奏与节拍
　　二 节奏型
　　三 右手手指的运用规律
　　四 扫弦节奏型的演奏方法
　　五 切音奏法
　　六 常用力度符号表
　第十章 和声语汇
　　一 调式中的音
　　二 调式中的音程
　　三 调式中的和弦
　　四 调式中的正三和弦特点
　　五 和声功能
　　六 终止式
　　七 和弦的基本连接模式
　第十一章 和声语汇的扩展
　　一 七和弦的构成
　　二 七和弦的功能和应用
　　三 副属和弦
　第十二章 G大调与E小调
　　一 G大调
　　二 G大调与C大调的对比
　　三 G大调、E小调音阶各音在指板上的位置
　　四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五 G大调、E小调常用和弦
　　六 G大调、E小调第一把位音阶练习要求
　第十三章 D大调与B小调
　　一 D大调
　　二 D大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三 B小调
　　四 B小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五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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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D大调、B小调常用和弦
　　七 D大调、B小调常用和弦指法
　第十四章 E大调与 C小调
　　一 E大调
　　二 E大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三 C小调
　　四 C小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五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六 E大调、 C小调常用和弦
　　七 E大调、 C小调常用和弦指法
　第十五章 F大调与D小调
　　一 F大调
　　二 F大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三 D小调
　　四 D小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五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六 F大调、D小调常用和弦
　　七 F大调、D小调常用和弦指法
　第十六章 A大调与 F小调
　　一 A大调
　　二 A大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三 F小调
　　四 F小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五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六 A大调、 F小调常用和弦
　　七 A大调、 F小调常用和弦指法
　第十七章 B大调与 G小调
　　一 B大调
　　二 B大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三 G小调
　　四 G小调各音在吉他指板上的位置
　　五 音名、级数和专有名称
　　六 B大调、 G小调常用和弦
　　七 B大调、 G小调常用和弦指法
　第十八章 吉他弹唱常用工具
　　一 如何使用变调夹
　　二 节拍器的使用方法
　　三 拨片的用法
　第十九章 歌曲的和声编配
　　一 和声进行的外声部框架
　　二 伴奏的作用
　　三 民谣吉他伴奏织体的基本类型
　　四 歌曲的曲式结构
　　五 为歌曲编配和弦的步骤
　第二十章 怎样编配独奏曲
　　一 编配吉他独奏曲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 音乐的基本伴奏织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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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吉他音区的分布与特点
　　四 外声部和声关系
　　五 低音声部的编配手法
　　六 独奏曲改编步骤
　　七 常用的改编手法
　　改编范例：《绿袖子》编曲1、2、3
　第二十一章 独奏音阶指型
　　一 把位的概念
　　二 把位的确定
　　三 七声音阶五种常用指型
　　四 旋律音阶指型与调的关系
　　五 指型与和弦的关系
　　六 各种指型的应用
　　七 五声音阶
　　八 布鲁斯音阶
　第二十二章 即兴演奏技法
　　一 一个八度的大调音阶练习
　　二 两个八度的大调音阶练习
　　三 各种变化音型练习
　　四 和弦音的练习
　　五 和弦进行中的和弦音练习
　　六 和弦音阶的练习
　　七 即兴演奏的节奏练习
　　八 即兴演奏的方式
　第二十三章 转 调
　　一 调与调之间的关系
　　二 歌曲常见的转调形式
　　三 转调的和声配置
　第二十四章 怎样识读五线谱
　　一 记录音的高低
　　二 记录音的长短
　　三 记录音的强弱
　　四 唱名法
　　五 识别五线谱的调号
　　六 临时变化音的记法
　　七 和弦记法
　　八 五线谱常用记号
第二篇 专题讲解与问题解答
　第一章 专题讲解
　　01 怎样合理安排自学时间？

　　02 怎样使用《吉他自学三月通》？

　　03 如何弹奏吉他泛音？

　　04 如何练习大横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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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弹唱配合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06 双吉他伴奏配合的有关问题
　　07 如何"扒带"？

　　08 如何进行音乐记忆？

　　09 怎样克服表演时的心理障碍？

　　10 如何编配前奏、间奏和尾声？

　　11 怎样推导高把位和弦指型？

　　12 伴奏中和弦外音的构成
　　13 如何进行华彩练习？

　　14 什么是挂留和弦？

　　15 关于九和弦
　　16 怎样提高演唱技巧及训练
　第二章 问题解答
　　01 吉他弦距离指板过高，不好按怎么办？

　　02 调弦时听不准音高怎么办？

　　03 学古典吉他和学民谣弹唱，哪个好？

　　04 学了一段古典吉他改学弹唱可以吗？

　　05 指弹与拨片弹有何区别？

　　06 用拨片时右手是否用手指支在琴板上？

　　07 用拨片弹奏时，拨片拿不住、打滑？

　　08 弹唱时坐着好还是站着好？

　　09 每天弹琴多长时间效果最好？

　　10 初、中级学员如何为歌曲配吉他伴奏？

　　11 如何提高弹唱中的演唱水平？

　　12 弹与唱的关系？

　　13 怎样更好地自学？

　　14 一点儿基础没有，能否自学吉他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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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初学者如何迅速入门？

　　16 怎样提高自学能力？

　　17 如何学习新的弹唱、独奏曲？

　　18 民谣吉他学习过程中各阶段的划分？

　　19 从初学到取得较大的成功要多长时间？

　　20 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成材道路？

　　21 民谣吉他与电吉他在演奏上有何异同？

　　22 是否可以直接学电吉他？

　　23 "弹唱"演出应注意什么？

　　24 什么是左手拇指按弦？

　　25 怎样提高练习效率？

　　26 关于匹克（PICK）的选购？

　　27 换弦时怎样取下固弦椎？

　　28 怎样提高双手的配合协调能力与按弦--
　　拨弦的准确性？

第三篇 实际操练
　第一章 C大调、A小调练习
　　一 C大调、A小调音阶练习
　　男孩丹尼
　　微醉的绅士
　　人行道布鲁斯
　　喝醉的水手
　　跑，不要走
　　旋律练习
　　阿斯图里亚斯
　　送给爱人的樱桃
　　当男人回到家时
　　绿袖子
　　伦巴达
　　布基布鲁斯
　　致爱丽丝
　　12小节C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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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C大调、A小调和弦练习
　　三 C大调、A小调伴奏练习
　　斯卡堡罗集市（双吉他）
　　微醉的绅士（双吉他）
　　他用双手赢得了世界（双吉他）
　　四 C大调、A小调配合练习
　　欢乐颂（双吉他）
　　蓝色的海（双吉他）
　　友谊地久天长（双吉他）
　第二章 G大调、E小调练习
　　一 G大调、E小调音阶练习
　　三根弦上的布鲁斯
　　再见牙买加
　　惊世之美
　　忧郁布鲁斯
　　海港
　　G布鲁斯
　　走上舞台
　　小步舞曲
　　旋律练习
　　16小节G布鲁斯
　　日升之屋
　　二 G大调、E小调和弦练习
　　三 G调独奏练习
　　快板
　　呼叫与应答
　　四 G大调、E小调配合练习
　　小步舞曲（双吉他）
　　布列舞曲（双吉他）
　　圣人马丁（双吉他）
　第三章 其他各调综合练习
　　一 D调练习
　　走、走、走
　　旋律练习
　　三角洲布鲁斯
　　二 E调练习
　　布基伍基
　　平安夜
　　星期天布鲁斯
　　三 F调练习
　　摇滚连复段
　　旅行者
　　转向
　　别低头
　　D和声小调音阶
　　D小调和弦练习
　　哈巴涅拉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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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旋律小调音阶练习
　　四 A调练习
　　浆果布鲁斯
　　平安夜
　　A布鲁斯
　　睡美人
　　A调旋律练习
　　舞曲
　　五 B调练习
　　回转
　　植物球
　第四章 常见分解和弦用法
　第五章 常用"和弦进行"练习
　第六章 拨片双吉他练习曲
　　拨片双吉他练习一
　　拨片双吉他练习二
　　拨片双吉他练习三
　　拨片双吉他练习四
　第七章 指弹风格入门练习
　　预备练习
　　Four Per Bar
　　West Coast Blues
　　布鲁斯风格与变奏
　第八章 11首独奏曲
　　天空之城
　　雪之梦
　　斯卡保罗集市
　　借我一生
　　梨花香
　　欢乐颂
　　星语星愿
　　春天里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阿斯图利亚斯
　　爱的罗曼史变奏
　第九章 24首弹唱曲
　　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
　　真心英雄 /周华健 成龙 黄耀明 李宗盛
　　丁香花 /唐磊
　　寂寞的季节 /陶喆
　　两只蝴蝶 /庞龙
　　江南 /林俊杰
　　老鼠爱大米 /杨臣刚
　　灰姑娘 /郑钧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任贤齐
　　烟花易冷 /周杰伦
　　童年 /罗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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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不回来 /王强
　　挥着翅膀的女孩 /容祖儿
　　栀子花开/何炅
　　简单爱 /周杰伦
　　外面的世界 /齐秦
　　爱我还是他 /陶喆
　　稻香 /周杰伦
　　浪花一朵朵 /任贤齐
　　十年 /陈奕迅
　　我真的受伤了/张学友
　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
　　桃花朵朵开 /阿牛
　　看透爱情看透你 /冷漠
附 录
附录一 常用节奏型总汇
　一 常用分解节奏型
　　1.2/4，4/4拍指法
　　2.3/4，6/8拍指法
　二 常用扫弦节奏型
　　1.2/4，4/4拍指法
　　2.3/4拍指法
附录二 各调三和弦构成表
附录三 各调七和弦及离调和弦
附录四 各音配置和弦参考表
附录五 Ｃ调与Ｇ调常用音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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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扒快速华彩乐句的窍门　　扒带是一项细致的工作。
要想扒得像，就要有一对灵敏的耳朵，如果使用耳机，可以更加准确地分辨音高。
在扒快速华彩乐句时，由于速度太快，音符又多，根本无法听清音符的数目。
在这里介绍一个扒快速华彩乐句的小窍门，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用一个录音机常速播放想要扒的
片段，利用另一个双卡录音机的快录功能将这个片段录下来。
当再用常速播放录音时会发现，经过处理后乐曲的速度变得很慢，音高也变低了，可以准确地听出音
符的数目。
最后根据常速播放时片段首音的音高、旋律的走向（上行或下行）和各音间的音程确定华彩片段的内
容。
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带慢放功能的语言学习机，十分适合用来扒带，喜欢扒带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8）改编和记录整理　　当遇到有些歌曲中出现以下情况时，可以考虑改编原曲的部分内容以
利于弹唱。
　　a.改编节奏型：当原曲中没有吉他伴奏时，可模仿其它乐器的伴奏。
如：模仿钢琴的分解和弦节奏型，或者根据乐曲的节奏选一种自己比较熟悉的节奏型，最好与鼓的节
奏型形成对比。
另外，当音带中的节奏型不适合弹唱时，也可对其加以改编。
　　b.改编原调式和弦：如对原曲所用的调式和弦不熟悉，或指法难度较大，自己不能胜任时，司以
在不改变和声功能的前提下，将歌曲中的和弦改写成熟悉的调的和弦。
例如：原曲为}C调，但不知道这个调的和弦指法，可以用变调夹夹在第1品上，改用C调的指法弹奏。
　　c.改变主音高度：当原曲的调太高（太低）不能发挥自己歌唱水平时，可以将歌曲的原调改为适
合自己音域的调来进行弹唱。
例如：原调为E调，可以改为用C调指法配合变调夹来改善。
　　当以上步骤——完成后，最后的工作是把成果记录下来。
弹唱歌曲最好整理成简谱与六线谱对照的形式，这样旋律、和声、伴奏指法一目了然，便于日后练习
或研究保存。
　　一个完整深刻的音乐记忆，一般来自于听觉、动作和视觉三个方面。
当初次弹奏我们不熟悉的乐谱时，随着每一次拨动琴弦，音符的音高、时值和手指的动作组合都会在
我们脑海里留下一定的印象。
这个过程中的听、弹、看都是在对大脑进行有意识地“输入”。
一旦出现错误，就要参照乐谱加以纠正，以保证输入的正确。
当这一过程反复多次后达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听觉和动作便会融合成一种机械的、下意识的（无意
识的）综合动作，无需乐谱的提示而仅凭记忆就可以自动进行。
在有意识——无意识——记忆的转变中，反复练习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
演奏者的动作越是出于下意识，他运用的技巧就会更加准确无误，从而记忆也就越发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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