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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贞华所著的《音乐分析与创作基础教程》作为《作曲》教材，缺少音乐结构基本知识的讲授，不便
于创作实践；作为《作品分析》教材开始部分，也缺少“音乐基础结构”知识的讲授，不便于与《曲
式学》相衔接。
为弥补上述缺点，本书重点在上述两方面做了增补和修改，使原书“导论”的性质真正转变为“基础
教程”，这样更便于高校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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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音乐语言的基本表现要素
第二章 音乐的主题
第三章 主题进程及其发展手法
第四章 音乐作品的整体构思
结语
附录 分析作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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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十节织 体 一、织体的定义、作用与分类 织体（texure）一词，顾名思义，即编织
型体之意。
编织必须有经线纬线结合交织，才可能构成各种不同形状。
音乐中的纬线就是音的横向运动所形成的旋律线条，经线就是多声部音乐中多音纵向结合所形成的层
次结构，这些纵横结构的相互结合，即构成音乐的“织体”。
 音乐不仅具有时间性，还具有空间性，尤其在多声部音乐中，空间性的特点更加明显。
织体就是多声部音乐中空间性特点的集中体现，它使音乐由单旋律的“线”和由多种横线条所组成的
“面”，进而形成了纵横结合的“立体”。
音乐的多种不同织体就是多声音乐中各种不同的“立体形状”。
音乐织体和各种具体形状是根据音乐内容和风格的不同要求，用各种不同手法创作设计出来的。
它对于刻画音乐形象、描绘音乐意境、表达音乐情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手段。
 音乐织体从声部结构上来看，总的可分为单声部织体与多声部织体两大类。
在多声部织体中根据其结构形态又可分为主调织体、复调织体和综合织体几种类型。
 音乐的织体在实际音乐作品中，由于使用的乐器及其性能与演奏方法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由此又可分为钢琴织体、乐队织体、合唱织体等等。
 二、单声织体 严格地讲，单声部是不可能构成织体的，因此“单声织体”这个名词是不可能成立的
。
但是，在音乐的“声部结构”形成中，单声部结构的确大量存在，因此，作为声部结构形态中的一种
，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归纳其中，姑且称之为“单声织体”，或“单声部音乐”更准确些。
 单声织体包括单声部独唱、独奏、同度或八度的齐唱齐奏，或几个八度的齐唱齐奏。
一首作品可以完全由单声织体所构成，如一切单旋律的民歌、歌曲及无伴奏的独奏乐曲、齐奏器乐曲
等。
也可以在作品的某一个片断应用单声部织体来表现，例如引子、主题的初次呈示或独奏华彩段等处最
为常见。
 在多声部音乐中出现单声织体的片断，一般有下列作用和效果： 1.单声部独奏 当它与多声部织体衔接
时，必然产生音量、音色、力度、厚度及单音与和声效果等方面的强烈对比。
 ①单声部独奏用在引子中，常常是为后面出现的呈示性多声织体做好情绪或意境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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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分析与创作基础教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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