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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音乐这个奇妙的世界里，有太多有趣的问题：何谓八音?何谓板眼?音乐能看到吗?音乐有颜色吗?⋯⋯
《音乐之趣》一书，收集了大量音乐爱好者们十分关心而又妙趣横生的音乐知识和音乐史料。

《音乐之趣》一书，由46篇文稿组成，每篇文稿长短不一。
《音乐之趣》之中蕴涵了许多情趣盎然的音乐知识和意味深长的音乐史料，力求比较系统、简洁、准
确地介绍这些音乐知识和音乐史料，并突出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特点。
从而，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智慧。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内外一些著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参考
了有关书籍和报刊提供的资料，力求吸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期尽可能地使知识翔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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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每逢重大宴会，席间均有乐队演奏。
演奏的乐曲一般分为仪式乐曲和席间演奏乐曲两大类。
譬如，在我国举行的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演奏的仪式乐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友谊进行曲》。
在欢迎来宾步人宴会厅时，演奏《欢迎进行曲》；在欢送宾主退席时，演奏《欢送进行曲》；席间演
奏乐曲采用《花好月圆》、《祝酒歌》、《步步高》、《友谊中的欢乐》、《在希望的田野上》、《
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等等。
　  在为外国政府首脑访华举行的宴会上，仪式乐曲中还应演奏客方国歌；席间乐曲则交替演奏宾主
两国乐曲。
宴会上演奏的乐曲热情、优美、欢快、抒情，而且音量适中，宾主既能听到乐曲又不影响交谈。
　  外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如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访华时，乐队演奏只用于室外仪式，因宴会乐队
只使用于副总理以上的政府首脑贵宾。
　  我国古代&ldquo;八十四调&rdquo;理论的创造者，是隋代杰出的音乐家万宝常（约公元556一约公
元595）。
　  万宝常生于今浙江会稽一带。
幼年时，曾从善弹琵琶的北齐中书侍郎祖□（孝征）学音乐，后因其父获罪被杀而配为乐户。
他精通声律理论，擅长多种乐器，有许多独特的、卓越的见解。
　  公元589&mdash;590年间，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曾召他参议。
后奉诏造诸乐器，以自制的水尺为律尺；并撰《乐谱》64卷，论述&ldquo;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
柱之变&rdquo;，提出了&ldquo;八十四调&rdquo;的理论。
　  什么是&ldquo;八十四调&rdquo;？
简单地说，便是&ldquo;宫、商、角、徵、羽&rdquo;五个音，在&ldquo;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
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rdquo;等&ldquo;十二律&rdquo;的每一&ldquo;
律&rdquo;上首起（停留）一次，便各有十二调。
例如，&ldquo;宫&rdquo;在&ldquo;黄钟&rdquo;起始，是为&ldquo;黄钟宫调&rdquo;，从&ldquo;大
吕&rdquo;起始，叫&ldquo;大吕宫调&rdquo;&hellip;&hellip;其余类推，便得出&ldquo;十二官调&rdquo;
；其他各音也用此法，这样共有六十调。
而再按一个完整的自然七声音阶计算，则为&ldquo;12&times;7&rdquo;，便产生了&ldquo;八十四
调&rdquo;。
　  万宝常创造的&ldquo;八十四调&rdquo;理论，由于遭当时宫廷乐师及权贵的排斥，其著作未得以传
世。
他自己也因此而终身潦倒，贫病饿死。
　  传说，中国百家姓中的张、王、李、陈、孙、赵、钱、黄，产生于远古的乐律。
后由宫、商、角、徵、羽相杂转生而定出了中国的百家姓氏。
我们虽没有科学的依据来证实，但历史也有记载。
我国史料中，东汉的《白虎通》就载有&ldquo;古者圣人吹律以定姓&rdquo;之说，书中还有进一步的
解释：&ldquo;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
，故姓有百也。
&rdquo;但，书中并没有说明是如何产生的、什么音律产生什么姓氏。
　  但西欧的一些音乐家们，将音名当作他们姓氏的，却大有其人，有的还将他们的姓氏作为音乐
的&ldquo;动机&rdquo;（或&ldquo;主题&rdquo;），写入音乐作品中。
如，巴赫，就包括了BACH四个字母，如果按德国音乐体系的音名，这B就是降B（□B），H则为本
位B，用简谱标明就是：□；再如，丹麦作曲家加德（1817&mdash;1890），他的姓是用音名GADE组
成的，简谱就是：5623；又如，德国作曲家舒曼青年时有个女友，名叫梅塔&middot;阿贝格，是个贵
族少女，她的姓是用ABEGG字母组成的，简谱就是：67355，舒曼曾用她的这个姓，作为&ldquo;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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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rdquo;，谱写了一首乐曲&mdash;&mdash;《阿贝格钢琴变奏曲》。
舒曼还写过一首向作曲家加德问好的乐曲《北方之歌》，在乐曲中，先后五次出现了加德（GADE）
的主题。
而巴赫，在他的最后一首作品&mdash;&mdash;《赋格的艺术》中最后一首的三个主题，也都是用自己
的姓&mdash;&mdash;BACH写成的。
　  姓氏的形成，究竟是否出自音律这一问题，似乎还有待于人们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欧洲，很多人忌讳&ldquo;13&rdquo;，认为它是不祥的数字。
在众多笃信&ldquo;13&rdquo;为不祥数字的人中，也不乏音乐家，其中又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最为典
型。
瓦格纳生于1813年，他的名字又恰好是13个字母组成。
他生下仅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跟着后父生活并不称心如意。
13岁起，瓦格纳开始脱离家庭独立生活。
他的前半生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生活之中。
瓦格纳毕生致力于歌剧创作，他的歌剧每逢13日上演都会使他提心吊胆，特别是他的那部重要歌剧《
汤豪赛》于1861年3月13日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惨遭失败，更加深了他的这一观念。
说来也巧，代表瓦格纳歌剧改革的最高成就，分四个晚上连续上演的大型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又恰恰被选在1876年8月13日起在拜垒特节日剧院首演。
更巧的是，1883年2月13日，这位杰出的作曲家终于因心脏病死在他的写字台旁。
　  在交响曲创作中，使音乐家们忌讳的数字要数&ldquo;9&rdquo;了。
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逝世。
以后，舒伯特、德沃夏克、施波尔、格拉祖诺夫、优昂&middot;威廉斯、阿特堡等作曲家们又都是在
写了9首交响曲后去世的。
于是，&ldquo;9&rdquo;被一些作曲家们视为交响曲创作的忌数。
最有趣的是，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玛勒写了8部交响曲后，注意到前辈多人结束在交响曲创
作&ldquo;9&rdquo;字上，而同代作曲家勃鲁克纳在写完第九交响曲后也去世了，于是他有意地避开了
交响曲的编号，创作了一首无编号的、根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谱写的交响曲
《大地之歌》。
这部作品发表后，玛勒安然无恙。
接着，他又创作了编号为第九的《D大调交响曲》。
可是，这部作品完成后，他还是死了。
　  其实，&ldquo;13&rdquo;与&ldquo;9&rdquo;引出的故事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
拿交响曲创作来说吧，由于其难度较高，因此作曲家们一般都是在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后才开始交响曲
创作的。
创作一部交响曲，常常得花费一两年，有的要七八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九部交响曲完成后，作
曲家往往也到了寿终正寝的年龄了。
而这些巧合，只不过给人们增添了一点趣谈的材料而已。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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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历史长河从远古而来，一路铺展的文化长卷异彩纷呈、蔚为壮观。
其中，最能表达人类灵魂诉求的，非音乐莫属。
音乐，超越有形或无形的各类藩篱，已然积淀成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
奇妙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由音乐而萌生的情感，使自身的生命烙印也愈发深刻。
人类甚至突发奇想，渴望借助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与地球上包括植物在内的其他生命沟通感情、与外
太空可能存在的所有生命建立联系&mdash;&mdash;同为造化的杰作，对于精妙如斯的音乐，人类怎能
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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