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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涉及管乐器方面的知识。
涵括了管乐器声学原理、吹奏方法、哨片制作、购置、养护以及外国管乐名曲解析等。
为管乐器学习爱好者、各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很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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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的说来，低音区上方与中音区较有特色，而高音区鼻音很重，并逐渐变得尖锐刺耳。
　　在乐队中的运用　　首先应指出低音大管一般只用在大型乐队里，小型乐队中根本不用，而在大
型乐队中则主要为了加重或加厚低音，很少涉及到特定的音响色彩。
　　低音大管与大管的关系，就好象低音提琴与大提琴的关系一样，常常为了加重低声部而构成八度
重复，可使低声部的音响更加丰满。
在大型乐队全奏或木管组全奏中，如果没有这种低音重复，会影响音响厚实程度。
有时它也与大管同度进行而获得粗鲁的音响。
当然也可与其他乐器（主要是低音乐器）如圆号、长号、大号作八度或同度重复，在低音大管的低音
区（尤其在弱奏时）这种混合的音响效果特别美好。
　　必须注意低音大管与弦乐组的低音乐器重复时所产生的音响效果。
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灵活性与音响的清晰性大大地超过低音大管，所以在低音提琴上灵活的线条再重
叠低音大管，不仅不能使音响加厚，反而使低音提琴或大提琴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当然音响也会变得
混浊不清，如果演奏快速的经过句毛病就会更明显。
　　从低音大管演奏的灵活性来看，快速进行往往是很困难的，甚至于不可能。
下例中低音大管的那些快速进行使任何一位演奏者都感到棘手。
　　但有时也可以看到较流利的经过句，假如不用连奏，不用大跳，节奏也不复杂，那么在低音大管
上还是容易奏出的，并且大都用来重复木管乐器或弦乐的低音。
　　低音大管常被用作支持木管组的低音或与圆号一起构成较深沉的持续音，效果一定很满意。
然而在低音大管上延续的时间不要超过中庸速度的两小节。
如果低音大管演奏的音区距离其他木管乐器很远，演奏孤零零的没有其他乐器支持的低音或持续音，
发音将显得很不稳定。
　　低音大管过去很少用作独立的声部，也就是说很少用作独奏，偶尔也会看到某些场合运用独奏，
这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形象与情节的需要。
如“美女与野兽对话”一段中，笨重不灵活的熊的形象是用低音大管的独奏来表现的，在音色上有其
特点。
现代许多作曲家渐渐地对低音大管发生了兴趣，在乐队里运用低音大管独奏也日益增多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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