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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习管弦乐配器理论的教材，全书分为《弓弦乐组》、《木管乐组》、《铜管乐组》、《小乐
队编配》共四个章节，较详尽地阐述了各乐器组的旋律特点、常用的织体类型及各乐器组间的结合方
式、配器法等，并附有大量谱例以供参考，既有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也有柴可夫斯基等西方作曲
家的作品，希望以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品带给学生全面、生动、更为广泛的认识。
 本书的乐队编制，主要针对中、小型管弦乐队，同时兼顾到大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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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燕生，1940年12月牛于北京，上海市人，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教授。
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
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理事、政协夭津市委委员、九
三学社天津市委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5年至1964年，相继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天津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作曲，从师于杜鸣心等。
自1959年始，任天津音乐学院音乐理论、作曲教师及乐队和合唱指挥，并从事理论研究。
1975年，担任天津音乐学院作曲教研室主任。
1991年争1994年，任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校长。
其教学课目广泛，以作曲法、管弦乐法、曲式与作品分析著称。
其创作题材丰富、体裁广泛、结构严谨、技术精炼，寓于浪漫风格和民族特色；其指挥训练有素、技
巧娴熟，艺术表现层次清晰，音响均衡，理解深刻，热情洋溢。
主要作品有：交响组曲《春潮》、钢琴组曲《水乡音画》、长笛独奏曲《谐谑曲》、民族管弦乐曲《
月夜欢歌》、江南丝竹《霓裳曲》、《凡工错》，艺术歌曲《欢乐的手鼓》、《红松林》等；有众多
作品获奖。
主要论著有：《论音乐创作的现代观念》、《创作交响乐的一般过程》、《谢德林歌剧的结构特征》
、《民族打击乐器概论》等。
编撰有《音乐百科词典》、《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音乐部类）、《英汉音乐会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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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弓弦乐组   一、弓弦乐组的旋律与齐奏   二、四声部写作及变体   三、旋律与和声背景的织体写
法   四、运用同音重复手法构成的伴奏音型写法   五、分解和弦类型的织体写法   六、复调音乐写法   
七、几种织体写法的混合运用   八、声部数量的增减   九、声部的转接移交   十、弓弦乐组的和弦写法
第二章 木管乐组   一、木管乐组的旋律与齐奏   二、木管乐组的和弦   三、木管乐组的常用织体   四、
木管乐组与弓弦乐组的结合   五、织体的配器布局第三章 铜管乐组   一、铜管乐组的特性   二、铜管乐
组的旋律与齐奏   三、铜管乐组的和弦   四、铜管乐组和声配置的常见手法   五、铜管乐组内两个层次
间对奏的情况   六、铜管乐组与其他乐器组间常见的结合方式   七、打击乐器的用法   八、乐队为声乐
伴奏时配器的注意事项第四章 小乐队编配   一、小乐队的分类及常用的编制   二、乐器音域表   三、乐
队总谱中常用的术语标记   四、乐队总谱的谱表写法   五、小乐队中多声音乐声部结构的类别   六、小
乐队中织体写法的类型   七、不同编制的三种小乐队写法的区别   八、伴奏乐队的特点   九、几件刻画
少年儿童音乐形象的色彩性乐器的使用问题   十、小乐队编配写作的步骤   十一、各类小乐队配器处理
法   十二、含有民族管弦乐器的混合小乐队配器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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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弓弦乐组一、弓弦乐组的旋律与齐奏大家都知道，一首完整的乐曲通常总是通过音高
关系、节拍节奏、力度速度、调式调性、音区音色、和声织体及唱奏法等七种因素来共同刻画音乐形
象的。
管弦乐法的学习过程中间，上述七种音乐表现的因素虽仍需涉及，但重点研究的课题是建立在和声结
构及音色、音区、奏法等基础上的织体写法问题。
所以，掌握和声及管弦乐队乐器法知识是学习管弦乐法的前提。
旋律是多声音乐作品的主体，它对刻画音乐形象起决定作用，因此，编写管弦乐队作品时，处理好旋
律的配器布局就成为塑造典型形象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乐器法的学习，大家对各种乐器的特性加深了理解。
在考虑每件乐器适合刻画什么样的旋律时，需要同时注意乐器的音域、音区、音色、力度、演奏技巧
等因素。
离开了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利用器乐手段刻画完美的音乐形象。
弓弦乐组各乐器均有演奏旋律的能力。
因为这组乐器的音域最宽阔，奏法最多样，音色最富于表现力，所以较其他乐器组适合用来刻画更多
样的旋律形象。
1．为小提琴声部谱写旋律，只需参照乐器法中提到的乐器性能，依据旋律形象刻画的要求，选择适
当的音区和奏法即可。
2．从音乐创作的实际经验中可以看到多用中提琴独奏一个旋律片断的情况，且多用来刻画悲愁、忧
愤的形象。
这种配置方法正是为了运用中提琴音色较为粗糙、暗哑的特点，更有效地表现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歌
剧《金鸡》女主人公旋律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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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弦乐配器法教程》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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