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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像我们居住的地球一样，音乐世界也是非常巨大的，它包容了人类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创造的各种不
同形态、体裁和风格的音乐，它们如同无数的物种，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
同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音乐世界又变得越来越小了。
各种传播手段为人们简便快捷地了解和欣赏世界每一个民族的不同类型的音乐提供7前所未有的可能
性。
这一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幕式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无论在现场还是通
过现代传媒，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来自五大洲各民族音乐舞蹈的风采。
然而我们在日常音乐生活中面对的往往却是相反的结果。
那些以工业乃至数码方式制作、风格大同小异的流行音乐同洪水一般几乎吞没了这个“小小的”音乐
世界。
它们每隔两三年就更换一次包装，不停顿地发起冲击，把许多国家的传统音乐推入困境。
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里，它似乎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并不否认，在流行音乐中的确存在创作与表演水平俱佳的作品，而且也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然而无论它们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仍然无法取代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全部音乐文
化，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世界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是它们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和艺术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
值和审美价值。
我们，尤其是新世纪的年轻一代，有责任像保护诸如名胜古迹这些有形文化一样，精心地去珍惜爱护
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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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即兴演奏规范　　刚才谈到的马卡姆这个概念是作为一种调式音阶出现的，但马卡姆这个
词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多种含义，与印度拉格的情况相似，马卡姆还提供了音乐家们在即兴演唱演奏时
所必须遵循的规范，无论音乐家在表演乐曲时如何即兴发挥，他最终还是要受所采用的马卡姆规范的
制约。
这种一些亚洲国家特有的音乐现象我已在“印度音乐”一节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因此现在我只简
略地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谈一下阿拉伯马卡姆在即兴演奏演唱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1.形式规范在听一首马卡姆即兴曲时人们会发现，整首乐曲被几个较长的、明显可辨的休止划分为若
干个大的结构单元，它们彼此之间音区不同，通常表现出自低向高扩展的倾向，随着音区的变化，每
一结构单元的调式主音也相应改变，但最终一般都回到开始时的音区和调式。
当音乐家在演奏前选定采用某一种马卡姆时，实际上已确定了乐曲要用哪一种音阶和调式了，但是在
演奏过程中到底要把乐曲划分为几个大的结构单位，中间的调式如何转换，这就要靠演奏者自己来决
定了。
　　而每一个大的结构单元内部又包含若干个小的旋律段落，它们是围绕着该马卡姆特定的几个核心
音构成的。
具体地说每一旋律段就是以某个音为轴心，其余各音环绕着它组成各种上下起伏，迂回曲折的旋律，
演奏者的才能正是通过编织多种复杂多变的旋律充分发挥出来的。
一些音乐家形象地把这些经过精巧加工的旋律比喻为阿拉伯花纹。
当音乐家围绕着该轴心音去编织旋律的才思竭尽或听众反应比较冷淡时，音乐便转向下一个段落，围
绕着一个新轴心音再去组成新的旋律。
各个段落之间无明显的间隙，各段的长度也相差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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