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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的创作源于生活，就免不了要和人生挂上钩。
音乐家们总是在创作时融八自己对人生的思索爱、恨、怒、哀　所以就有了伤感的、失意的、欢快的
、激情的　歌曲。
音乐大师对音乐的追求是终生的，人生就像一首曲子，要弹好它需要全神贯注，全身心投入，尽量不
要弹错一个音符，但人生不总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只要尽力而为。
但记住我们不能被音乐束缚，我们要接受音乐，高于音乐。
　　中国民族乐器非常丰富。
当前最为常见的民族乐器，吹管乐器有笛、箫、管子、唢呐、笙、埙等，拉弦乐器有二胡、板胡、高
胡、京胡等．弹弦乐器有琵琶、柳琴、扬琴、古筝、古琴等，打击乐器有各种锣、鼓、钹、板等。
少数民族乐器常见的有芦笙、葫芦笙、巴乌、马头琴、热瓦甫、冬不拉、口弦等。
中国民族乐器是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不仅在漫长的所史中容纳、吸收了外来的乐器，而且乐器的性能
、工艺、演奏法也在不断的改造、发展中。
　　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毫无疑问应该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贝多芬是音乐的巨人，当之无愧的“音乐的普罗米修斯”。
莫扎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西方音乐史上一个耀眼的瞬间。
海顿则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由他开创了古典主义音乐时代。
这三位巨星的光芒似乎掩盖了其他作曲家的名字，如格鲁克和克莱门蒂。
舒伯特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三十年，创作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是音乐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则
使得有些专家将他划归下个时期。
历史的面貌本来如此，充满了融合和交叉，不可能人为的“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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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论　　上编　中国音乐赏析　　第一章　天籁之声　　第一节　概述　　“笛”俗称“笛子”
或“梅”。
我国古代把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称为篷，约在南北朝以后笛和箫的名称才逐渐分开，称现在的笛为横
吹或横笛。
笛在我国分布很广，但主要有曲笛、梆笛两种。
曲笛主要流传于我国南方，用于昆曲伴奏及南方各民间器乐合奏。
主要代表人物有赵松庭、陆春龄等。
主要乐曲有《鹧鸪飞》、《姑苏行》等。
梆笛主要流传于我国北方，用于戏曲梆子腔音乐的伴奏及北方各民间器乐合奏。
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子存、刘管乐等。
代表乐曲有《喜相逢》、《五梆子》、《顶嘴》等。
　　“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
我国许多史书对此均有记载。
传统笙主要用于民间器乐合奏和戏曲音乐伴奏，建国后独奏艺术获得了新的发展。
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天泉、董洪德、阎海登等。
代表曲目有《凤凰展翅》、《孔雀开屏》等。
　　“管子”是我国古老的吹管乐器。
古时称筚篥。
它流传于我国南北各地，主要用于民间鼓吹乐以及僧、道宗教音乐。
著名乐曲有《江河水》、《柳叶青》等。
　　“唢呐”是中国的民间吹管乐器。
我国的唢呐源于波斯、阿拉伯的双管吹管乐器苏尔奈。
唢呐主要用于民间的吹鼓乐和民间的吹打乐，现在的唢呐分为高音唢呐、中音唢呐和低音唢呐三种。
主要代表人物有任同祥、赵春亭等，代表曲目有《百鸟朝凤》、《小开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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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诚然，中、西方音乐就两种文化下的古典音乐来说，都有对神秘的探索，让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
、旋律展开想象。
音乐就像风，吹凉人们燥热的脸颊，音乐就像雨，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田.音乐就像水，浇灌人们心中的
花果。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音乐是最高境界的对话，所以它是门语言。
正如美国作曲家科普兰所说：你要听懂音乐吗7第一是听，第二是听，第三还是听。
如此，就让我们从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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