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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音乐基础知识

第一节　音乐

一、 音乐概念

音乐是以音为素材,通过各种手段,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以至观念的一种实践艺

术,音乐作为一种依赖听觉来感知的声响组合艺术,它有着特定的功能:感人血气与

宣泄情志;化人情性与归于宁和;涵养个人趣味;承接社交方式.音乐是一个国家或

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由发音媒体传达,可使听者引起美的感受、情感体验、
想象以至理性活动.

二、 音乐的特征

(一) 材料的特殊性

音乐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以听觉为对象的声音的艺术,或叫听觉艺术.音乐根

据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特性,构成节奏、节拍、速度、力度、旋律、音

区、调式、和声、织体、曲式等音乐表现手段和组织形式,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并反

映一定的社会生活.
音乐离不开声音,声音是音乐艺术的物质基础,是音乐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段.

(二) 流动性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随着时间的进程逐渐展示音乐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最

终为听者所感受理解.音乐的物质材料是声音这一特点,又赋予了音乐艺术的另一个

特点,即音乐旋律的运动的时间性,能够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展开、发展和完善其组

织结构.

(三) 情感性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是用声音来表达情感的艺术,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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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现人的感情、意志.它的表现方式,即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出特

有的音乐艺术形象.

(四) 表现性

音乐虽然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但由于音乐构成材料的特殊性,使得

这种反映与美术、文学等艺术样式完全不同:它既不能把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以语言

文字符号的形式描绘出来,也不能如绘画般直接诉之于人以视觉感受.音乐对现实生

活的反映和表现带有一定的间接性.如风声雨声、山鸣海啸、马达声、敲打声、人声

等等,都是现实声音的表现.声各有其形,现实中的物体,只要能发声,它们都会以

各自不同的声音形状来表现它们各自的特征,稍有一些生活经验的人,他们大都能凭

着听觉能力去识别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有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或是生活阅历丰富、
听觉特别敏锐的人,还能通过声音的形、质去判断事物内部本质的变化状态.人声也

是如此,男女老幼声音形质就各不相同,而且随着人的性情的变化,声音又各有其形.

(五) 不确定性

音乐不能直接提供形象,不能直接表述思想内容,难以直接用具体的形象来反映,
人们通过听觉感受到的音乐信息是非语义性的,所以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不确定性.
音乐形象往往体现出人的个性化水平和特点,表现出人的听觉感受能力的明显差异性.

三、 音乐的分类

声音分为乐音和噪音,通常的音乐多指乐音,但在需要的情况下,一些无规律的

噪音也会被用到音乐当中,起到某种修饰和升华的作用.音乐可分为人声和器乐两

大类.

(一) 人声

根据西方声乐艺术的分声体系,人声分为童声、女声和男声三个部分.

１童声

稚声期:幼儿~６岁.音域较窄,只有６~８度,该类歌曲结构简单,速度较慢.
音色清脆细嫩,音准极不稳定.

童声期:６~１２岁.音域逐渐加宽,音量逐渐加大,音色可塑性增强.
变声期:１３~１５岁.该段时间儿童发声器官变化大,声带充血,声音嘶哑,男生

的变声期较长.

２女声

女高音:抒情女高音甜美柔和,声音宽广;戏剧女高音坚实有力,情趣变化多样;
花腔女高音音量精巧灵活,音域变化不大,擅长演唱轻快的高音.

女中音:音色深厚丰满,色彩较暗,擅长演唱亲切抒情的旋律.
女低音:高音区弱,声音发干,音色宽厚结实,给人以稳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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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男声

男高音:抒情男高音音色明亮柔和;戏剧男高音音色明亮辉煌,雄壮有力.
男中音:音色宽厚低沉,音质粗壮明亮.
男低音:音色深沉坚定,唱高音时声音不灵活.
人声演唱形式多样,有独唱、齐唱、重唱、领唱、轮唱、对唱、表演演唱和合

唱等.
按我国戏曲声乐的分声体系,人声可分为生、旦、净、丑四大声腔,各流派音质

特点各异.
(１)生:老生用真声 (称为 “本嗓”,也叫 “大嗓”)演唱,各流派少有差异,如

高庆奎高亢清越、马连良俏丽流畅、周信芳苍劲质朴;小生用假声 (称为 “假嗓”,也

叫 “小嗓”)演唱,声音清脆,刚健文雅.
(２)旦:青衣、花衫、花旦 (以及武旦、刀马旦等)用假声演唱,青衣和花衫唱

腔婉转细腻,花旦柔和圆润、流利感人;老旦、彩旦 (女丑又叫作 “彩旦”)用真声

(大嗓)演唱,高腔唱来苍劲挺拔,而低腔唱来则盘旋下行、委婉沉着.老旦李多奎高

腔苍劲挺拔,低腔委婉沉着;袁慧琴喷口有力,行腔流畅,韵味醇厚;彩旦滑稽可笑.
(３)净:也是用大嗓唱的,其声音粗犷豪壮,有如洪钟巨震.
(４)丑:主要是做工戏,简单质朴利落.

(二) 器乐

乐器分类方法不一,有中国古代的 “八音分类法”、中国戏曲乐器分类法,有源于

欧洲的西洋管弦乐队分类法,还有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等.下面主要介绍

西洋管弦乐队分类法和中国戏曲乐器分类法.

１西洋管弦乐队分类法

西洋管弦乐队分类法将所有乐器分为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三大类.细分

如下:
弦乐器可分为拉弦乐器 (如提琴类)、拨弦乐器 (如竖琴)和击弦乐器 (如钢琴);

管乐器可分为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
西洋管弦乐队乐器演奏形式有如下六种:
(１)独奏

一人演奏一件乐器,称为独奏,如手风琴独奏、钢琴独奏等.
(２)齐奏

齐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演奏者,用相同或不同的乐器,按同度或八度音程关系

同时演奏同一曲调,如二胡齐奏、小提琴齐奏、民乐齐奏等.
(３)重奏

重奏是指在多声部乐曲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演奏者,各自弹奏自己所担任的

声部.重奏还可按人数分为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等.其中由四个同类乐

器组成的四重奏占主要地位,如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与大提琴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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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四重奏,由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大管组成的木管四重奏等.凡三件或四件弓

弦乐器或管乐器再加钢琴重奏者,通称 “钢琴四重奏”或 “钢琴五重奏”.
(４)合奏

多种乐器共分若干组,每组担任某些声部,共同演奏一首乐曲称为合奏.
弦乐合奏:弦乐器组的共同演奏,常加入竖琴、钢琴和打击乐器.
管乐合奏:木管组、铜管组和打击乐的合奏.用于军队的管乐队又称军乐队.
管弦乐合奏:包括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合奏,如交响乐队.
我国民族乐器合奏形式有丝竹乐合奏、弹拨乐器合奏、吹打乐合奏以及大型民族

管弦乐合奏.
(５)协奏

协奏是指从一旁协助演奏的形式.它是一件乐器与协助演奏的乐队的竞奏,地位

平等,互为应答,如小提琴协奏、钢琴协奏和二胡协奏.
(６)伴奏

在独唱、重唱或独奏的表演过程中,一般都有一件和声乐器或一个乐队演奏开头、
间奏和结尾部分,以烘托气氛、丰富表现力,即称伴奏.伴奏有女声独唱、管弦乐队

伴奏;二胡独奏、扬琴伴奏;小提琴独奏、钢琴伴奏;唢呐独奏、民乐队伴奏等形式.

２中国戏曲乐器分类法

中国戏曲乐器分类法将中国戏曲音乐演奏乐器分为文场乐器和武场乐器.
(１)吹奏乐器

我国吹奏乐器的发音体大多为竹制或木制.根据其起振方法不同,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气流吹入吹口激起管柱振动,有箫、笛 (曲笛和梆笛)、口笛等.
第二类,气流通过哨片吹入使管柱振动,有唢呐、海笛、管子、双管和喉管等.
第三类,气流通过簧片引起管柱振动,有笙、抱笙、排笙、巴乌等.由于发音原

理不同,所以乐器的种类和音色极为丰富多彩,个性极强.并且由于各种乐器的演奏

技巧不同以及地区、民族、时代和演奏者的不同,民族器乐中的吹奏乐器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极其丰富的演奏技巧,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与流派.
典型乐器:
笙、芦笙、排笙、葫芦丝、笛、管子、巴乌、埙、唢呐、箫.
(２)弹拨乐器

我国的弹拨乐器分横式与竖式两类.横式,如:筝 (古筝和转调筝)、古琴、扬琴

和独弦琴等;竖式,如:琵琶、阮、月琴、三弦、柳琴、冬不拉和扎木聂等.
弹奏乐器音色明亮、清脆.右手有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弹奏方法.弹奏乐器除独

弦琴外,大都节奏性强,但余音短促,须以滚奏或轮奏长音.弹拨乐器一般力度变化

不大.在乐队中除古琴音量较弱,其他乐器声音穿透力均较强.
弹拨乐器除独弦琴外,多以码 (或称柱)划分音高,竖式用相、品划分音高,分

为无相、无品两种.除按五声音阶排列的普通筝等外,一般都便于转调.
各类弹奏乐器演奏泛音有很好的效果.除独弦琴外,皆可演奏双音、和弦、琵音

和音程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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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也不尽一致.
典型乐器:
琵琶、筝、扬琴、七弦琴 (古琴)、热瓦普、冬不拉、阮、柳琴、三弦、月琴.
(３)打击乐器

我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技巧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根据其发音不同可分为:

①响铜,如:大锣、小锣、云锣、大、小钹,碰铃等;

②响木,如:板、梆子、木鱼等;

③皮革,如:大小鼓、板鼓、排鼓、象脚鼓等.
我国打击乐器不仅是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立演奏,对衬托音乐

内容、戏剧情节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打击乐器在我国西洋管弦

乐队中也常使用.
民族打击乐可分为有固定音高的和无固定音高的两种.无固定音高的如:大、小

鼓,大、小锣,大、小钹,板、梆、铃等;有固定音高的如:定音缸鼓、排鼓、云

锣等.
典型乐器:
堂鼓 (大鼓)、碰铃、缸鼓、定音缸鼓、铜鼓、朝鲜族长鼓、大锣小锣、小鼓、排

鼓、大钹.
(４)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其历史虽然比其他民族乐器短,但由于发音优美,
有极丰富的表现力,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艺术水平,拉弦乐器被广泛使用于独奏、重

奏、合奏与伴奏.
拉弦乐器大多为两弦,少数用四弦,如:四胡、革胡、艾捷克等,大多数琴筒蒙

的蛇皮、蟒皮、羊皮等;少数用木板,如:椰胡、板胡等.少数是扁形或扁圆形,如:
马头琴、坠胡、板胡等,其音色有的优雅、柔和,有的清晰、明亮,有的刚劲、欢快、
富于歌唱性.

典型乐器:
二胡、板胡、革胡、马头琴、京胡、中胡、高胡.

四、 音乐符号

(一) 五线谱

五线谱是记录音乐的一种语言,是一种记谱方法.五线谱,顾名思义是由五条平

行线组成的,当然还包括相邻两条平行线之间的 “间”.五条线的顺序是由下往上数

的.最下面第一条线叫作 “第一线”,往上数第二条线叫 “第二线”,再往上数是 “第
三线”“第四线”,最上面一条线是 “第五线”. “间”也是自下往上数的.最下面的一

间叫作 “第一间”.往上数依次是 “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如图１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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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

如果五线四间不够用,还可以添加平行线,如 “上加一间” “上加一线” “上加二

间”“上加二线”“下加一间”“下加一线”“下加二间”“下加二线”等等.(如图１Ｇ２)

图１Ｇ２

乐音体系中各音的名称叫 “音名”,主要由c、d、e、f、g、a、b七个拉丁字母或

再加上某种变音记号来表示.歌唱时使用的 “唱名”由 Do、Re、Mi、Fa、Sol、La、

Si七个拉丁语音节表示.(如图１Ｇ３)

图１Ｇ３

(２)谱号

谱号指音乐中写在五线谱最左端,用以确定谱表中各线间的具体音高位置的符号.
一般有高音谱号 (G谱号)、低音谱号 (F谱号)、中音谱号 (C谱号)等.其中,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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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号最常见,低音谱号只在音域宽的乐器上呈现,而中音谱号则是为管风弦等三排式

音域准备的.(如图１Ｇ４)

图１Ｇ４

(三) 音符

音乐中,用来记录音的高低和长短的符号叫作音符.音符由符头、符干和符尾组

成,不同的写法表示不同的时值.(如图１Ｇ５)

图１Ｇ５

(四) 休止符

休止符是用于音乐的乐谱上,标记音乐暂时停顿或静止和停顿时间长短的记号.
休止符的使用,可制造出音乐乐句中不同的情绪表达.休止符的命名主要依照停顿时

间长短来命名,可分为倍全休止符、全休止符、二分休止符、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

符、十六分休止符、三十二分休止符、六十四分休止符.休止符也可以加上附点,来

调整音乐停顿的长度,命名为原休止符名,前面加上 “附点”两字,例如附点二分休

止符.
在记谱法中,音符与休止符在五线谱上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联系.正确的记谱,

其目的是为了能简单明了、科学合理、准确地反映音乐思想.
各种音符都有相应的休止符号,它们与相对应的音符的音值是一样长短的.(如图

１Ｇ６、图１Ｇ７)

图１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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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７

还有一种休止符是表示整小节的休止.(完全小节休止)它们适用于各种拍子.
注:完全小节谱号后标的是几拍,在小节内就存在几拍 (包括休止符在内),这叫

完全小节.(如图１Ｇ８)

图１Ｇ８

完全小节在谱号后标拍子,而小节内不够那么多拍,这种小节叫不完全小节,而

不完全小节一般是用作起拍.(如图１Ｇ９)

图１Ｇ９

两个以上的全小节休止符是这样记的.(如图１Ｇ１０、图１Ｇ１１)

图１Ｇ１０

图１Ｇ１１

１０小节以上休止的标记.(如图１Ｇ１２)

图１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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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简谱的学习

一、 简谱中的音高

在简谱中,表示音高的基本符号由七个阿拉伯数字标记;表示声音休止的符号叫

休止符,用 “０”标记.记法如下:

音区的划分:为了标记更高或更低的音,则在基本符号的上面或下面加上小圆点.
在简谱中,不带点的基本符号叫作中音;在中音音符上面加上一个点叫高音,表示高

一个八度;加两个点叫倍高音,表示高两个八度;加三个点叫超高音,表示高三个八

度;在中音音符下面加一个点叫低音,表示低一个八度;加两个点叫倍低音,表示低

两个八度;加三个点叫超低音,表示低三个八度.

二、 拍号与调号标记

在简谱中,拍号一般标记在调号的后面,例如:１＝C２/４　１＝bE３/８

三、 变化音标记

将标准的音符升高或降低得来的音,就是变化音.

１将音符升高半音,叫升音.用 “＃” (升号)表示,一般写在音符的左上部分,
如下所示:

２将音符降低半音,叫降音.用 “b” (降号)表示,同样写在音符的左上部分,
如下所示:

四、 简谱中的音符长短 (以４/４拍为例)

音符分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

等.在简谱中,音的长短是在基本音符的基础上加短横线、附点、延音线等符号表

示的.

１短横线:

短横线的用法有两种,写在基本音符右边的短横线叫增时线.增时线越多,音就

越长,每增加一条增时线,就增加一拍的时值;写在基本音符下面的短横线叫减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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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时线越多,音就越短,每增加一条减时线,就缩短为原音符音长的一半.

２附点:

写在音符右边的小圆点叫作附点,表示延长前面音符时值的一半.带附点的音符

叫附点音符.

３延音线:

延音线是一条向上或向下弯曲的弧线,其作用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音高

的音符相连,在演唱或演奏时作为一个音符,它的长度等于所有这些音符的总和.
部分常用简谱时值标记图示如下:

五、 简谱中常见记号 (部分列举)

１反复记号:

２力度记号:

３渐强减弱记号:

第三节　音乐语言要素

作曲家创作乐曲,也像文学家写诗歌、小说一样,有自己表情达意的体系,称之

为音乐语言.
音乐语言包括很多要素:旋律、节奏、节拍、速度、力度、音区、音色、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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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调式、调性等.音乐语言的要素是表达一首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美的

基本.

一、 音乐语言要素

(一) 旋律

旋律是用调式关系和节奏节拍关系组合起来的,由具有独立性的许多音的单声部

进行.旋律将所有的音乐基本要素 (这里指的是调式、音高、节奏、强弱等)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是音乐的基础,
它体现音乐的主要思想.旋律离开了其他各种音乐要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旋律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正是通过音乐的各种要素作用和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旋律进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四种:①级进.即旋律按照音阶式进行,可

以是上行 (１２３４５),也可以是下行 (５４３２１).②跳进.旋律进行时作三度以上的跳跃

称为跳进 (１３５或５３１).③同音反复.相同音连续出现 (１１５５６６５,４４３３２２１).④模

进,即不同高度的重复 (１２３,４５６,６５４,３２１).此外,旋律还可以通过某些手段,使

之变化发展,从而扩大了旋律的范围,丰富了旋律的内容.
旋律是连续不断地引导听者自始至终听完一首乐曲的一根线索,听音乐时必须紧

紧捉住这根线索,大多数旋律或多或少都是由精心设计的一些次要素材所伴随.不要

让旋律被伴随它的其他素材所淹没,要在头脑中把旋律从环绕的一切素材中分出来,
必须能够听到旋律.

(二) 节奏

节奏是指各音在进行时的长短关系和强弱关系.由于不同高低的音同时也是不同

长短和不同强弱的音,因此旋律中必须包括节奏这一要素.
节拍是指强拍和弱拍的均匀的交替.节拍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叫作 “拍子”,

正常的节奏是按照一定的拍子而进行的.
节拍通常用分数来标记,分子表示每小节中单位拍的数目,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

符时值,例如２/４,它的含义是 “每小节有两拍,每拍是四分音符”,或简单地说 “每
小节有两个四分音符”.下面是一些常见的拍子:偶数类,有２/２ (每小节有两个二分

音符)、２/４、４/４、４/８ (每小节有四个八分音符)等,这些偶数节拍是对称的,带有

行进的特点;奇数类,有３/２ (每小节有三个二分音符)、３/４、３/８、９/８等;它们听

上去带有旋转性,因此常常和舞曲有关.在乐谱上标记节拍的方法,除了上面这些２/

４、３/４以外,还有小节线,这短短的垂直线,将音符隔成一个个有规律的强弱交替的

单位,看起来很直观.

(三) 速度

快慢的程度.为使音乐准确地表达出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必须使作品按一定的

速度演唱或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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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力度

强弱的程度.音的强弱变化对音乐形象的塑造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五) 音区

音的高低范围.不同音区的音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各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

(六) 音色

不同人声、不同乐器及不同组合的音响上的特色.通过音色的对比和变化,可以

丰富和加强音乐的表现力.

(七) 和声

两个以上的音按一定规律同时结合.和弦进行的强和弱、稳定与不稳定、协和与

不协和,以及不稳定、不协和和相对稳定、协和和弦的倾向性,构成了和声的功能体

系.和声的功能作用,直接影响到力度的强弱、节奏的松紧和动力的大小.此外,和

声的音响效果还有明暗的区别和疏密浓淡之分,从而使和声具有渲染色彩的作用.

(八) 复调

两个或几个旋律的同时结合.不同旋律的同时结合叫作对比复调,同一旋律隔开

一定时间的先后模仿称为模仿复调.运用复调手法,可以丰富音乐形象,加强音乐发

展的气势和声部的独立性,造成前呼后应、此起彼落的效果.

(九) 调式

从音乐作品的旋律与和声中所用的高低不同的音归纳出来的音列.这些音互相联

系并保持着一定的倾向性.而调性则是调式的中心音 (主音)的音高.在许多音乐作

品中,调式和调性的转换和对比,是体现气氛、色彩、情绪和形象变化的重要手法.
音乐语言的各种要素互相配合,具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力.旋律尽管是音乐的灵魂,但

其他要素有变化,音乐形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其他要素甚至可

起重要作用.

二、 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

１曲调:

是组织在一起的音的线条,在音乐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音乐内容最主要的表

现手段.

２节奏:

就像旋律的脉搏,像动作一样,能给旋律带来鲜明的性格.

３拍子:

拍子节奏在音乐中,总是和拍子结合在一起,如二拍子强弱交替反复,常用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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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曲、舞曲或表现欢乐.

４速度:

一般来说,快速多表现活跃或激动的情绪,慢速多表现安静、抒情或低沉的情绪.

５调、和声

调中包含调的高度和调式两个方面.调式的转变对比是发展音乐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在贝多芬的作品中,C大调常用来表现光明和刚毅;F大调常用来表现田园的大自然

美景.和声是单个和弦按一定的规则连接起来的和弦序列,在调式的基础上产生,帮

助旋律更丰富地表现音乐内容.和声除了能够给主要曲调充当背景外,自己还能够在

表现音乐内容和情绪上起色彩性作用,本身能极大地丰富音乐内容.

６力度

音乐的重要表现手段.在音乐作品中力度越强,音乐越紧张、雄壮;力度越弱,
音乐越缓和、委婉.因此音乐作品中常运用强弱对比的手法来发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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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民歌欣赏

第一节　中国民歌简介

民歌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中国民歌,是中国音乐的中心

部分.它源于人民的劳动和生活,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某个时期的劳动和生活,并深

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该时期人民的生活.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

歌,并以多样化的体裁、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反映了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民俗、风

格、情趣和文化传统.

一、 民歌的含义

民歌是民间歌曲的简称,是一种由音乐与诗歌相结合,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

的民间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是声乐曲的一种重要体裁.中国民歌即劳动人民的歌,
来自于人民的生活.一般是指人们在山野、田间、牧场等劳动中,为抒发思想感情而

编唱的民歌.
民歌反映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的社会生活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缅怀历史还

是歌颂英雄人物,又或者是赞美家乡、批判政治,民歌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千罗万象.
为此,人们一向肯定民歌的巨大社会价值,认为它是各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由于民歌不受约束,人们可以随兴所至,尽情发挥,但任何民族、地区的民歌在

流传时必然受其特定地理、方言、习俗及审美习惯的影响,因而在音乐素材、结构、
风格等方面均有其稳定性与规范性,即民歌的传统性.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变易性和

传统性的相互制约,保持了民歌旺盛的生命力.

二、 民歌的体裁

民歌主要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类.民歌体裁的形成与不同的生活和劳动

场景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歌各种体裁的基本表现方法和艺术特征.

(一) 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一种艺术作品.它的歌唱以吆喝、呐喊为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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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号子是来源于体力劳动过程中,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

实际功用.包括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北方多草原山林,地域广阔,气

候干旱寒冷,号子常为粗犷的风格,体现了北方人民质朴豪爽的性格,如东北民歌

«东北风».而南方的劳动号子曲调一般都短小淳朴、生动具有节奏、固定而又铿锵有

力,如 «川江船夫号子».号子的演唱形式为:一人领唱,众人合唱,也有齐唱或独唱

的形式.
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为了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调节

呼吸,统一步伐,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叹气或呼号.这些吆喝、叹气和呼号声逐渐

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吆喝,发展为

内容丰富的歌词、旋律完整的歌曲形式.劳动号子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劳动中,劳动号

子可以鼓舞精神,调节情绪,组织和指挥集体劳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
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劳动的强度越大,对劳动号子音乐表现的制

约性也就越大;反之,劳动强度较小,劳动号子的歌唱者就可以有较大的余力去思考

和发挥劳动号子的音乐与艺术的表现.

(二) 山歌

山歌是劳动人民在劳作、砍柴、放牧、行走等情形下,有时抒发情感、有时解闷、
有时传递情感、有时情感对答的一种民歌种类.传统山歌中最常见的内容是爱情和抒

情赞颂.山歌常在户外歌唱,流行于山野田边,曲调多高亢、嘹亮、激昂奔放、辽阔、
悠长,节奏自由、抒情性强,歌词多为即兴创作,其内容情感纯朴、想象大胆、生动

鲜活、真切感人,音乐起伏大、音域宽、长腔拖音.山歌往往在音乐的一开始处便出

现全曲的高音,感情充沛,表达强烈.在高音区,山歌还常常会有自由延长音.有的

山歌因音域较高而使用假声或真假声结合的歌唱方法.
我国各地的山歌流传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高原、西北黄土高原、青海高原、新

疆高原、西南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区、大别山区、武夷山区、西藏高原一带.具有

很多种类,不同地区对山歌的称谓也是不同的,例如最有代表性的有:内蒙古草原的

各种 “长调”,陕北的 “信天游”,山西的 “山曲”,内蒙古的 “爬山调”,宁夏、甘肃、
青海地区汉、回等族的 “花儿”,新疆各民族的 “牧歌”,陕南、川北的 “姐儿歌”“茅
山歌”“背二哥”,大别山区的 “慢赶牛”,江浙一带的 “吴山歌”,赣、闽、粤交汇区

的 “客家山歌”,云、贵、川交界地带的 “神歌” “大定山歌” “弥渡山歌”,湖北的

“赶五句”,四川的 “晨歌”,安徽的 “挣颈红”,及各少数民族山歌等.山歌的演唱形

式多以独唱为主,也有对唱和一领众唱的形式.

(三) 小调

小调又被称为小曲、俗曲、时调、俚曲等,是在农村和城市集镇上娱乐、吉庆等

场合演唱的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歌曲.与劳动号子和山歌不同之处是,它的内容广泛涉

及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演唱时气息柔和流畅、声音甜美明亮、感情朴实细腻、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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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讲究并且带有伴奏等特点.它的流传和发展,反映了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影

响和密切联系.小调有广泛的社会阶层直接或间接参与创作与加工,还有固定的唱词

和唱本,除了一般群众外,小调有职业和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

演唱.
由于小调源于各个阶层的人民生活,内容反映了社会的各方面,所以是我国民歌

中数量最多的民歌体裁,它常用四季、五更、十二月等形式连缀为多段分节歌曲.

第二节　不同地域的中国民歌

一、 嘹亮的西北民歌

１西北民歌的基本特征

西北民歌指的是在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地区流行的民歌.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体裁是 “花儿”和 “信天游”. “花儿”是流行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地

的一种山歌.其基本特点是:旋律高亢、悠长,近乎于大白嗓,用假声或真假声结合

的方法演唱.
“信天游”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一种山歌.其旋律有两种类型:一种

节奏自由,旋律起伏较大,开阔高亢;另一种节奏规整,旋律级进较多,表达感情细

腻,结构相对严谨.

２欣赏 «赶牲灵»(陕西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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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信天游,据说在山西流传了一两百年,以至于不仅当地乃至于附近的青

海、陕西人都会唱,但因各地方言不同,唱出来的风格也有差异,这说明民歌具有很

强的地域性.它讲的是一个赶牲口搞运输的脚夫,在路上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歌曲

曲调简单,感情直白,加入了事情的描写,给人一种曲终情未了的感觉.牲灵即牲口,
这首歌是这些赶脚的脚夫在漫长的步行中,面对一座又一座被自己征服的群山时,自

编自唱的曲子.歌词方面,“走头头”指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陕北地方方言,体现了

陕北民歌的地方性特征.

３延伸

(１)欣赏完毕,理解音乐中的内容,感受音乐的情绪,跟音乐轻声唱一唱,并学

唱任意一首.
(２)你会唱哪些西北民歌,挑一首在课堂上和大家分享.

二、 多彩的民族情韵

１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民歌的基本特征

蒙古族人民长期居住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的生活,所以其音乐的风格富于浓郁的

草原气息.蒙古族民歌体裁很多,其中,以 “长调”和 “短调”最具代表性.长调的

旋律舒展悠长、节奏自由、篇幅宽大,演唱时声音宏大雄厉.如:牧歌、赞歌、思乡

歌等.短调的结构规整、节奏齐整、句幅较短窄、字多腔少、具有叙述性的特征,歌

唱时热情有力,如 «嘎达梅林».长调多流行于牧区,短调则流行于半牧半城区.

藏族人民早在１２、１３世纪前后就有了关于藏族民族音乐的论述专著,如 «论西藏

音乐»等.藏族音乐可以分为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三大类.民间音乐又分

为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五类.在民歌中,山歌的音域宽广,
节奏自由舒缓,旋律起伏较大且悠长高亢.劳动歌曲节奏鲜明,并与劳动动作相结合,
有的较为自由.爱情歌曲有的深情,有的开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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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音乐继承了西域地区的 “龟兹乐”“高昌乐”等的传统,又吸收了中原音

乐、印度音乐和波斯阿拉伯音乐的有益营养,形成了维吾尔族音乐的民族风格.它的

唱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衬词中有长有短,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等重

要作用.其旋律生动活泼,热情奔放.多套用民谣的曲调,如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反

抗外侵的歌舞 «筑城歌»等.

２欣赏 «牧歌»(内蒙古民歌)

这是一首长调.歌曲旋律悠长,歌词生动形象.表达了牧人对草原的爱.它采用

D五声宫调式,属于一段体单乐段结构,即一部曲式.乐句为４加４的规整性乐段,宫

调式贯穿始终,曲调和歌词紧密结合.旋律浑厚平稳,塑造出了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

的美丽意境.第一乐句由两个平行乐句组成,第二乐句前四小节反向下行,后四小节

五度模进,最后以完全终止和旋模式完成结束,音乐伴奏的创作也大胆地打破常规,
多用三连音,悠扬不失厚重,规整不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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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延伸

(１)通过聆听,比较它们的节奏,旋律等音乐要素,说一说它们有什么不同的民

族风格.
(２)教师播放 «嘎达梅林»,让学生判断是长调还是短调.
(３)学唱任意一首.

三、 质朴的中原曲调

１中原民歌的基本特征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民歌处处体现着中原人淳厚朴素的性

格特征.其节拍节奏形式丰富,多与生活情致、生产劳动有密切关系.曲式结构一般

比较短小,旋律简单,篇幅长的多以歌词简单的变化而旋律不变来进行反复吟唱,如

山东民歌 «沂蒙山小调»、河南民歌 «王大娘钉缸»等.

２欣赏 «一绣一只船»(河北民歌)

这是一首传统的河北民歌,篇幅不长,版本众多,比如它同江苏民歌 «绣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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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不同的风采.主要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各个地域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等因素的差

异产生不少变体,本曲曲调委婉细腻,情感真挚感人.荷包是传递男女之间隐秘情感

的信物,集结柔美的爱情宣言,它把一个少女思念自己的心上人,绣荷包送情人时的

内心活动表达得温婉坚贞.全曲由两个乐句构成,有起有伏.旋律简单,配上数十段

不断变化的歌词,便于民间传唱.

３延伸

(１)学唱一首中原民歌.
(２)播放 «好汉歌»和 «王大娘钉缸»,请同学们分析,其中的旋律有什么相同的

地方?
(３)如果你是中原人,请你说一到两首你们家乡的歌曲,并在课堂上演唱给大家.

四、 秀婉的南国清音

１南方民歌的基本特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就广泛流传着 “楚声”和 “吴声”之类的民歌.楚

声是长江中下游两湖一带的民歌;吴声则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民歌.他们的风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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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歌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浙江民歌 «对鸟».两千多年来,这种风格被继承

下来并发扬光大.通常,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内在,旋律多以级进为主,结

构短小精悍,曲子前多有引子,并且善用比和兴的手法,如 «弥渡山歌».其旋律多婉

转流畅,细腻抒情.这与南方地区河流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景观秀丽的自然

风格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２欣赏 «小河淌水»(云南民歌)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歌词共八句,前六句或比或兴,直到最后两句才切入主题,
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极具南方的含蓄色彩.歌曲的旋律婉转、飘逸,富于南方山歌

的独特风格.

３延伸

(１)聆听两首歌曲之后,感受音乐的情绪,并将南方民歌与西北民歌、中原民歌、
少数民族民歌做一些比较,总结各地区各民族不同的风格特征,研究形成各种风格特

征的原因.
(２)自己推荐一首南方民歌,在课堂上教同学们唱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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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艺术歌曲欣赏

第一节　中国艺术歌曲概述

一、 中国艺术歌曲概况

艺术歌曲在中国的发展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欧洲早期艺术歌曲的作品、概念与创作要求传入我国,大约是在１９１９年 “五四运

动”前后.在当时得到了国人认识、文化界人士的欣赏与喜爱,成为新文化运动组成

部分中一道夺目靓丽的风景线.
当时的一些大学教授、社会学者、文人作家、诗人、音乐家,如李叔同、刘半农、

赵元任、黎锦晖、易韦斋、李之仪、龙七、郭沫若、田汉、黄自、肖友梅、黎青主、
陈啸空、张曙、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成为积极传播、推广以及创作、探索艺术歌

曲的先锋.一首首世纪经典、传世佳作从他们笔下涓涓流出,醉人肺腑.其中主要作

品有 «春游»«送别»«叫我如何不想她» «早秋» «问» «梦» «我住长江头» «玫瑰三

愿»«梅娘曲»«日落西山»«嘉陵江上»«夜半歌声»«铁蹄下的歌女»«长城谣»等.
我国艺术歌曲经过这一批文人、学者、音乐家们的共同努力,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初期达到了一个推广与创作的鼎盛时期.更可贵的是他们把所吸收来的外国的创作技

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民族语言、民族音调、民族欣赏习惯与民族情趣相结合,创

作出了像 «叫我如何不想她»«花非花»等一系列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歌曲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空前繁荣.新时期的作

曲家郑秋枫、施光南、尚德义、谷建芬、士心、徐沛东、陆在易、王志信等,创作了

«我爱你,中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牧笛»«我们是黄河泰山» «我像雪花天上来»
«母亲河»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中国的民族众多,民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部分,当作曲家把这些清唱或用简单的伴奏形式演唱的原始民歌配以丰富多彩、
格调高雅的钢琴伴奏时,一种具有高品位、完全不同于原始民歌的艺术歌曲出现了.
它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好评,也得了专家的肯定,在我国的艺术歌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们流传到国外,使世人从中了解和领会到中国民族的生活与情感,在文化沟通与交

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的民族情和艺术兼容,作品也受到广大中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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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特别欢迎和喜爱.
因社会的变化及种种原因,从当前的一些作品与音乐会选用的曲目中可以看出,

过去艺术歌曲的概念已被人们扩展突破了,只要是舒展优美、格调高雅的抒情歌曲,
如 «草原之夜»«在那遥远的地方»,古代歌曲 «清平调»«望江南»«杏花天影»,歌剧

选段 «红梅赞»«今夜无人入睡» «我的太阳»,民歌 «曲蔓地» «等你到明天»等,甚

至某些通俗歌曲都扩属为艺术歌曲.但不论艺术歌曲的内容如何改变,艺术歌曲生命

中高品格、高情趣的灵魂是永恒的.

第二节　中国艺术歌曲欣赏

一、 «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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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１９３４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

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

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１９３５年２月,导演许幸之接手 «风云儿女»的拍摄,
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
即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 «风云儿

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８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

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

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３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

的创作.这首 «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１９３５年在民族危亡的

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之后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二、 «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而成.１９３８年秋

冬,诗人光未然跟随抗日部队行军作战,当他们到达西北的黄河岸边时,光未然被中

国雄奇的山川震撼到心灵,于是,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 «黄
河吟»,后来被改写成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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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天的故事»

１９７９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勾画出了一幅改革开放的蓝图;１９９２年春天,邓小平

南方视察,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１９９４年,又一个春天,三位投身特区的艺术工

作者,有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歌——— «春天的故事»,他们用

歌声记下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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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送别»

１９１５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写了这首著名的 «送别».它属于李叔同

早年创作的 “学堂乐歌”.该首歌曲用古典诗词体填写歌词,选用美国流行曲调作谱.
«送别»分三段,第一段是 “写景”,写长亭外,古道边送别的具象情景;第二段则是

抒情,抒发知交零落天涯的悲慨;第三段从文字上看,是对第一段的重复,其实不然,
是文字重复而意蕴升华:经历了 “送友离别”,而感悟到人生短暂,犹如日落,充满着

彻骨的寒意.整首歌词弥漫着浓重的人生空幻感,深藏着出世顿悟的暗示.后来,此

曲作为电影 «城南旧事»的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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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牧羊曲»

«牧羊曲»是影片 «少林寺»的插曲,这是一首洋溢着似水柔情的女声独唱,歌词

朴素清新、优美动人,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香港电影歌曲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时代,影片 «少林寺»开启了中国香港与内地合拍

电影的先河,片中的插曲 «牧羊曲»便是典型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段主要描写了一个

１６岁少女眼中的美好家乡.第二段描写了少女的远大胸怀和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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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渔光曲»

«渔光曲»是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为同名影片写的主题歌.作于１９３４年.
歌曲内容反映了当时我国贫苦渔民的劳动生活,质朴地描绘出饱含血泪的渔民内

心的压抑和哀愁,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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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曲艺和戏曲欣赏

第一节　曲艺和戏曲概述

一、 曲艺

(一) 曲艺概述

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

音乐是曲艺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区别各个不同曲种的主要标志.音乐

在曲艺中的主要特点是:音乐与语言紧密结合,体现了说、唱相间,叙事与代言相结

合的特点,从而达到生动形象地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的目的,完成叙事和抒情的任务.
曲艺音乐 (又称说唱音乐),一般包括唱腔和器乐两部分.唱腔部分结构可分为基本曲

调反复、基本曲调的板腔变化和曲牌连缀三种类型.其中常出现夹说夹唱、似说似唱

等情况.器乐部分除以各种方式为唱腔伴奏外,也常在演唱之前或间隙中单独演奏.
各个曲种往往由于使用乐器和伴奏手法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格.

曲艺的演出简便灵活,通常为一至三人.有坐唱、站唱、走唱和单口、对口、群

唱等多样表演形式,有一人多角的特点.
曲艺作为一种说唱艺术,虽然历史非常悠久,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曲

艺并没有获得独立的艺术地位.早期说唱艺术曾归于 “宋代百戏”,近代则归于 “什样

杂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众多说唱艺术才有了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 “曲
艺”,并开始进入剧场进行表演.曲艺表演者和创作者在继承传统曲艺艺术的基础上,
一方面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同时不断革新,编演了许多现代题材的作品,使曲艺这一

古老的艺术形式得以发扬光大.

(二) 曲艺种类

全国曲艺种类繁多,有说的,有韵诵的,有坐唱的,有立唱的,有半说半唱的,
还有连唱带舞的,各不相同.根据脚本特点、演出形式和音乐曲式,大体上可以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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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评书、相声、快板、鼓曲、说唱大书等五大类.

１评书类

评书的特点是只说不唱,由一个演员讲故事.“评”是用评语评论的意思.李渔在

«闲情偶寄»中说评书是 “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评书一般都用普

通话讲述,也有使用地方方言的,如四川评书、湖北评书等.
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 (１９０２－１９７１)说书时语重声宏,说表做工自成风

格,在评讲方面见识独到,胜人一筹.他擅长的书目有 «东汉演义» «三国演义»等.
他生前经常在广播电台播讲,誉满京都,曾有 “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
的赞语.

近年来,鞍山市曲艺团中年演员刘兰芳说的评书 «岳飞传»,热情真挚地歌颂民族

英雄岳飞,无情地鞭挞奸臣秦桧等败类,做到了 “老书新说,旧书新评,爱听众之所

爱,恨听众之所恨”,受到亿万听众的欢迎.一个演员,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产生

了 “全凭一张口,满台风雷吼”的艺术魅力.

２相声类

相声是从民间说笑话发展成的,具有轻松、活泼、滑稽、风趣的特点,又能通过

幽默、诙谐的语言和表演,增长群众的知识,满足群众文化娱乐的要求.最常见的形

式是一个人说的单口和甲乙二人捧逗争哏的对口.三人以上的群口,已很少有人表演.
南方的独角戏 (滑稽)、四川的相书都属于这一类.

最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对革新、提高相声艺术很有贡献.他在三十年

代曾向著名相声演员朱阔泉、绪德贵等学艺,１９３９年在北京首次登台演出.四十多年

来,在说、学、逗、唱中,他博采众家之长,擅于学唱京剧和地方戏曲;在语言上力

求生动、形象、简练、纯洁;提倡幽默风趣,反对贫嘴聒舌;讲求提高相声艺术的格

调.他的代表作有 «戏剧杂谈» «关公战秦琼» «改行»等.侯宝林１９７９年退出了舞

台,主要从事相声艺术的研究工作.

３快板类

快板包括快板书、对口快板 (数来宝)、山东快书、天津快板、竹板书等曲种.它

由一两个演员韵诵,演出时用竹板、节子板、铜板 (鸳鸯板)击打伴奏.快板原是单

纯叙事的,没有故事情节,干板垛字,节奏较快.增添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后,发

展成快板书.山东快书则是从竹快板书演变成的,主要说武松的故事.
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解放前流落江南濒临绝境.解放初期参军后,

在部队曲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致力于快书的整旧创新和普及工作,使快书在广大战士

和工农群众中得到较普遍的发展.三十多年来,他和别人合作创作了 «一车高梁米»
等十几段新曲目,整理了十几段传统节目,并总结了创作和表演经验.１９８２年出版的

四十万字的 «高元钧山东快书选»,反映了这位承前启后的大师在快书艺术改革、创

新、普及、提高等方面所起到的开拓作用.

４鼓曲类

鼓曲音乐性较强,以演唱曲词为主.曲艺中三分之二的曲种都属这一类.概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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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又可分成七种:
(１)弹词

弹词盛行于我国南方.一般是由两个人弹唱,一人弹三弦,一人弹琵琶,有说有

唱,称为双挡.也有一个人自弹自唱的.苏州弹词和扬州弹词,演出形式完全相同,
讲究 “说噱弹唱”.开书前所唱的 “书帽儿”叫 “开篇”.苏州弹词在创腔上流派纷呈,
各有特色.当前主要的流派有蒋月泉的蒋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侯莉君

的侯调、杨振雄的杨调等.
(２)大鼓

大鼓流行于华北、东北等地区.一般用三弦伴奏,演员打鼓演唱.也有的不用乐

器伴奏,只打鼓演唱.它是黄河流域的产物,盛行于清末,是从民歌小调发展变化来

的.北方大鼓最早的一种是犁铧大鼓 (即山东大鼓、梨花大鼓),它的曲调唱腔是从鲁

北农村中一种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发展成的,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淳朴健康的

乡土气息.
为什么起名叫 “大鼓”呢? 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大鼓是从农民的秧歌发展来的,

农民们有时敲着大鼓来引歌、送歌.秧歌鼓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参照和尚道士所用的

扁鼓,把它改成小鼓了.一说是,从前鼓词,擅演大部头书,如 «三国演义»«隋唐演

义»等等,所以管大部头的鼓词就叫 “大鼓书”,简称大鼓.还有一说认为打鼓是为招

揽观众,把大家聚集起来,即 “打鼓说书”,后被讹传成 “大鼓书”.总之,无论怎样

解释,大鼓都是从民间土生土长起来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全国二十几种大鼓,多按地域起名.如西河大鼓、山东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

鼓、北板大鼓、京东大鼓、奉调大鼓,以及平谷、唐山、南阳、上党、东北、安徽、
河洛、湖北、太原、广西、长沙、江西、胶东、淮南大鼓等.按乐器分,有铁片大鼓、
木板大鼓、梅花大鼓、梨花大鼓、清音大鼓等.

(３)渔鼓和道情

渔鼓用渔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共同特点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有的只唱不说.
表演时,用右手手指敲击渔鼓.渔鼓是用八节竹筒,在顶端蒙上羊皮或猪的护心皮制

成的.传统节目中有很大一部分宣扬道教的出世思想,所以又名 “唱道情的”.湖南、
湖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区都有这个曲种.独唱的较多,也有对唱的.流行在华

北地区的河南坠子也是由 “道情”与河南民歌融合后,添上坠琴伴奏而发展起来的.

５牌子曲

凡采集民歌小调或其他曲牌连缀起来演唱的,都属于牌子曲.这种联曲体都是前

边有曲头,后边有曲尾,中间加上许多曲牌,创作时按曲牌规格填词.牌子曲在京、
津两地也有叫单弦的.河南的大调曲子,甘肃的兰州鼓子,青海的赋子腔,山东的八

角鼓,以及四川清音、上海说唱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曲种音乐性较强,长于抒情

和叙事.

６琴书

琴书由于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而得名.扬琴是波斯乐器,流入我国有四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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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说琴书是一种 “洋为中用”的形式.
琴书一般是两个人演唱,演唱兼伴奏,一人打扬琴,一人拉坠琴.也有加上古筝

或配上软弓子小胡琴的,还有以三弦代替古筝的.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大体相同.常

德丝弦、四川扬琴、北京琴书等也属此类.

７杂曲

杂曲是从民间小调、劳动号子、货声等发展起来的各种小调小曲.如天津时调、
湖北小曲、关中曲子、四川盘子、工鼓锣、小热昏、大广弦等,品种很多.最近几年,
各地在音乐演唱上都进行了创作和加工,曲调优美动听.有些地区曾把某些小曲引入

音乐范畴.

８走唱

走唱边舞边唱,音乐性和动作性都较强.如二人转由一男一女扮作一旦一丑,虽

然化妆,却仍以演唱者的身份叙述故事,摹拟角色.演唱时,一人耍扇子,一人耍手

绢,边耍边舞边唱.
二人转最初是农民的 “庄稼耍”,包头的擦粉戴花,穿花衣服拿扇子、手绢儿;扮

丑的手持霸王鞭,在平地边扭边唱.此类形式还有 “单出头”“拉场戏”等.湖北的三

棒鼓也属于这一类.

９说唱书类

大书就是中、长篇书.表演时连说带唱,说说唱唱.这类曲种如北方的西河大鼓、
南方的评弹,很受农民欢迎.从题材上看,北方说唱大书基本都是传统书,如 «呼家

将»«薛家将»等.南方说唱大书却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书目,成绩很大.像评

弹 «真情假意»,通过姐妹俩对爱情的不同态度,歌颂了妹妹崇高美好的心灵,揭露了

姐姐丑恶可鄙的灵魂,对青年人应如何对待恋爱、婚姻、生活等问题,是很有启发和

教育意义的.它在１９８２年文化部主办的 “全国曲艺演出观摩大会”上获创作、表演一

等奖,并被改编成广播剧、话剧、电视剧演出,风行全国.

二、 戏曲

(一) 戏曲概述

中国戏剧与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至今还在上演.
我国的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包括文学、音乐、表演、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

音乐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民歌、器乐、歌舞音乐、
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戏曲音乐是建立在其他民族音乐门类的基础之上的,是集中国

民族音乐之大成者.
中国戏曲重传神,不同的剧中人物有着严格的不同脸谱,表演时唱、念、做、打

俱全,融合武术技巧,使用富于夸张和象征性的虚拟动作,开门、上楼、划船、骑马

等情节没有实物道具,完全靠演员的舞蹈动作,却能给人十分逼真的印象.
为了适应戏曲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中国戏曲的各种角色均依照不同类型人物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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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别、身份与性格特征,从脸谱、服装、唱腔等诸多方面进行划分,高度概括为

生、旦、净、丑四类.
生:戏曲表演的行当主要类型之一,主要是男性人物的扮演者,有老生、小生与

武生之别.
旦: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主要是女性人物的扮演者.有正旦、花旦、

武旦、老旦和彩旦五个分支.
净: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俗称花脸.有大花脸、二花脸、武二花等分

支.净角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主要表现或粗犷豪迈、
或刚烈耿直、或阴险毒辣、或鲁莽诚朴等不同性格的男性角色.

丑: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属喜剧角色,因化妆的特点是用白粉在鼻梁

眼窝之间勾画小块脸谱,所以也称小花脸,可扮演各种类型的角色行当.按扮演人物

的身份、性格,分文丑和武丑两大支系.

２０世纪的中国始终处于剧烈动荡的变革时期,西学东渐使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之

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撞击与融合,致使中国戏曲的存留出现了空前的窘困,但同时也

为其弘扬发展提供了必要和可能.辛亥革命所提倡的民主观念,期刊报纸为宣传戏曲

的改良所开辟的阵地,新型的剧场、剧团应运而生;这一切使戏曲艺术达到了新的繁

荣.尤其被称为 “国剧”的中国京剧艺术,一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

(二) 戏曲的种类

１皮影戏

皮影戏,也叫 “影戏”“灯影戏”“土影戏”.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雕刻成的人物

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

唱,并配以音乐.中国影戏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于流行地区、演唱曲调和剪

影原料的不同而形成许多类别和剧种,以河北唐山一带的驴皮影和西北的牛皮影最为

著名.其中唐山皮影已发展成为具有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

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

２藏剧

藏剧,即流行于西藏、青海等藏族聚居区的戏曲剧种,用藏语演唱.形成于十七

世纪,主要以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表现内容.演员表演时多戴面具.表演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开场,名为 “顿”;第二部分为戏,称为 “雄”;第三部分为结束时的祝福,
称为 “扎喜”.剧目以 «文成公主»最为有名.

３傣剧

傣剧,流行于云南省傣族聚居区,形成于清中叶,源于当地民间歌舞,并吸收京

剧、滇剧的艺术营养而形成.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表演古朴、载歌载舞.剧目有

«娥并与桑洛»等.

４滇剧

滇剧,流行于云南及四川、贵州部分地区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清末民初.由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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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丝弦、襄阳调和胡琴戏三种声腔组成,经丝弦腔为主.剧目有 «牛皋扯旨» «闯
宫»等.

５黔剧

黔剧,流行于贵州省的地方剧种,由曲艺 “文琴”发展而成,主要以扬琴为伴奏

乐器,地方特色浓郁.剧目有 «珠娘郎美»«奢香夫人»等.

６川剧

川剧,四川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
灯戏部分组成,各有其剧目.川剧唱腔高亢激越,表演诙谐幽默,富于生活气息.主

要剧目有传统戏 «玉簪记» «柳荫记» «活捉王魁»等,新编戏 «死水微澜» «变脸»
«金子»等.

７壮剧

壮剧,流行于广西、云南等壮族聚居区的戏曲剧种,分为南路和北路两派.前者

源于当地的 “板凳戏”,主要剧目有 «文龙与肖尼»;后者源于 “双簧戏”,主要剧目有

«宝葫芦».

８彩调

彩调,原名 “调子”或 “采茶”,流行于广西地区.在当地民间歌舞基础上形成,
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１９５５年定名为 “彩调”.其表演自由活泼,富于生活气息.最为

著名的剧目是 «刘三姐».

９桂剧

桂剧,流行于广西东北部及湖南南部地区,明末清初时形成,唱腔以皮黄为主,
兼唱昆腔、高腔、吹腔等腔调.剧目有 «抢伞»«拾玉镯»«柜中缘»等.

１０潮剧

潮剧,流行于广东汕头、福建南部及台湾等地区.主要受外地传入的弋阳腔、昆

腔及汉调的影响,形成于明代中叶,在剧目中保留了很多宋元作品,如 «陈三五娘»
«扫窗会»«芦林会»等.

１１粤剧

粤剧,流行于广东、香港、东南亚等粤语语言区.形成于清初,由外地传入的高

腔、昆腔、皮黄、梆子等声腔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而成.音乐为板腔体、曲牌体兼用.
剧目有 «搜书院»«关汉卿»等.

１２湖南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是对湖南各地花鼓、花灯戏的总称,其中包括长沙花鼓、岳阳花鼓、
常德花鼓、衡阳花鼓、邵阳花鼓等,它们各有不同的舞台语言,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花鼓戏的表演朴实、欢快、活泼,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长于扇子、毛巾的

运用.剧目有 «打鸟»«刘海砍樵»等.

１３祁剧

祁剧,又称 “祁阳戏”,流行于湖南祁阳、邵阳一带,源出于明代弋阳腔,声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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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腔为主,兼唱昆曲、弹腔.剧目有 «目连传»«精忠传»«夫子戏»«观音戏»等.

１４湘剧

湘剧,即湖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源出于明代的弋阳腔,
后又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形成一个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
剧目以高腔、乱弹为主,如 «琵琶记»«白兔记»«拜月记»等.

１５汉剧

汉剧,一般指流行于湖北、河南、陕西等地的戏曲剧种,源自湖北地区,旧称

“楚调”或 “汉调”,主要声腔是西皮腔,兼唱二黄腔,迄今为止已有近三百年历史.
主要剧目有 «宇宙锋»«二度梅» «审陶大»等.在湖南常德和广东也都有汉剧,均为

多腔剧种,与湖北汉剧迥然不同.

１６采茶戏

采茶戏,流行于江西各地的戏曲剧种,主要由当地茶农采茶时所唱的歌曲小调结

合民间歌舞发展而成.江西采茶戏分东、南、西、北、中等不同路子,在表演上各具

特色.剧目有 «孙成打酒»等.

１７赣剧

赣剧,流行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戏曲剧种,由明代的弋阳腔发展而来,是由弋阳腔、
青阳腔、昆腔、乱弹等多种声腔组成的剧种.剧目有 «窦娥冤» «荆钗记» «珍珠记»
«还魂记»等.

１８高甲戏

高甲戏,流行于福建晋江、龙溪一带,起源于清代中期,后吸收了梨园戏的表演

因素及剧目,渐成规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又受到京剧的影响,渐渐成熟.它以丑角为主

要行当,表演状如牵线傀儡,很有特色.剧目有 «连升三级»«金魁星»等.

１９徽剧

徽剧,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区的戏曲剧种,形成于清代中期,是多声腔的剧种,
主要声腔为拔子、吹腔、二黄,也兼唱昆曲、高腔和西皮.１７９０年,徽班进京为乾隆

庆寿,后演变为京剧.剧目多为历史题材,如取材于 «三国演义»的 «水淹七军»等.

２０梨园戏

梨园戏,一种历史久远的戏曲剧种,可看成戏曲的 “活化石”.它保存了很多宋元

时期的南戏,如 «朱文走鬼» “荆、刘、拜、杀”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又编演了

«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等剧目.

２１莆仙戏

莆仙戏,福建地方戏,旧称 “兴化戏”,明中叶时已完全成熟,流行于莆田、仙游

一带.音乐为曲牌体,表演颇具古意,典雅抒情.剧目有 «张协状元» «团圆之后»
«春草闯堂»等.

２２闽剧

闽剧,流行于福建地区的戏曲剧种.兴起于明中叶,到清代时已基本形成,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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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小.２０世纪初受京剧影响规模渐大,声腔基本完备,包括逗腔、洋歌、江湖、
小调和板歌五种.剧目有 «炼印»«天鹅宴»等.

２３黄梅戏

黄梅戏,起源于安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安徽、江西及湖北地区.它的前身是黄

梅地区的采茶调,清代中叶后形成民间小戏,称 “黄梅调”,用安庆方言演唱.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在严凤英等人的改革下,表演日趋成熟,发展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著名剧目

有 «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等.

２４绍剧

绍剧,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一带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明末.以 “三五七” “二
凡”为主要声腔,表演上以武戏见长,风格粗犷、朴实.剧目有 «三打白骨精»«龙虎

斗»«吊无常»等.

２５婺剧

婺剧,流行于浙江金华一带的地方剧种,又名 “金华戏”.它是一个多声腔剧种.
其声腔由高腔、昆曲、滩簧、徽调等组成,各有其剧目及表演特色.剧目有 «僧尼会»
«牡丹对课»«断桥»等.

２６越剧

越剧,流行于浙江一带的地方剧种.它源出于浙江嵊县的 “的笃班”,１９１６年左

右进入上海,以 “绍兴文戏”的名义演出.先以男演员为主,后变为以女演员为主.

１９３８年后,使用 “越剧”这一名称.１９４２年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女演员对其表演与

演唱进行了变革,吸收话剧昆曲的表演艺术之长,形成柔婉细腻的表演风格.出现

袁 (雪芬)派、尹 (桂芳)派、范 (瑞娟)派、傅 (全香)派、徐 (玉兰)派等众

多艺术流派.越剧剧目有 «祥林嫂»«梁山伯与祝英台» «红楼梦» «五女拜寿» «西
厢记»等.

２７滑稽戏

滑稽戏,流行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戏曲剧种.源于上海的 “独角戏”,后发

展为滑稽戏,曲调驳杂、表演滑稽.主要剧目有 «三毛学生意»«一二三齐步走»等.

２８沪剧

沪剧,流行于上海一带的地方剧种,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后形成上海滩簧调,
又受到苏州滩簧的影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文明戏的形式在上海演出,并定名为沪剧.
剧目多为现代题材,如 «啼笑姻缘»«罗汉钱»«芦荡火种»等.

２９淮剧

淮剧,江苏省地方剧种,流行于江苏、上海及安徽等地区.它起源于江苏民间小

戏,后又吸收徽剧的艺术因素而逐渐发展成熟.其表演粗犷朴素.剧目有传统戏 «女
审»«三女抢板»和新编戏 «金龙与蜉蝣»等.

—８３—

　音乐欣赏



３０吕剧

吕剧,山东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山东中部及江苏、河南一带.２０世纪初由民间说

唱艺术 “山东琴书”发展而成,１９５０年定名为 “吕剧”.吕剧表演富于生活气息,通俗

质朴,唱腔曲调简单,易学易唱.所以吕剧在广大农村影响很大.剧目有 «王定保借

当»«小姑贤»和现代戏 «李二嫂改嫁»等.

３１山东梆子

山东梆子,山东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山东菏泽一带,因其地古称 “曹州”,故又名

“曹州梆子”.此梆子是由山陕梆子经由河南再传入山东,历经变化而形成.主要剧目

有 «墙头记»等.

３２河南曲剧

河南曲剧,河南省地方剧种,流行于河南省及湖北西北部地区,由曲艺 “河南曲

子”发展而成.唱腔轻柔婉转,以悲剧内容见长.剧目有 «卷席筒» «陈三两» «花亭

会»等.

３３越调

越调,河南地方剧种,流行于河南及湖北北部地区,因以 “四股弦”为主要伴奏

乐器,所以也称 “四股弦”.音乐以板腔体为主,也唱曲牌.著名演员有申凤梅等.剧

目有 «收姜维»«李天保招亲»«诸葛亮吊孝»等.

３４豫剧

豫剧,又称 “河南梆子”.明代末期由传入河南的山陕梆子结合河南土语及民间曲

调发展而成,现流行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份.原有豫东调、豫西调、祥符

调、沙河调四大派别,现以豫东调、豫西调为主.出现过常香玉、陈素珍、崔兰田、
马金凤、阎立品等著名旦角演员.剧目有 «穆桂英挂帅» «红娘» «花打朝» «对花枪»
和现代戏 «朝阳沟»等.

３５龙江剧

龙江剧,流行于黑龙江地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东北 “二人转”、拉场戏、影戏及

当地民歌基础上形成,表演轻松幽默,曲词通俗.剧目有 «双锁山»«荒堂宝玉»等.

３６吉剧

吉剧,流行于吉林省的戏曲剧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东北 “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

而成,曲调轻快、词句通俗、表演质朴火爆,剧目有 «燕青卖线»«包公赔情»等.

３７二人台

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山西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戏曲剧种,在内蒙古民歌及

山西民间小调基础上形成,后来又吸收晋剧的表演成分而渐渐成熟.表演生活气息浓

郁,曲词通俗.剧目多为表现农村生活的小戏,如 «走西口»«五哥放羊»等.

３８秦腔

秦腔,陕西省地方戏,也叫 “陕西梆子”,是最早的梆子腔,约形成于明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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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演粗犷质朴,唱腔高亢激越,其声如吼,善于表现悲剧情节.剧目有 «蝴蝶杯»
«游龟山»«三滴血»等.

３９雁剧

雁剧,也称 “北路梆子”,由 “蒲州梆子”发展而来,流行于山西北部及河北张家

口、内蒙古一带.据说它对河北梆子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剧目有 «血手印»«金水

桥»等.

４０上党梆子

上党梆子,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由山西西南部的 “蒲州梆子”发展而成,流行于

山西东南部上党一带.其声腔除梆子腔外,也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等.剧目有

«三关排宴»«东门会»等.

４１蒲剧

蒲剧,又名 “蒲州梆子”,由山西、陕西交界的山陕梆子发展而成,一说此即原来

的山陕梆子.现流行于山西西南部及陕西、河南一带,在声腔上近似于秦腔,语言也

用陕西方言.著名剧目有 «挂画»«杀狗»«杀驿»等.

４２晋剧

晋剧,又名 “中路梆子”,由山西、陕西交界的山陕梆子发展至山西,结合山西语

言特点而形成.现流行于山西中部及内蒙古、河北一带.它保持了梆子腔以梆击节的

特点,音乐风格在高亢之余,也有柔婉细腻的一面.表演通俗质朴.著名剧目有 «打
金枝»«小宴»«卖画劈门»等.

４３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即流行于河北、北京一带的梆子戏,它源于山、陕交界处的山陕梆子,
经由山西传至河北,结合河北与北京方言而形成.它保持了梆子腔以梆击节的特点,
唱腔高亢激越,善于表演悲剧情节.河北梆子著名剧目有 «蝴蝶杯» «辕门斩子» «杜
十娘»等.

４４评剧

评剧,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 “对口莲花落”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

流行,后进入唐山,称 “唐山落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左右流行于东北地区,出现了一

批女演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评剧在表演上受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影响日趋成

熟,出现了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１９５０年以后,«刘巧儿»«花为媒»«杨三

姐告状»«秦香莲»等剧目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出现新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等著

名演员.现在评剧仍在河北、北京一带流行.

４５京剧

京剧,也称 “皮黄”,由 “西皮”和 “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

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 (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

１８４０年前后,盛行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 “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

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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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梆子腔

梆子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源出于山西、陕西交界处的 “山陕梆

子”,特点为唱腔高亢激越,以木梆击节.然后,它向东、向南发展,在不同地区形成

不同形式的梆子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等.

４７高腔

高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原被称为 “弋阳腔”或 “弋腔”,因为它

起源于江西弋阳.其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
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自明代中叶后,它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流传,并

在各地形成不同风格的高腔,如川剧高腔、湘剧高腔、赣剧高腔等.

４８昆曲

昆曲,又称 “昆腔” “昆剧”,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它源于江苏昆山,明中叶

后开始盛行,当时的传奇戏多用昆曲演唱.除了保持早期昆曲特色的南昆外,还在全

国形成许多支脉,如北方的昆弋、湘昆、川昆等.昆曲的风格清丽柔婉、细腻抒情,
表演载歌载舞、程式严谨,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

第二节　曲艺欣赏

一、 京韵大鼓 «丑末寅初»

(一) 作品简介

京韵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是我国北方具有代表性的说唱艺术品种.木板大

鼓主要描述 “金戈铁马、国家兴亡”的长篇大书.演唱者农忙务农、农闲说书,演唱

时没有弦索伴奏,只有演唱者自击木板和书鼓因而得名.清末传入北京、天津后有了

专业艺人,加进三弦四胡等.
«丑末寅初»又名 «三春景»,原为京韵大鼓演唱 «南阳关»书目前的 “书帽”.为

刘 (宝全)派、骆 (玉笙)派擅长演唱名段之一. «丑末寅初»作品以极简练的笔触,
形象地描述了在丑末寅初 (清晨４时前后)这一时辰里,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境况,
犹如一幅生动古朴的画卷.

(二) 欣赏提示

全曲由九段组成,每段唱腔自成起落,均为上句起腔,下接一连串垛句,末句落

腔,成 “起———平———落”的结构.唱腔流畅舒展,节奏活泼明快,短句、大腔搭配

巧妙.从悠扬婉转的唱腔中,使人们得到纯真质朴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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