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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 !声

音"$ 音产生的过程包括几个部分% 物体因为受力的作用而振

动产生出声波# 声波通过空气的传递# 被听觉器官&&&耳朵接

受# 随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而产生声音的感觉$

声音产生的过程中# 有一个环节决定了声音的类别# 那就

是 !物体振动"$ 物体振动的过程可分为规则和不规则的两大

类$ 而物体振动规则与不规则使产生出来的声音分为乐音和噪

音$

乐音% 物体振动规则# 有明显音高# 如% 小提琴' 琵琶'

钢琴等发出的声音都是乐音$

噪音% 物体振动不规则# 没有明显音高# 如% 飞机飞过产

生的轰鸣' 火车汽笛的声音' 人的脚步声都属于噪音$

音乐中主要使用的是乐音# 有一些声音虽然属于噪音这个

范畴# 但也在音乐表现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也是音乐的重要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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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我们平时听到没有音高的打击乐发出的声音" 也属于

噪音! 如# 鼓$ 锣$ 镲等发出的声音就是噪音!

乐音有音值 %音的长短&$ 音高 %音的高低&$ 音色 %音的

色彩&$ 音量 %音的强弱& 四种特性!

音的长短是由物体振动的持续时间决定的! 持续时间越

长" 音越长' 持续时间越短" 音越短!

音的高低是由物体振动的频率决定的! 频率越快" 音越

高' 频率越慢" 音则越低!

音的色彩是由物体振动的方式$ 形状$ 成分及物体的品质

等因素决定的!

音的强弱是由物体振动幅度的大小来决定的! 振动幅度

大" 音越强' 振动幅度小" 音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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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谱是指一种简易的记谱法! 由于它简单易懂的特性" 在

记谱与读谱上有很大的方便" 在我国广泛流传!

简谱分为字母简谱和数字简谱两种! 一般所称的简谱也就

是我国常用的简谱" 系指数字简谱! 数字简谱以可用唱名法为

基础" 用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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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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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音阶中的七个基本音

级" 读音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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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是由强弱构成的音的长短关系!

将强弱相同的时间单位按照一定的顺序循环重复" 叫做节

拍! 我们平时所讲的
!"#

拍或者
#"#

拍" 都属于音乐的节拍" 而

相同的时间单位就是一拍" 也叫单位拍! 带重音与不带重音的

单位拍" 分别叫做强拍和弱拍!

节拍与节奏永远是同时存在的" 它们密不可分! 在音乐

中" 一个音可以是许多拍" 一拍中也可以有许多音! 比如在队

列行进中" 脚步与鼓点的关系就是节奏与节拍的关系! 均匀的

脚步" 左脚的脚步声稍微强一点" 右脚的脚步声稍微弱一点"

这就构成了二拍子! 小军鼓发出的鼓点则有快有慢" 可能是许

多步才敲击一下" 也可能是在一步里面敲击许多下" 脚步声与

鼓点相互结合在一起" 就相当于节拍与节奏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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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单位拍均分成两个音! 三个音! 四个音! 它的强弱

规律如下"

!!!"

而在乐谱中! 也分成三类" 二拍子! 三拍子! 四拍子#

!!#!

混合拍子按照单拍子的原则! 比如八六拍就等于两个八三

拍的强弱规律! 前面的八三拍是 $强弱弱%! 后面的八三拍将

"

# 弱

$

强

$

弱

$

弱

$

强

$

%

#

$

次强

$

弱弱

$

强

$

#

#

$

次强

$

弱弱

$

强

$

弱

$

弱

$

强

$

弱

$

强

$

!!"



强变为次强! 即 "次强 弱 弱#$ 所以! 八六拍的强弱规律是

"强 弱 弱 次 强 弱 弱%$

!!!"

单位拍中各音的强弱层次和拍子中各单位拍的强弱层次是

完全一样的$ 比如一拍中均等的两个音! 前一个强! 后一个

弱$ 如果一拍中有三个均等的音! 只有第一个音强! 其他两个

音都是弱$

而如果是单位拍之间! 就要首先按照拍子与拍子之间的强

弱对比来计算! 再按照单个拍子中音与音之间的强弱来计算$

比如在四二拍子中! 第三个音如果是第二拍的第一个音! 那它

应该演奏次强! 而不能比第一拍的第一个音重$

!!#"

弱

!

弱

!

强

!

"

#

!

次强

!

弱 弱

!

弱

!

弱

!

强

!

$

%

次强

! !

弱弱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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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谱中! 音符旁边都会有竖线! 这个竖线就是小节线"

而小节线之间的部分! 就叫小节"

!!!"

小节线是作为强拍的标记! 记在强拍之前" 也可以这样来

理解小节线的意义# 小节线的前面永远是弱拍! 在小节线的后

面永远是强拍" 用实心圆来表示强拍! 用空心圆来表示弱拍"

!!#"

弱拍 强拍

小节线

小节线

小节 小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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