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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知识

第一节　音乐的构成要素

音乐是什么

广义地讲，一切声音都可以用作音乐的材料。其中包括

有固定音高的乐音、没有固定音高的噪音、还包括无声的休

止。简单地说，音乐就是运动的音响（包括休止）的艺术的结

合。运动是音乐的生命，动与静、强与弱的对比是音乐中的重

要表现手段。一个无休无止的单音之所以不能叫作音乐，唯

一的理由就是它是静止的、因而是没有生命的。“艺术的结

合”是指将这些材料按照一定的审美原则、一定的艺术规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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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一起，而不是将各种声音杂乱无章地倒进听众的耳朵。

用几个玻璃杯盛上水，使它们发出不同的音高，就可以奏

出一支乐曲。

这说明音乐中包含不同音高的若干个音。锣鼓队奏出的

是另一种音乐，其中根本没有固定的音高，也就是说，这时构

成音乐的主要材料是不同的节奏和音色。从这两个简单的例

子可以看出，音高、节奏和音色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无论

多么复杂的作品，都是由这样一些基本要素构成的。然而，这

些要素并不是音乐，正如砖瓦水泥不是大楼一样。

人们常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句话说出了音乐的基

本性质。一首音乐作品，不管是宏大的交响曲还是一支短小

的儿歌，必须随着时间的进程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只有听

完了整首作品，才能了解它的全貌。与此相对的是空间艺术

（视觉艺术），比如一座雕塑，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将它摄入脑

海，尽管不能记住所有的细节，但对其全貌已经有了印象。因

此，欣赏音乐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住方才听到的东西。尤

其在大型作品中，往往在每一个部分都出现新的主题或是引

入新的音乐材料。必须将它们记在脑子里，追随它们的每一

个变化，这是欣赏音乐的最重要的方法。因此，具备一定的音

乐记忆能力不只是学习音乐的重要素质，对欣赏者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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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

在音乐的表现手法中，除了基本要素之外，还有力度、速

度、和声的变化，其中无论哪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完全改

变音乐的表情。比如说，同样一个乐句，当它的速度由很慢变

得很快时，音乐的情绪可能就会由悠闲转为兴奋、由阴沉转为

明媚、由沉痛转为激昂。但是，任何一个因素在独立存在时都

没有任何表情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时间艺术的基

本原则是调动一切表现手段、在音响的运动和对比中展示其

内涵。

当艺术形象与人们熟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理解其表

层形式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比如画面上的山水人物或舞台上

的生死离别。作者的意图或是作品的深层含义则存在于一定

的创作背景和文化系统中，掩盖于表层形式之下。对这一层

含义的准确理解是艺术欣赏的更高境界，但不是必要前提。

在极为抽象的艺术作品（例如某些现代绘画）中，内容与形式

之间已经脱离了自然形象的联系，似乎是直接反映画家头脑

中的意象。人们常用“韵律”、“节奏”这样一些音乐术语描述

抽象的美术作品，其中的道理颇为耐人寻味。

在有关音乐起源的讨论中，有一点似乎是公认的。大家

都认为在音乐诸要素中人类最先掌握的是节奏。从乐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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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世界各民族的古老乐器中最先出现的

都是打击类乐器。直至今天，以打击乐为主的节奏性音乐仍

然是一些原始部族音乐的基本特征。其次出现的是吹管类乐

器，先是取材于动、植物的骨哨、芦笛之类，后来是金属制的号

角。最后出现的是弦乐器，先是拨弦，后是拉弦。有意思的

是，在音乐创作中也有类似的顺序。一个初学作曲的人，往往

将注意力集中在繁复的节奏和打击乐器上。过一个时期之

后，可能就会偏爱铜管乐器的力度和辉煌的音响。等到他认

识到弦乐器的重要性、并且能够熟练地掌握的时候，才能说已

经登堂入室。这其中似乎显示了一个规律，对音乐的感受是

从没有音高的节奏开始，发展到粗线条的旋律，进而到丰富的

音色和细腻的表情。

贝多芬有一句引人深思的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

爆发出火花。”音乐究竟以哪些手段达到这样强烈的效果呢？

归纳起来主要是音乐的语言、音乐的结构和音乐的谐和性。

音乐的语言主要是指旋律，音乐的结构包括了节奏、曲式的因

素，而音乐的谐和性主要是指和声。因此，人们常把“旋律”、

“节奏”、“和声”作为音乐最主要的构成要素。音乐美学家们

认为：“占首要地位的是没有枯竭、也永远不会枯竭的旋律，它

是音乐美的基本形象；和声带来了千姿百态的变化，它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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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颖的基础；节奏使二者的结合生动活泼，这是音乐的命

脉，为多样化的音色添上了色彩的魅力。”

作为“三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旋律，它有如下一些功能：旋

律能模拟自然，如流水、鸟鸣等等。旋律也能反映生活，如它

可以表现钟表店里的挂钟、闹钟、小钟和怀表，还能描绘钟表

店里的工匠边吹口哨边开发条的场面。旋律还可以表达感

情，这是旋律最擅长的功能。旋律同样可以塑造形象，这是对

前三种功能的一种综合。

节奏是旋律的骨架。它是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节

奏的律动来自生活，如走路、游泳、打夯、锄地，人体中的脉搏、

呼吸、心跳，运转的机器等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节奏

的因素。虽然节奏有着纷繁的种类，但归纳起来不外乎长、

短、长短结合三类。

和声是指音乐中同时发响而又相互谐和的不同高低的音

相结合所构成的多声部。和声的运用，能够使主旋律具有立

体感，如前所述，它可以不断提供音乐发展的新颖基础。

音乐语言知多少

文学家写文章要有丰富的语言，音乐家创作音乐作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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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音乐特有的语言。

旋律即曲调，是音乐的灵魂，是按一定的规律组织在一起

的高低不同、长短不同、强弱不同的音的线条。音乐形象主要

是通过旋律来体现。

节奏即音乐进行时的长短和强弱关系。只有高低不同的

音而没有长短和强弱的区别就不能形成多变的曲调，因此，旋

律本身包含了这一要素。节拍指强拍弱拍的有规律交替，有

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４／４、２／４、３／４、６／８等等。

速度指乐曲进行时的快慢速度。

力度指乐曲的强弱程度。

音色指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发声以及它们不同的组合方

式而产生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效果。

音区指一首乐曲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所覆盖的范围大小。

和声即两个以上的音同时发声。它可产生和谐与不和

谐、稳定与不稳定，以及功能力度的明与暗、疏与密等等各种

对比。

音乐语言还有调式、复调等。各种音乐语言相互配合，会

使音乐作品产生千变万化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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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琴

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是一位杰出

的音乐家，他不仅会音乐方面的诸多技艺，如击磬、鼓瑟、弹

琴、唱歌、作曲，而且把音乐纳入他的教育体系之中，所谓“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把“乐”作为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段，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刻苦的，“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都是流传数千年之久的至理名言。

孔子既有此思想，同时也是身体力行的。

孔子从师襄子学鼓琴，琴曲名为《文王操》。孔子苦苦练

习了数日，师襄子说：“可以益矣！”意思是说弹得可以了。孔

子摇摇头说：“我已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也。

又练习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习其数’，可以了。”孔子

说：“丘未得其志也。”因而仍苦练不辍。

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认为孔子所弹琴曲“已习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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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子反复体会琴曲的内涵，钻研技巧，直到文王的形象在琴

曲中跃然而出，方始罢休。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深深感动

了师襄子，师襄子极其恭谨地避席而拜，表示他真诚的敬佩之

情。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伟人孔子一则身教胜于言教的事

例吧！

世界著名的序曲

罗西尼（意大利）：《塞维勒的理发师》、《赛米拉米德序

曲》。

勃拉姆斯（德国）：《大学庆典序曲》、《悲剧性序曲》。

柴科夫斯基科（俄国）：《一八一二年序曲》、《罗密欧与朱

丽叶》。

莫扎特（奥地利）：《费加罗的婚礼》。

韦伯（德国）：《自由射手序曲》（又名《魔弹射手序曲》）。

贝多芬（德国）：《菲岱里奥序曲》。

斯美塔那（捷克）：《被出卖的新嫁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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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佩（奥地利）：《轻骑兵》。

门德尔松（德国）：《芬格尔洞》（又名《赫布里底岛》）。

柏辽兹（法国）：《罗马狂欢节序曲》。

柏林卡（俄国）：《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比才（法国）：《卡门序曲》。

音乐是人生的艺术。

———施特劳斯

音乐是空气的诗歌。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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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音乐的分类

艺术应该是无拘无束的，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

然形成了若干种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有自己的特点。在音

乐领域，有许许多多代表某种特定形态的名称，它们有的明

确，有的很模糊，有的甚至还互相矛盾。在这里，我们不去

做学术上的探讨，而是简单地介绍一下，以便对音乐的概念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民间音乐和创作音乐

在严格的意义上，所有的音乐都是创作出来的，不同的

只是创作的过程和方式。我们所说的民间音乐和创作音乐

的主要的区别在于：

１．民歌或民间乐曲最初的作者已经无法查考，而创作

的音乐有作者的署名。

２．民间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千万次的口头传授，可

能与最初的曲调已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因而可以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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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创作。

３．民间音乐一般是口头流传，创作音乐则以尽量准确

的方法将音乐记录下来。

４．为了演唱（或演奏）的方便，民间音乐一般在技术上

比较简单。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音乐家表演民间音乐，使得

这两个概念有时难以分清。比如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歌唱

家音乐会上演唱的民歌、根据民歌曲调改编的管弦乐曲等

等。相反的例子也有，一首由作曲家写作的歌曲，由于它的

曲调优美动听，歌词接近日常生活，同时又与某一地区或民

族的音乐风格比较接近，传唱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可能会忘

记了它的作者，当作民歌来对待。

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

“古典”时常使人联想起“古代”，这其实只对了一半。

除了“古代”的含义之外，这个词还有“经典”的意思，简单地

说，就是“最好的”。当我们说“古典音乐”时，一般包含这样

几个意思：

１．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这里，“古典”一词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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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风格特征，就是以海顿、莫扎特、贝多

芬为代表的音乐。

２．古代的著名音乐作品。

３．由现代作曲家按照特定的风格规范写作的音乐。

４．泛指由巴罗克时期直至浪漫主义时期的一切音乐

作品。

此外，古典音乐还有写作技法高超、思想内涵深刻的意

思，当然，悦耳的音响和形式美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成

其为艺术。现代音乐的广义概念是２０世纪创作的、在作曲

技法、曲式结构、美学观念等方面都突破了由维也纳古典乐

派所确立、在１９世纪达到顶峰的作曲规范的音乐。其狭义

概念则专指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各种音乐流派，比如无调性音乐、十二

音音乐、具体音乐等等。现代音乐的流派很多，很难简单地

归纳，不过一般而言，都有以下特征：

１．在横向关系上，打破调式、调性的限制，自由地使用

全部十二个音。

２．在纵向关系上，脱离传统的和声体系，大量使用“不

谐和”的和弦。

３．在音色上极力求新，包括用传统乐器探索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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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电子设备开发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音响材料。

４．在创作的思维方式上，偏重于理性和逻辑，乃至于用

数学法则来构筑作品。

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

首先，这两个概念是专门针对器乐作品的。声乐作品

有标题是很自然的事情，无论是歌曲还是歌剧，都有一个

“名字”，哪怕这个名字叫做《无题》，也和无标题音乐不是一

回事情。但是，这个标题实际上是诗歌或戏剧脚本的名字，

与音乐没有多少关系，换句话来说，这个标题是针对歌词

的，如果歌词改变了，标题也会随之改变。其次，标题音乐

是一个专门的术语，而不是说有名字的作品都叫作标题音

乐。它指的是讲述故事、表现文学概念或描绘画面、场景的

器乐作品。这种类型的音乐可以说自古就有，比如中国古

代乐曲中的《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和欧洲古代乐曲中

常见的《战争》、《狩猎》之类的标题，但这个词是李斯特首先

使用的，他给“标题”下的定义是：“作曲家写在纯器乐曲前

面的一段通俗易解的话，作曲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听音乐

的人任意解释自己的曲子，事先指出全曲的诗意，指出其中



　　　　　　　　　　　　　　　　　　　　　　　　　　　　快乐学习———如何成为小音乐家

　１４　　　

最主要的东西。”可见，标题不仅是一个名字，它应当是一段

文字，说明乐曲的“情节”或作曲家的意图，例如贝多芬的

《田园交响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都是典型的标题作

品。李斯特本人在他的交响诗《塔索》前面是这样写的：“在

费拉拉，塔索的心中交织着爱情与苦恼；在罗马，他得到了

报偿；而在威尼斯传唱不衰的歌曲映射着他的荣耀。这三

个阶段难解难分，不可磨灭地存在于他的记忆中。音乐奏

响之后，让我们想象主人公心头的愁绪浓云般弥漫在威尼

斯的湖面上，就像这幅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接着，我们看

到了他的骄傲而忧郁的面孔，他正在费拉拉节日的人群中

悄悄地穿过，他的不朽之作正是在这里初见天日的；最后，

我们随着他来到不朽的城市罗马，人们为他戴上了桂冠，奉

为殉道者和诗人”。这段话不仅指明了音乐的基本情绪，还

绘出了具体的画面，使听众直接进入规定的氛围。

不过，由于作曲家写作标题音乐时经常取材于人们熟

知的故事、事件或景象，就不必再用许多文字来说明了；比

如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唐璜》、《堂吉诃德》，何占豪、陈钢

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就是这种情况。标题音乐是浪漫乐

派作曲家喜爱的体裁，在１９世纪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作

品，对今天的音乐创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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