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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普通高校音乐专业的教材建

设更引起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本书本着以提高大学生的音乐

学习鉴赏能力进行编著。主要分中国器乐曲和外国器乐曲两部分，

编者注意从大学生审美和艺术修养的实际出发，以审美为主线，以音

乐的体裁和题材作为入口，并精选了古今中外的器乐作品进行赏析。

本书主编任伟家编著 10 万字，主编王大海编著 7 万字，副主编李

婉纯编著 5． 5 万字，编委赵星雯编著 2． 5 万字。

全书内容设置详略得当，文字表述深入浅出，对提高大学生音乐

鉴赏能力和培养其高尚的审美情趣大有裨益，是一部指导大学生鉴

赏音乐的实用教材。

作者
20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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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器乐曲

中国音乐的旋律造型多是以五声音阶框架为基础创作出的旋律，这种旋律与西方音乐

相比，缺少尖锐的小二度和三全音，这种调式体系体现出柔和、清幽、静美、虚玄的特征。有

些人以为，五声调式绝非源自中国，它是邻国日本或者朝鲜和印度的一种音乐语言，这是不

正确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曾记载子产论乐: “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中国音乐的五声可能是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源于阴阳五行学说。五行即金、木、

水、火、土，与五声中的宫、商、角、徵、羽是对应的。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哲学原理。

五声调式由于缺少七声调式中的半音关系，它的结构由此而显得独特，这一奇异的旋律框架

是促使中国音乐有别于西洋音乐的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中国人构建音乐的旋律与西方人完

全不同，就在于运用了五声调式这一特征。当没有清角( 4 ) 与变宫( 7 ) 这两音后，中国的音

阶呈现为五种调式形态，即宫调式的特征是主音上的大三度( 1、2、3、5、6、1) ; 商调式的特征

是主音上的大二度及小七度( 2、3、5、6、1、2) ; 角调式的特征是主音上的小六度( 3、5、6、1、2、

3) ; 徵调式的特征是主音上的纯四度和大六度( 5、6、1、2、3、5) ; 羽调式的特征是主音上的小

三度和纯五度( 6、1、2、3、5、6) 。这一特性主要是与五声调式宫、角之间发生的关系确定的。

五声调式的另一大特征在于，缺少半音和三整音，以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的“三音组”。这种

旋律框架与西洋七声大小调截然不同，这就是形成中国旋律独具魅力的真正原因所在。中

国音乐的特征之一是曲调优美、简洁明快，大凡聆听中国传统音乐都会留有这一印象。江浙

一带有一首名为《茉莉花》的歌曲大家一定知道，该音乐造型独特，曲调悠扬，给人留下难以

磨灭的印迹。19 世纪意大利著名歌剧大师普契尼，受这首民歌的感动，挥毫疾书，创作出了

轰动一世的歌剧《图兰朵》。《茉莉花》为徵调式，意即以“5”这个音为旋律的主干音，其他音

则围绕这一音做运动。该歌曲节奏悠长，旋律运行科学，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中国音乐的特

征之二是旋律雅致、自然流畅。中国音乐艺术着墨甚少，用材极为单纯。《浏阳河》为五声徵

调，旋律用材整首歌曲布局只用了宫、商、角、徵、羽五音，虽然取音简单，却一点不失雅致。

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为商调式，曲调只有四句，以起、承、转合之法布局，却收到特殊

的艺术效果，歌曲创意新奇，音调古朴自然，给人以舒畅之感。中国音乐旋律特征之三是飘

逸悠远、意味深邃。读解中国传统音乐，旋律清幽神奇、飘逸悠远，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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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器乐是我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是民间音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民歌、歌舞、戏曲、曲艺等大部分需要用器乐来伴奏，同时，它们又给器乐注入了新鲜血液，推
动它向更高、更丰富的境地发展。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墓出土的骨笛( 距今已有八
千年) ，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它的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深厚而悠久的历史。

自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弹琴、鼓瑟、吹笙、吹竽、击筑等演奏形式。经历漫长的
发展过程后，现在既有各种乐器的独奏形式，也有不同乐器的组合形式。

中国民族乐器按演奏法，分为吹奏、拉奏、弹奏( 亦称“弹拨”) 和击奏乐器四类。

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形式可按使用乐器的多少分为独奏乐和合奏乐两大类。

第一节 独奏曲

中国乐器丰富多彩，根据制造材料的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经几
千年演变和完善，现在约有乐器五百多种。其中吹奏、拉弦、弹拨类的乐器大多可作独奏乐
器，打击乐器一般用于合奏，一部分也可用于独奏，但需较高的演奏技巧。

一、古琴曲《流水》

古琴属弹拨类乐器。
弹拨类乐器是很古老的中国乐器类。琴、筝、瑟早在周秦时代就有了，汉代的箜篌、阮，

隋唐的琵琶，元代的三弦，明代的扬琴等等，一直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琴在
周代就已出现，在历史上一直称作“琴”，后来又称作“七弦琴”，到唐代才称作“古琴”。古琴
是在文化层次较高的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其音乐讲究韵味，追求古朴典雅、清新淡雅的精神
境界。

古琴的音量较小，音区低沉，音色明净、浑厚，风格古朴。演奏方法非常丰富，在春秋时
期已有著名的琴家和琴曲。如师涓、师旷等著名的琴家，享誉中外的《流水》、《高山》、《阳
春》等琴曲。

琴曲《流水》是我国民族音乐遗产中的一首优秀作品。最早传谱见于明代朱权于 1425

年编印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神奇秘谱》中。但《流水》一曲的产生，年代还要早
得多。

琴曲《流水》目前有二三十种传谱和多种演奏风格流派，但都有着相似的主题或旋律因
素，可见它们均为同一渊源。19 世纪的四川道士张孔山，在乐曲中加进了描写湍急水势的
滚拂手法，使乐曲的艺术形象更为鲜明，人们称它为《七十二滚拂流水》。本章介绍的琴曲
《流水》是根据川派琴家流传的、载于 1876 年刊印的《天闻阁琴谱》版本。

作品简介

《流水》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形象描绘了涓涓的山泉和潺潺的小溪，汇流成浩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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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直至奔腾的汪洋大海的自然壮观景象。通过对流水的描写，展示了作者博大的胸怀，

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由衷热爱之情。在音乐表现上，以抒情性的曲调为主体，结合

模拟性的展开，既有华丽新颖的技巧展示，又保持了朴实沉郁的风格。

《流水》是由九个段落组成的多段体。

第一段具有引子的性质，开头是几个八度音程的大跳进行，隐约地奏出乐曲的主题

音调。

第二段、第三段音乐歌唱性较强，同音装饰手法的运用，有一种滚珠落玉的效果、创造了

流水在高山峡谷中，自由自在流淌的意境，展示了全曲富于欢快、跳跃的音乐个性。

谱例 1 －1

第四段和第五段曲调婉转，起伏跌宕，表现无数条清泉溪水汇成江河，有一泻千里之势。

谱例 1 － 2

第六段和第七段是全曲的高潮。用古琴特有的“滚”、“拂”的奏法，造成惊涛骇浪、汹涌

澎湃的磅礴气势。

第七段速度渐慢，描绘流水开始平静、放缓。

第八段、第九段是前一乐段局部曲调的变化再现，给人以气息宽广、精神舒展的感觉，好

像是无数江河汇成大海，碧波闪闪，无限壮丽。

第九段速度放慢，简短的尾声以泛音奏出歌唱般的主题音调，全曲结束。

谱例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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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筝曲《渔舟唱晚》

筝，又名“秦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据历史记载，早在秦代已在民间流行。

筝广泛流传于民间，各地筝曲色彩鲜明，较有影响的筝派有:河南、山东、浙江、广东( 潮

州) 、内蒙古等。

作品简介

《渔舟唱晚》是根据古曲《归去来辞》的素材改编而成，由娄树华编曲。此曲根据民间八

板的曲调发展变化而成。它形象地表现了古代的江南水乡，在夕阳西下时刻，渔舟纷纷归

来，江面歌声四起的动人画面。这首富有诗情画意的筝曲，曾改编为高胡、古筝二重奏及小

提琴独奏曲。标题取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彻彭蠡之滨”一句。曲子

的由来可能是这样的: 20 世纪初，山东古筝家金灼南将家乡传统筝曲《双板》及《三环套日》

等曲加以改编而成。1937 年金在北京与另一古筝家娄树华相识，传予娄此曲，娄又进一步改

编，遂成现今的《渔舟唱晚》。全曲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平静，富于歌唱性，似夕阳中，渔舟缓

进，渔歌轻唱，但该段结尾渐快，过渡到后一部分。这部分用了连续的下行音型模进:

谱例 1 －4

小提琴家、指挥家黎国荃将此曲改编成小提琴曲，别有一种美的风韵。

《渔舟唱晚》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加一个尾声。

第一部分是抒情性较强的乐段，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旋律恬静悠扬，富于歌唱性，配

合明快的滑音以及调式色彩的游移，造成情绪的激奋和变化，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湖光山

色令人陶醉的傍晚景象。

谱例 1 － 5

第二部分旋律一开始就出现不断模进变化的特性音型。它以快板的速度、活泼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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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递降的旋律进行，形象地刻画出荡桨声、摇橹声、浪花飞溅声。随着模进音型的扩充，速

度逐渐加快，并突出地运用了古筝特有的各种按滑演奏技巧，展现给听众渔舟近岸、推波助

澜、歌声四起的欢腾场景。

谱例 1 － 6

尾声旋律以简洁的手法，回到优美而平静的意境之中，终止在下五度的微调式上，与第

一部分尾部音乐的调式遥相呼应。似清波荡漾，似摇橹划桨，似渔歌的欢唱……尾声，突慢，

夜色浓重了，渔歌袅袅，余音在夜空中消失。

三、琵琶曲《十面埋伏》

琵琶是我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常用于独奏、齐奏、弹拨乐合奏以及民族管弦乐合
奏等琵琶的表现力极为丰富，它的音域宽广，音色多变。中高音区柔美、明亮，低音区粗厚。

既有表现优雅抒情的“文曲”，如《夕阳箫鼓》、《月儿高》、《飞花点翠》等，又有表现雄壮激烈

的“武曲”，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等。

作品简介

《十面埋伏》是著名的琵琶传统武曲之一。描写的是距今一千八百年以前的楚汉战争。

琵琶各种独特技法的巧妙运用，形象地描绘了楚汉坟下决战，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

楚军的情景。乐曲内容壮丽辉煌，表现风格雄伟奇特，在古曲音乐中是非常罕见的。其曲谱

最早见于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 华秋苹的《琵琶谱》。

《十面埋伏》是一首古老的写实性的武曲。最早存谱见于 19 世纪初叶，1895 年李芳园

编订《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改名为《淮阴平楚》。内容是写公元前 202 年楚汉相

争的战事。刘邦部下韩信以十面埋伏之计，战楚霸王项羽于该下。夜闻四面楚歌，楚军无心

恋战。项羽率八百骑突围，汉军五千铁骑追杀，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边，该决战是我国历史

上一次有名的战役。秦朝末年，刘邦的汉军和项羽的楚军展开了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斗

争。至公元前 202 年，楚汉两军已交战数年之久。由于楚霸王项羽骄矜、优柔寡断，因而一

再错失良机。到垓下决战时，刘邦以 30 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包围了项羽不足 10 万的兵士。

深夜，张良吹起了箫管，汉军士兵唱起了楚歌，彻底瓦解了楚军的斗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项羽率 800 亲兵突围外逃。这时，汉军 500 人急起直追，最后在乌江边展开了一场殊死

搏斗，项羽终因寡不敌众，拔剑自刎，汉军取得最后胜利。琵琶得名于演奏技法，向外弹出为
“琵”，向里弹进为“琶”。它音域广，有半音，能和弦，表现力丰富。琵琶曲分文武两类: 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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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丽婉转，重在左手柔美表达的功夫( 如《春江花月夜》) 。

武曲雄壮强劲，重在右手力量的使用。

全曲十三段，标题如下: 1．列营 2．吹打 3．点将 4 排阵 5．走队 6．埋伏 7．鸡鸣山小战 8．九

里山大战 9．项王败阵 10．乌江自刎 11．众军奏凯 12．诸将争功 13，得胜回营。十三段又可分

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前五小段。描写战前的准备，着重表现汉军威武雄壮的阵容。

谱例 1 －7

“吹打”是全曲中唯一旋律性较强的段落。模拟古代军旅音乐:

谱例 1 －8

“点将”、“排阵”、“走队”三段演奏中时有变化、取舍。表现汉军高昂的士气。

第二部分，六、七、八三个小段。这是全曲的中心，描绘楚汉两军殊死决战的情景。“鸡

鸣山小战”，用“刹弦”( 左手指甲面触弦) 发出金属声。

谱例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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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多种琵琶技巧，描写千军万马大决战的惊鬼神动天地的场面。极尽气氛渲染之

能事。

谱例 1 －10

第三部分，最后五小段。前两段写项羽兵败自刎乌江边，音乐低沉、凄楚，塑造了项羽慷

慨悲歌的形象。后三段是胜利者的描述，冗长，故演奏者常有不同的删节。

《十面埋伏》具有大型套曲的结构特点，并有着严格的调式调性布局。全曲共由九段组

成，分为三大部分。每段都有小标题，分别为:①列营②吹打;③点将④排阵;⑤走队⑥埋伏;

⑦鸡鸣山小战;⑧九里山大战;⑨项王败阵;⑩乌江自刎。

第一部分描写汉军的战前准备，包括“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五个

段落。

“列营”是全曲的引子，生动地刻画了汉军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场景，表现出征前的金

鼓号角齐鸣，众人呐喊的激烈场面和军队将士威武的气派、矫健的雄姿。

“吹打”是全曲唯一旋律较强、抒情气息浓郁的乐段。琵琶用轮指奏出的长音，模拟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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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吹管乐器演奏的进行曲音调。

谱例 1 －11

第二部分描绘战争过程，是全曲的中心部分，包括“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

战”三个段落。

“埋伏”音调取材于“吹打”，旋律展开使用了“句句双”和主音环绕的手段，动机短小，层

层模进，随着速度渐快、力度渐强，造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好似夜垂黑幕，伏兵重重，

大战一触即发。

“九里山大战”是全曲的高潮部分。乐段开始，首先以强有力的节奏和琵琶演奏技法，再

现了“吹打”的部分旋律。大战的高潮，也是全曲音乐发展的高峰，层次分明而又生动逼真地

描绘出两军对阵、厮杀呐喊的激烈战斗场景，直至全曲的最高潮处。大战中有个部分叫“箫

声”，它以忧伤、凄凉的音调，激起楚军思乡厌战的情绪:

谱例 1 －12

第三部分“项王败阵”是楚汉之战的尾声，这一段落几乎完全没有旋律性，由慢渐快同音

反复，节奏型如同马蹄声，表现项羽和他的少数部下突围的情景:“乌江自刎”的旋律凄切悲

壮，塑造了项羽慷慨悲歌的艺术形象，现在一般不演奏此段。

四、二胡曲《二泉映月》

二胡，也称“南胡”，是拉弦乐器中运用最广、表现力最丰富的乐器。拉弦乐器是我国乐

器史上较晚出现的一类乐器，从唐代时有了用竹片轧之的奚琴和轧筝，这是胡琴的前身，宋

代这种乐器已改用马尾弓拉奏。明清以来，随着地方戏曲和曲艺的蓬勃兴起，拉弦乐器得到

了很大发展。由于拉弦乐器音色柔美，善于润腔装饰，音色接近人声，表现力丰富，擅长抒情

性、歌唱性的旋律，所以运用十分普遍，而且在胡琴的基础上逐渐衍变出了多种多样的拉弦

乐器。按照拉弦乐器发音体的材料性质可分为皮膜类和板面类两种:

皮膜类，如二胡、中胡、京胡、高胡、四胡、坠琴等;板面类，如板胡、南二弦( 福建南音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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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胡( 南方沿海用． ) 等:

作品简介

《二泉映月》是民间艺人阿炳的代表作品，它以凄婉、优美的曲调成为近代二胡曲的杰

作。20 世纪 50 年代初杨荫浏先生对此曲录音时，华彦钧说:“这支曲子是没有名字的，信手

拉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又说: “我常在街头拉，也在惠山泉亭上拉。”江苏无

锡的惠山泉，世人称为“天下第二泉”。于是杨先生与他商量，定其名为《二泉映月》。赏此

曲，有如在夜阑人静时，在泉清月冷的氛围中，聆听着一位历尽世事沧桑者的倾诉。《二泉映

月》意境深邃，曾使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之热泪盈眶，说这音乐应当跪着去聆听。

阿炳( 1893 － 1950) ，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江苏无锡人。从小随父学习鼓、笛、二胡、

琵琶等乐器。后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代表作品有三首二胡曲: 《二泉映月》、《听松》、《寒

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

此曲是以江苏无锡惠山泉而命名。作品展示了独特的民间演奏技巧与风格，以及无与

伦比的深邃意境，显示了中国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曲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还

得到世界乐坛的赞誉。

它大体由六段构成。一句引子开始，紧接的主题乐段“便是断肠声”:

谱例 1 －13

其后的五段是这主题段的变奏、发展。直到后来推向激越的高潮:

谱例 1 －14

现在，一般都将乐谱缩减为四段。各演奏家的处理也各有千秋。

主题音乐贯穿全曲，在乐曲中主题进行了五次变化和发展。曲式结构是我国民间音乐

中最常见的变奏体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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