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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将日趋得到保证，农村的音乐文化教

育以及城镇社会群体对业余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在上升，我们从事音乐美育教育的园丁没有理由不予

以支持和重视，以推动全国的音乐美育教育健康成长。为此，我们将出版系列二重唱书籍，以满足广大民

众对音乐文化日益增长的要求。

重唱曲是一部歌剧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不仅有咏叹调抒发情绪的成分，更兼有宣叙调发展剧情的功

效，重唱分为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五重唱、六重唱、七重唱、八重唱甚至有九人简单重复的重唱。在舞

台剧中，只要两个以上的演员同时讲话，相信你几乎无法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然而重唱曲可以使几个

人同时用各自的特性音调歌唱，通过和声与对位的技巧，来表现同一内容或完全不同的内容，造成生动的

戏剧性和立体化的效果。

重唱这一形式同时精简了篇幅，例如一段四重唱，至少压缩了四个人物各自的宣叙调和咏叹调，而直

接表现戏剧冲突或人物的情感交融。它以密集的信息量迫使听众竖起耳朵听个明白，尽可能地集中了他

们的审美注意。由于重唱可以使几个角色内心世界同时得到展示，并发生相互影响，使得歌剧的音乐具有

一定程度的交响化的意义，深化了内容表现。

重唱为戏剧的进行提供了速度。例如，在喜剧中，一般的重唱都会以快于生活中对话的速度进行，以

求效果，而在正剧或悲剧中又会以从容的速度进行，这样就有助于控制戏剧发展的进程。在浪漫主义歌剧

时代，作曲家们常常以重唱作为高潮的铺垫。通常一段戏剧的发展总是由单一角色的戏剧行为和心理阐

述转向多角色的行为和复杂的心理发展，所以，在大多数的作品中重唱都会在一场之末或者是终场出现。

例如，威尔第创作的歌剧《欧那尼》最后就以三重唱结束。

重唱除了与乐队结合之外，也可以与合唱结合，典型的例子当数《托斯卡》中第二幕从幕后教堂飘出

的合唱反衬斯卡尔皮比亚审讯卡瓦拉多西时的二重唱。重唱，就是几个不同的角色按照角色各自特定的

情绪和戏剧情节同时歌唱，两个人同时唱的，叫二重唱；有时会把持赞成和反对意见的角色，组织在一个

作品里，就可能是三重唱、四重唱、五重唱，在罗西尼的《塞维尼亚理发师》里有六重唱，在莫扎特的《费加

罗的婚姻》里甚至有七重唱，十几个人一起唱，有时还分组，一组三至五个人，各有自己的主张，有同情费

加罗的，有同情伯爵的，还有看笑话的，作曲家卓越的功力就表现在能把那么多不同的戏剧音乐形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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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一个音响协调、富有表情的音乐段落里面，这就与我们传统的戏曲很不相同了。

二重唱是音乐名词，同等重要的二人唱，不论有无伴奏，都称作二重唱。从演出形式上分有：声乐二重

唱或一般性的歌曲两声部，通常皆有乐器伴奏。特别是“爱情二重唱”，在歌剧中经常采用，例如《茶花女》

中的“饮酒歌”、《艺术家的生涯》中的“爱情二重唱”等。歌剧以外的二重唱，可见于舒伯特、舒曼、勃拉姆

斯、门德尔松等音乐家的作品中。早期无伴奏的二重唱，是 16世纪称为“比契尼恩”的二重唱。17世纪的室

内二重唱，皆有伴奏，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教育意义，那是更高级、典雅的音乐。

二重唱可分为同声二重唱（包括男声二重唱、女声二重）和混声二重唱（男女声二重唱）两种。

同声二重唱可以表现对立，特别是男声二重唱，19世纪的歌剧舞台上甚至把“决斗二重唱”作为一种

特定的类型。在歌剧中，就算剧情有千种万种，二重唱表现的内容不外乎两种：情绪的统一或是对立。作为

最典型的情绪为融合型，以同音色的结合最有效果，女声二重唱比男声二重唱更为多见。这类大抵是和情

节关系不大的谣唱性重唱，因此较多地出现在某一场开始部分。如柴科夫斯基《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幕

的姐妹二重唱等。

混声二重唱是男女声部之间的组合，除了音色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之外，在内容上也可能有着更

为戏剧性的因素，因为那可能发生在父女的、母子的，以及各种关系的男女角色之间。如威尔第《游吟诗

人》第二幕第一场阿珠丽奇和曼利可这对互不知真情的母子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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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训练课”的设置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李 响

课程的设置与改革创新，离不开管理者的科学教育理念。以生为本，实是以国为本，抱着对学生及对

国家负责任的态度，把课程设置得更科学，实为更有利于学生发展。课程设置应从实情、国情出发，不搞形

式主义，以培养学生的动心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出发点，坚信应用型人才比只懂理论的“才子”更重要的理

念。

“合作训练课”的宗旨是要达到配合极致。它包括了由两人以上（无伴奏）或两种形态合作（单一形与

伴奏形），以及重叠式合作（除两人之间的本身合作，还要做好与伴奏音乐的合作）的所有音乐艺术门类。

例如，在声乐类里包括独唱（要与伴奏音乐合作）、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小合唱、表演唱，以及各种

类型的合唱训练；舞蹈类包括单人舞（要与音乐节奏及音乐情绪合作）双人舞、以及各种类型的舞蹈训练；

器乐类包括独奏、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各种类型的室内乐训练，以及各种类型的乐队训练；还有各种

类型的戏曲、戏剧、小品训练课、歌剧训练课，以及混合乐队合奏课等。这些课程的选择性开设是与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相吻合的。这些课程的培养目的是：1.使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器官之间

产生科学的协调关系。2.让个体与群体之间产生既能独立又能形成合力的协作关系。3.去掉自己的小个

性，维护集体的共性，塑造出作品风格的大个性。

开设“合作训练课”，经过反复的磨合与磨炼以及长时间的培训教育，使学生达到专业演奏心理的增

强及技术的提高，同时加强人际交往能力，做到既能自身协调又能与他人合作。通过这种培养训练出来的

学生，不管在个人的能力上还是在与他人合作共事方面，都更胜一筹，乃至会提高他们将来就业应聘的成

功率。

“合作训练课”最初可选择从最简捷的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以及“室内乐训练课”入手。在世界各

国的音乐学校，重唱、室内乐都是必修科目。在美国的音乐学校，重唱、重奏的训练从小学就开始了。在人

数上，可从两人至八九人不等。最常见的是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弦乐四重奏、弦乐和钢琴二重奏和三

重奏。在这种训练里，每个人都演奏一个独立的声部，每一个演唱（奏）者都要充分表现自己的声部，但演

奏风格又不像独唱（奏）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去展示，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去发挥作用。这就要训练听的

功夫———不只是听自己，还要听旁人，更重要的是听音乐的整体（包括音色的变化统一、速度的变化统一、

强弱的变化统一、节奏的变化统一等）。人们往往把重奏作为“朋友之间的音乐”来看待，人在其中，有如二

三个挚友的相聚，互倾心曲，每个成员都有他独立的“音乐人格”，因此，室内乐的演奏可谓是“既民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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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一种很好的合作训练形式。室内乐训练成熟后便可进行小合奏或管弦乐队的训练项目。

就“乐队训练课”来讲，在重奏里面，每个人都是演奏一个独立的声部，而在小合奏、管弦乐队里，每一

个声部由两个至十八个演奏者演奏。不同乐器之间、各声部之间，各自都有自己的“小天地”，这时教师就

要指导学生个体，要求他们明确自己的主次位置和表现目的，以及各自进出的物理时间和情感时间，既显

个体又见衬体。对声音音色的融合训练，更加可以帮助提高同学们的听觉水准，提高合作的质量。“合作训

练课”老师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具有以生为本的观点，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为合奏的艺术是集体演奏的

艺术，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把这门课上好。当学生把自己声部的一切问题了解清楚

了，无论在艺术或技术上往往都会表现得非常出色。

除了组织人数不等的重唱组外（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小组唱等），合唱的训练更显合作的号召力

（同声合唱、混声合唱）。合唱是一种集体的活动，是靠大家共同创造的音响来进行作品内容的表达和艺术

形象的塑造。要求集体中每一位成员在统一要求下共同合作，共同努力而产生表达内容、塑造艺术形象所

要求的音响。在与集体合作方面，学生不光要在技术上、声音上、精神上与他人做到统一，为了整个音响的

统一，学生的一切发声器官、姿势、神经、肌肉都要尽量做到协调一致。除此之外，还要训练学生具有能够

调整自己声音来适应集体音响的自我调节能力（包括音量、音色、音准、速度等方面的调节），使自己的声

音既不在集体之外，又能在其中自信地发挥。

“合作训练课”可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感。首先，教师在心态上和专业上做到充分信任学生，爱护学

生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这样的话，排练工作就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同学们在毫不拘谨的气氛下训练时，

精力会特别集中，效果也令人满意。在训练中学生出现的偶然性错误，不要作轻率的指责，可和蔼地指出

或暗示一下即可。在排练时，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总是不可避免的，包括老师也同样不时会出点差错，所

以，只有以互相谅解的态度来处理，才能保证在训练课及最后的演出过程中，大家都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快乐的艺术合作环境里。

“合作训练课”可培养学生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教师在排练及演出的过程中，对艺术风格和表演技术

的要求必须是严格的，对训练中个别漫不经心的同学，以及在同学中已具有的技术范围内不该出现的错

误，则需严格指出，不能放过，以达到统一目的（当然在态度上要诚恳并留有余地）。有些技术上的难度一

时达不到要求，就不要在训练中纠缠，可要求同学在个别练习或分部练习中去解决。

在课程安排上，大学一、二年级可先进行重奏和弦乐、管乐分开合奏的训练（一周两节课）；三、四年级

再参加交响乐合奏（一周四节课）。

在进行合作课训练的活动中，培养学生自主地去发现、挖掘在训练中所碰到的新问题、新困难，并找

到它的解决办法，从而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

帮助学生在合作课的训练中，逐渐掌握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方法，提高他们合作的创新能力、动

脑动手能力。同时，向学校推广研究型学习和个性化培养的经验，形成创新教育的气氛，进一步推动大学

生教育管理和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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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美景今天 ………………………………………………………………………………描 李新庭曲（1）

八月桂花遍地 …………………………………………………………………开 河南民歌 李焕之编曲（5）

斑鸠 …………………………………………………………………………调 江西民歌 李在惺编合唱（8）

大红旗 …………………………………………………………………………赞 吴海春词 王训军曲（10）

地球啊，母 …………………………………………………………………亲 闻声、金明词 于凤瀛曲（13）

灯碗碗开花在窗 ………………………………………………台 徐武冠、张强编合唱 徐乃敏配伴奏（14）

多么 ……………………………………………………………………………美 戴富荣词 施光南曲（17）

故乡 …………………………………………………………………………………恋 阎肃词 羊鸣曲（18）

红红的中国 ……………………………………………………………………结 魏德拌词 何群茂曲（21）

欢乐的敖包 ……………………………………………………………………会 晓达、世民词 银柱曲（23）

交亲 ………………………………………………………………………………亲 韩伟词 温中甲曲（25）

金梭和银 ………………………………………………………………………梭 李幼容词 刘念劬曲（28）

礼貌 …………………………………………………………………………歌 夏劲风词 李正、曾冰曲（30）

留下一片荫 ………………………………………………………………………凉 王健词 谷建芬曲（32）

钱塘问 ………………………………………………………………………潮 钱建隆、张月词 蔚鸫曲（34）

清晨，我们踏上小 ………………………………………………………………道 韩先杰词 谷建芬曲（36）

我们的八个小时以 ………………………………………………………………外 马金星词 李江曲（38）

星星跟着月亮 ……………………………………………………………………………走 罗永平词曲（40）

依拉 …………………………………………………………………………拉 新疆民歌 罗忠镕改编（42）

映山红的家 ……………………………………………………………………乡 黄永珍词 罗晓航曲（44）

永远的马头 ………………………………………………………………………琴 顾功词 马振来曲（45）

摘菜 ……………………………………………………………………调 贵州民歌 承群词 致民曲（48）

中 ……………………………………………………………………………………………秋 声部词曲（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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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 …………………………………………………………………………………歌 付林词 小模曲（57）

祖国.您听我 ………………………………………………………………………说 王健词 谷建芬曲（59）

祖国，我的太 ……………………………………………………………………阳 吴普翎词 徐东蔚曲（61）

祖国万 ……………………………………………………………岁 朱海词 刘青曲 李日昌编合唱（62）

十八岁的歌，十八岁的 ………………………………………………………………笑 李严词 雪冰曲（66）

阿里阿 ………………………………………………………………………………里 夏枫词 羊鸣曲（69）

火箭兵的 …………………………………………………………………………梦 晨枫词 楚兴元曲（72）

芦 …………………………………………………………………………………花 贺东久词 印青曲（74）

十大 …………………………………………………………………………姐 云南民歌 丁辛配和声（75）

映山 ……………………………………………………………………………红 陆柱国词 傅庚辰曲（77）

你的心牵着我的 …………………………………………………心 任萍词 罗宗贤曲 杨青配伴奏（81）

紫藤 …………………………………………………………………………花 王泉、韩伟词 施光南曲（87）

你是我，我是你 ……………………………………………………………………… 万方词 金湘曲（94）

忘不了那充满温馨的时 ………………………………………………………光 冯柏铭词 刘振球曲（101）

生生死死不分 …………………………………………………………………开 张林枝词 刘振球曲（107）

患难相 …………………………………………………………………………依 王宏彬词 刘振球曲（113）

离别的 …………………………………………………………………歌 韩伟、施光南词 施光南曲（117）

行路 ……………………………………………………………………难 黄维若、李稻川词 金湘曲（126）

归去吧———别 …………………………………………………………姬 黄维若、李稻川词 金湘曲（131）

小重 …………………………………………………………………………………山 郁文词 肖白曲（141）

橘 ………………………………………………………………………颂 韩伟、施光南词 施光南曲（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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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膽

啊

汇 入 时 代 的

·
·

·
·

臎

洪 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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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桥。

墨
膽

墨
膽

明 天 的 征 途 阔 靠 今 天 铺 大 道，

·

·

·

明 天 的 天 堂 美 靠 今 天 架 金 桥。

·

明 天 的 天 堂 美 靠 今 天 架

摩

·

明 天 的 花 儿 好 靠 今天 的 汗 水 浇，

·

臎

·

明 天 的 果 儿 甜 靠 今 天 的 汗 水 照，

·

臎

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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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军 队 伍 真 威 风，

·

·

鲜 红 的 旗 帜 竖 呀 竖 起 来

·

·

光 辉 灿 烂 闪 出 新 世 界

·

·

张 灯 又 结 彩 呀 张 灯 又 结 彩 呀，

八月桂花遍地开

河 南 民 歌
李焕之 编曲

（女生齐唱，合唱）

八 月 桂 花 遍 地 开，

·

=100膧

2
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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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军 队 伍 要 扩 充。

·

·

一 杆 红 旗 飘 在 空 中，

·

·

粉 碎 了 蒋 帮 的 大 围 攻。

·

·

·

·

活 捉 张 辉 瓒 呀， 打 垮 罗 卓 英 呀，

百 战 百 胜 真 英 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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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 ·

保 卫 工 农 新 政 权， 带 领 群 众 闹 革 命

拿 起 刀 枪 都 来 当 红 军，拿 起 刀 枪

·

·

·

·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 ·

亲 爱 的 工 友 们 哪， 亲 爱 的 工 友 们 哪，

红 军 战 士 要 光 荣。

·

·

都 来 当 红 军。 八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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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鸠调

江 西 民 歌
李在惺编合唱

（二部合唱）

2
4 · ·

哟）。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 咕咕 咕 咕咕

你 在 那 边 叫 （哟 嗬 嘿）， 我 在 这 边

咕 咕 咕 咕 斑 鸠 （里 格） 叫 里 起， 叽 哩 咕 噜

听 （哟 嗬 嘿）， 咳 （里 格）

艒 艒

·

春 天 么 格 叫 （哟 嗬 嘿）， 春 天 斑 鸠 叫 （哟嗬 嘿），

· ·

咳 么 格 叫 （哟 嗬），咳！ 斑 鸠 叫 （哟嗬），

斑 鸠 （里 格） 叫 里 起， 实在（里格）叫 得 好 （依 呀 依 子

·

咳 （哟 嗬），

艒 艒

8



斑 鸠 （里 格） 叫 里 起， 真 好 听， 叫 得 实 在

·

·

斑 鸠 （里 格） 叫 里 起， 咕 咕， 咕 咕 咕，

·
墨

墨

·

· ·

·

咕 咕 咕 咕，

妙 （哟 嗬 嘿）。 嗨！ 嗨 嗨 嗨！

实 在 妙 （哟嗬）。

·

·

好 哇 （哟 嗬 嘿）。 嗨！

·

·

咕 咕， 咕 咕 咕， 斑 鸠 （里 格）

·

· ·
咕 咕 咕 咕， 咳！ （里 格）

· ·

·

咕 噜 叽 哩， 叫 得 实 在 好 （哟 嗬 嘿）， 叫 得 实 在

听 得 实 在 好 （哟 嗬 嘿）， 叫 得

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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