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百科知识 ?

音乐杂谈

主编　龙　飞　等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音乐杂谈／龙飞等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２００７．１１重印）

（百科知识）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０７－６

Ⅰ．音．．．　Ⅱ．龙．．．　Ⅲ．音乐—青少年读物

Ⅳ．Ｊ６－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１３１９７４号

百科知识

音乐杂谈

　主 　 编　龙　飞　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２００
　印　　数　３０００
　字　　数　２４００千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０７－６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音乐杂谈

１　　　　

目　录

中国音乐发展

极其古老的艺术———音乐 ２…………………………

上古音乐起源 ４………………………………………

音乐起源说 ６…………………………………………

远古的音乐生活 ９……………………………………

先秦时代我国音乐发展的情况 １４…………………

我国汉魏时期的音乐发展情况 １６…………………

乐　府 ２０……………………………………………

两晋南北朝时代我国音乐发展情况 ２１……………

隋唐时代我国音乐的发展情况 ２５…………………

隋唐时期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３０…………………

十二律与旋相为宫 ３２………………………………

明清的说唱音乐 ３８…………………………………



２　　　　

音乐常识

音乐基本常识 ４２……………………………………

音　程 ４８……………………………………………

和　弦 ５１……………………………………………

调　式 ５３……………………………………………

起　音 ５６……………………………………………

换　气 ５８……………………………………………

音的性质 ６０…………………………………………

音乐的结构 ６１………………………………………

音乐的构成要素 ６３…………………………………

音乐的表情与表意 ６５………………………………

音乐形象 ６７…………………………………………

人声分类 ６８…………………………………………

音乐中的Ｄｏ、Ｒｅ、Ｍｉ、Ｆａ　 ７０…………………………

乐音和噪音的区别 ７３………………………………

音乐色彩和彩色音乐 ７４……………………………

简谱和五线谱 ７５……………………………………

简谱的由来 ７７………………………………………

分清乐谱的谱号 ７８…………………………………

分清各种音符、休止符的名称和时值 ７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音乐杂谈

３　　　　

分辨不清“单拍子”“复拍子” ８１……………………

弄清各种调的调号 ８３………………………………

避免抄错歌谱 ８５……………………………………

掌握附点音符和休止符 ８７…………………………

不同的演唱形式 ８９…………………………………

美声唱法 ９１…………………………………………

通俗唱法 ９２…………………………………………

民族唱法 ９３…………………………………………

常用装饰音记号 ９４…………………………………

常用演奏记号 ９５……………………………………

常用省略记号 ９６……………………………………

乐　徽 ９７……………………………………………

我国民族音乐记谱法 ９８……………………………

中乐曲谱史 １００………………………………………

声音的感受 １０４………………………………………

自学新歌 １０５…………………………………………

唱好切分音 １０７………………………………………

民歌 １０８………………………………………………

中国民乐 １１１…………………………………………

民歌种类 １１９…………………………………………

我国民歌的体裁 １２６…………………………………

室内乐 １２８……………………………………………



４　　　　

交响乐 １２９……………………………………………

交响乐队 １３１…………………………………………

西洋歌剧中的唱段 １３２………………………………

“十二平均律” １３５……………………………………

“管弦乐曲”、“交响音画”、“交响诗” １３７……………

吹口琴有时吹不响，有时音不准 １４０………………

选择和保养手风琴 １４２………………………………

区分提琴的种类 １４４…………………………………

节奏乐器 １４６…………………………………………

乐器盘点

夏代的乐器 １４９………………………………………

商代的乐器 １５２………………………………………

西周的乐器 １５５………………………………………

中国第一支管弦 １５７…………………………………

口　琴 １６０……………………………………………

笛　子 １６２……………………………………………

蝴蝶琴 １６３……………………………………………

电子琴 １６４……………………………………………

月琴和阮 １６５…………………………………………

“胡琴” １６６……………………………………………



音乐杂谈

５　　　　

口弦 １７０………………………………………………

中国锣 １７１……………………………………………

我国常见的少数民族乐器 １７３………………………

电子乐器 １７４…………………………………………

少数民族的乐器———象脚鼓 １７５……………………

钢琴是乐器之王 １７６…………………………………

乐器王后 １７７…………………………………………

外国的民族乐器 １７９…………………………………

西洋乐器种类 １８１……………………………………

西方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 １８３…………………

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 １８４………………………

“能说话的乐器” １８５…………………………………

琵琶的由来和特点 １８６………………………………

唢呐的由来和特色 １８７………………………………

竹制乐器 １８８…………………………………………

箫的历史 １９１…………………………………………

碗琴的用途 １９２………………………………………

口琴的来源 １９３………………………………………

笛子的来历 １９４………………………………………

笙的历史 １９６…………………………………………

中国鼓的来历 １９８……………………………………

各种乐器 ２０２…………………………………………



６　　　　

合适的乐器 ２０４………………………………………

学习口琴 ２０６…………………………………………

音乐精品

中国的古典名曲 ２１０…………………………………

《梁祝》 ２１２……………………………………………

《满江红》 ２１４…………………………………………

《敕勒歌》 ２１７…………………………………………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２２１………………………

《胡笳十八拍》 ２２３……………………………………

《广陵散》 ２２７…………………………………………

《梅花三弄》、《阳关三叠》 ２３１………………………

《春江花月夜》的艺术价值 ２３５………………………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２３８……………………………

《新四军军歌》 ２３９……………………………………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２４１……………………

《唱支山歌给党听》 ２４４………………………………

《志愿军战歌》 ２４６……………………………………

《东方红》 ２４８…………………………………………

《学习雷锋好榜样》 ２５０………………………………

世界名歌 ２５２…………………………………………



音乐杂谈

７　　　　

特色名曲 ２５８…………………………………………

《国际歌》 ２６２…………………………………………

法国国歌———《马赛曲》 ２６４…………………………

著名歌曲《鸽子》 ２６７…………………………………

《降Ｅ大调第三交响曲》 ２７０…………………………

《惊愕交响曲》

———海顿的第九十四交响曲 ２７３……………………

嬉笑怒骂的音乐漫画

———《动物狂欢节》 ２７６………………………………

《波莱罗舞曲》 ２７９……………………………………

音乐趣闻轶事

最要好的朋友称为知音———音乐 ２８３………………

唐玄宗在音乐上做出的贡献 ２８５……………………

唐代的大曲与法曲 ２８８………………………………

唐代文人音乐 ２９１……………………………………

宋元的器乐与音乐 ２９４………………………………

明清的器乐 ２９８………………………………………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歌咏活动 ３０６……………………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音乐活动 ３０８……………………

我国最早的琴谱 ３１０…………………………………



８　　　　

古乐定音 ３１１…………………………………………

五音、七音 ３１４………………………………………

雅乐与俗乐 ３１９………………………………………

九宫十三调 ３２２………………………………………

鼓吹乐 ３２６……………………………………………

俗音乐盛行时期 ３２８…………………………………

欣赏音乐 ３３１…………………………………………

中国的宫廷音乐 ３３３…………………………………

中国民乐在国外 ３３５…………………………………

我国古代主要乐器简史 ３３７…………………………

钟的来历 ３４１…………………………………………

曾侯乙墓编钟的发现 ３４２……………………………

民乐口哨的来历 ３４４…………………………………

中国口琴音乐的先驱 ３４６……………………………

壮族“歌圩” ３４８………………………………………

我国第一首学堂乐歌 ３５０……………………………

我国国家重大宴会演奏的乐曲 ３５２…………………

“靡靡之音” ３５３………………………………………

郑译对音乐的发展贡献 ３５４…………………………

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 ３５７……………………………

丝竹音乐的起源 ３５９…………………………………

古琴与古琴曲 ３６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音乐杂谈

９　　　　

陶瓷乐曲由来 ３６２……………………………………

戏曲中的锣鼓“语言” ３６４……………………………

吹叶音乐胡笳 ３６５……………………………………

我国第一首用白话文谱写的歌曲 ３６７………………

中国第一支西洋乐队 ３６８……………………………

近代第一支军乐队的影响 ３７０………………………

国歌之最 ３７１…………………………………………

音乐与数的关系 ３７３…………………………………

音乐与数字“７” ３７５…………………………………

早期音乐思维与自然界的关系 ３７８…………………

培养音乐细胞 ３８０……………………………………

嗓音沙哑时唱歌 ３８２…………………………………

中国的音乐院校 ３８４…………………………………

国内外知名歌剧 ３８７…………………………………

国外的著名音乐学府 ３９５……………………………

世界上的重要音乐比赛 ３９６…………………………

原苏军的多管火箭炮以歌曲《卡秋莎》命名 ３９９……

舒伯特的“未完成”第八交响曲是完整的 ４０１………

有的音乐声音很响，却称为轻音乐 ４０５……………

唱歌时看不懂指挥动作 ４０９…………………………

音乐对科学家的作用 ４１１……………………………

可以代表国家的歌曲 ４１３……………………………



１０　　　

可以感召恶人的音乐 ４１５……………………………

音乐可以帮助人学习 ４１６……………………………

音乐有助于发明创造 ４１７……………………………

音乐可以治病 ４１９……………………………………

日常用品可以与音乐结合 ４２１………………………

能帮助我们与外星人沟通的音乐 ４２２………………

音乐的新潮 ４２４………………………………………

音乐流派特色

维也纳古典乐派 ４２７…………………………………

浪漫主义音乐 ４２８……………………………………

印象主义音乐 ４３０……………………………………

民族乐派 ４３１…………………………………………

歌剧音乐 ４３３…………………………………………

民间音乐 ４３５…………………………………………

古典音乐 ４３６…………………………………………

现代音乐 ４３７…………………………………………

流行音乐 ４３９…………………………………………

“爵士音乐”

———美国黑人所创造的音乐 ４４０……………………

奏鸣曲 ４４３……………………………………………



音乐杂谈

１１　　　

幻想曲、狂想曲、随想曲 ４４５…………………………

小夜曲、夜曲、摇篮曲 ４４７……………………………

圆舞曲、玛祖卡、小步舞曲、进行曲 ４４９……………

音乐名家趣事

杰出的音乐家———“孔子” ４５２………………………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音乐家 ４５４…………………

中国著名音乐家 ４５５…………………………………

中国现代音乐之父 ４７７………………………………

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人 ４７９……………………………

乐　圣 ４８１……………………………………………

国乐改进的先驱 ４８３…………………………………

中国的舒伯特 ４８５……………………………………

聂耳的艺术成就 ４８７…………………………………

人民音乐家 ４８９………………………………………

中国之莺 ４９１…………………………………………

硬骨头音乐家 ４９２……………………………………

我国讴歌时代的旋律大师 ４９４………………………

中国西部歌王 ４９６……………………………………

获得了博士学衔的音乐家 ４９９………………………

歌曲之王 ５０１…………………………………………

欧洲音乐之父 ５０３……………………………………



１２　　　

小提琴之王 ５０５………………………………………

钢琴诗人 ５０６…………………………………………

钢琴之王 ５０８…………………………………………

圆舞曲之王 ５１０………………………………………

音乐神童———莫札特 ５１２……………………………

交响乐之父 ５１４………………………………………

俄罗斯音乐之父 ５１６…………………………………

俄罗斯之魂 ５１８………………………………………



书书书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檾
檾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檾
檾

殧

殧殧

殧

中国音乐发展



２　　　　

极其古老的艺术———音乐

人类的历史，据最近的研究，已有数百万年。我国也

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大约距今１７０万年以前，中华民族

的祖先就已在这块大地上生息、繁衍。经过世世代代的

不懈的奋斗、努力，人类创造了今天我们享有的灿烂文

明，创造了各种绚丽多姿的文化艺术。在各类艺术中，音

乐艺术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魅力和影响。德国哲学家

叔本华曾说：“音乐是跟有形世界完全独立的；完全无视

有形世界的，即使没有世界也能够在某一形式上存在的；

这是别种艺术所不及的地方。”又有人说：“一切其它艺术

都从有形的世界里，从大自然里，采取他们的材料和模

型；它们是模仿的、描画的艺术；但是音乐，至少在纯粹的

音乐作品里，并不抄袭自然界的任何现象。”还说：“音乐

创造了听取的形式，创造了在自然界里没有原型而且离

开音乐也不能存在的声音的连接和结合。”这一点很容易

看到，自然界里并没有完全的乐音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
（ｄｏ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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