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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音乐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现在旋律中的审美意境可以用寂静、空寥、清幽、闲散来概括
。
中国文化发展有其悠远的历史，体现在音乐中的文化信息也是多方面的。
　　该书从内容上分独奏和交响乐两大部分，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独奏部分又分为弓弦乐、吹奏
乐、弹拨乐三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及那些曾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乐曲。
这些乐盐体现了中国文人志士的精神风貌，反映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感慨、对人生的体验以
及对社会变迁的细微情感。
如乐曲《二泉映月》、《十面埋伏》、《苏武思乡》、《汉宫秋月》、《梁祝》、《彩云追月》等。
这些-乐曲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品味这些优美的乐曲，不仅能够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慰藉，精
神得到放松，还能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
在欣赏独奏曲乐曲中，读者可以结合聆听现成的mp3、CD、VCD等音像，结合本书的介绍，更深层次
地去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对中国音乐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我们在每首乐曲的后面专设“欣赏指津”，主
要从乐曲的要点给赏乐者一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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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天义，重庆人，生于1958年。
主修音乐理论。
现为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出版有专著《西方音乐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印象主义绘画的音乐性》、《音乐的
审美特征》、《中国民歌令人堪忧》等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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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音乐的旋律造型与审美意境　　中国音乐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要想真正理解中
国音乐的内涵，就必须对中国音乐的旋律造型与审美意境有所了解。
　　1．中国音乐的旋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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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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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合之法布局，却收到特殊的艺
术效果，歌曲造意新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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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曲《高山流水》音调幽静、神韵深盎；《梅花三弄》移物言志，寄情于景；《春江花月夜》轻盈
袅娜，宛然若飘；《蕉窗夜雨》淅沥透彻，晶莹如珠⋯⋯　　2．中国音乐的审美意境　　探究中国
音乐创作的实质性问题，要从夏朝开始着眼。
在我国，有史料记载的《管子·轻重甲篇》中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
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
”从这段古文中不难发现，夏朝的末代皇帝桀当时是如此的重于声色，不理朝政，最后导致夏朝灭亡
。
但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在夏桀的乐舞中，中国音乐声势浩大，气势宏伟，当时采用了钟、镛、镈
、磬等20余种乐器，其主要特征是均为打击乐器，宏声震耳、响彻寰宇，远在数公里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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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最早注重声势，而轻于造型。
也许由于桀昏庸腐败，断送了国家的前程，以至于在后来许多朝代都明确表示音乐要慎用，它易生腐
败，使人的意志消减，乃至江山倾覆。
大思想家墨子就明确反对音乐，他认为国家大张旗鼓地造乐，使人民受尽苦难是不对的，他说：“民
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三者民之巨患也。
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①老子也一度主张退避音乐，他认为声、色、味是人生的三大欲，都是要敬而远之的，他著名的思
想是：“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不合）”。
在很长一个时期，音乐只是作为一种个人修养而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个人嗜好，其性质变成了注重个
人的情感抒发，而忽略乐曲的气氛和运势，清幽、恬静成为中国音乐的一种典型的风格。
与之相比，儒家的思想显得积极得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主张积极人世，音乐可以抒发人的
情感，表达爱意，使天下太平，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孔子认为，只有充满爱意的人才会享受音乐，儒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礼主敬，乐主爱”。
《乐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表达儒家的音乐思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综上所述，由于受中国传统音乐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音乐显示出寂静、空寥、清幽、闲散的特性
。
　　（1）寂静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追求寂静为其主要特征，寂静可以把它看作是旋律的一条主
线而规避宏阔之势，讲究巧妙地布局，音乐多呈寥寞寂静之态。
如我们所熟悉的传统鼓乐《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文人和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这一创作理念，不仅体现在音乐中，还在文学和其他艺术领域里面
都有显现。
唐代山水诗人常建有一首诗很好地表现出文人士大夫追求寂静这一心态。
“清晨人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水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声。
”从该诗中不难让人品味到在幽静的山林，树木参天，鸟儿欢愉，袅袅钟磬之声隐约可闻，见此诗顿
使人消除杂念，感受清幽环境对人的影响，心胸豁然开朗。
全诗的最后两句“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声”，尤其耐人寻味。
在寂静的山谷，忽然传来隐隐约约的钟磬之音，使人感觉精神顿时清爽了许多，心境随着这渺渺的钟
磬之声而升华。
《春江花月夜》旋律清幽，《渔舟唱晚》曲调高雅，都给人寂静的审美享受。
寂静，必须要有较高的审美意识才能达到此点，曲作者必须逃离红尘的羁绊，使自己的心情与世间完
全隔绝，才能达到寂静的审美状态。
如果在大都市中，我们远离烦事的侵袭，放下角逐之心、功利之念、贪欲之情而进入音乐所给我们的
“寂静”的审美境界，那将是一种难言的精神享受。
与此相比，西方音乐更注重热烈的情绪和庞大的声势，无论是结构冗长的交响乐，还是精巧短小的室
内乐，都注重势态的造型，使热烈丰满充塞其间。
　　（2）空寥　　空寥这一种审美意趣是中国音乐的另一大审美特征。
《梅花三弄》有这样的韵味，音乐行进间有长时间的喘息和停顿的机会，、旋律似断非断，音韵却不
绝于耳。
《广陵散》乐曲也有类似这样的抒发，在中国古乐曲中节鼓、琴、瑟、筝、筑、琵琶、箜篌、笙、笛
、篪、箫、埙、钟、磬等的演奏都无不显示出空寥的审美意趣，当声韵环绕耳际之时，停顿的问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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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余音缭绕、神韵同旋的一种高雅意境。
中国音乐所追求的这一空寥的审美意趣不仅体现在古代的音乐之中，在书法和绘画里面也能够见到这
种清晰的痕迹，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中，那些行云流水的笔画，似断非
断的线条正体现出“空寥”的这一审美追求，在我国书法大师米芾的神品中尤其精巧地体现出空寥这
一审美意趣，米芾的狂草龙飞凤舞间体现出雄健遒劲的气势，同时还具有似断非断的情趣，断与不断
之间体现出一种意趣，这种意趣是空寂的一种表现，与中国古代禅道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有相通之处。
禅道大师老子日：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 在老子看来，空即实，玄化即神韵，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理念，而且对欧洲现
代音乐的形成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美国“偶然音乐”大师凯奇在哥伦比亚大学听日本禅学宗师铃木大佐讲课时，偶然有机会接触到中国
的道教，老子的思想“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大大地触发了这位现代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四分三
十三秒》是凯奇最典型的一部受老子哲学思想影响的音乐，表演者在台上没有弹出一个音符，而让观
众干等了四分三十三秒。
它所体现出来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一种空灵的哲学思想。
大家肯定对“无声胜有声”的这一句话的含义应该是很清楚，“空寥”实际上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耐人
寻味的审美意识。
中国音乐单薄中显出秩序，西方音乐丰满凝重中呈现出嘈杂与混乱，中国乐曲虽然音符稀疏却给人留
下更多的想像空间，它更好地发挥了人本体的作用。
西方音乐音符稠密，塞满了整个人的心田，它让聆听者没有喘息的机会，你只有紧紧跟随乐曲的主题
前行，“唯恐掉队”，在那些主部主题、呈示部、再现部、展开部的音乐声中，庞大的交响乐队震得
人心颤目眩，怪不得大夫要警告孕妇和老者远离类似狂躁音乐的声响。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器乐经典作品欣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