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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音乐艺术。
原始人用石器敲击木鼓，形成节奏，逐步产生出具有乐音形式的固定格式，而语言的产生，更是形成
了音乐的初级阶段。
因为人们在表达思想感情和精神领域里的某种需求，如幻想、欲望、企盼、激动时，由于语言结构不
完善，不能准确地表达心意，就用一些高低、大小、长短不等的音调来替代语言，如此，音乐就渐渐
地形成了。
音乐是由声音所构成的，它的本质是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内心激起悲哀的感
情，发出的声音急促而衰弱；内心激起快乐情绪，发出的声音平和而绵长；内心激起喜悦的感情，发
出的声音昂扬而爽朗；内心激起愤怒的感情，发出的声音粗野而凄厉；内心激起庄严的感情，发出的
声音正直而清白；内心激起爱慕的感情，发出的声音温和而柔软。
这六种不同的声音不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而是因外物不同的激发后而形成的。
所以音乐本身很重视外物对人们的影响。
在社会实践中音乐可以准确地表达现实，无论是赞美和批判，都可用音乐写实的形式表达。
尽管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抽象主义，都在强调音乐的手法，但它们同样是存在于现实中的
，我们不能用抽象去对待抽象，而是要用具体去看待抽象。
实际上鉴赏的目的是一种教育和启发，是开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
但是音乐同其他事物一样，同样具有其复杂性，最突出的便是它的间接性，尤其是艺术家在反映社会
现实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比如，柴科夫斯基的郁闷、贝多芬的叛逆、莫扎特的赞美。
他们在创作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性格留在了作品中。
因此音乐鉴赏足可以使我们逐步地了解艺术家的个性，从而使我们能更好、更准确地认识作品。
鉴赏首先是一种认识，但它同时又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挖掘，就像感受美的事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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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音乐艺术。
原始人用石器敲击木鼓，形成节奏，逐步产生出具有乐音形式的固定格式，而语言的产生，更是形成
了音乐的初级阶段。
因为人们在表达思想感情和精神领域里的某种需求，如幻想、欲望、企盼、激动时，由于语言结构不
完善，不能准确地表达心意，就用一些高低、大小、长短不等的音调来替代语言，如此，音乐就渐渐
地形成了。
　　音乐是由声音所构成的，它的本质是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内心激起悲哀
的感情，发出的声音急促而衰弱；内心激起快乐情绪，发出的声音平和而绵长；内心激起喜悦的感情
，发出的声音昂扬而爽朗；内心激起愤怒的感情，发出的声音粗野而凄厉；内心激起庄严的感情，发
出的声音正直而清白；内心激起爱慕的感情，发出的声音温和而柔软。
这六种不同的声音不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而是因外物不同的激发后而形成的。
所以音乐本身很重视外物对人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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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宗教信仰，造就了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少数民族民歌文化。
这里我们有选择性地介绍几种。
《音乐鉴赏》（一）蒙古族的长调和短调《音乐鉴赏》蒙古族民歌按体裁分类可分为狩猎歌、牧歌、
赞歌、思乡曲、礼俗歌、短歌、叙事歌、摇儿歌和儿歌等。
从音乐特点和风格上，蒙古族民歌可概括为长调和短调两类。
《音乐鉴赏》1．长调民歌《音乐鉴赏》内蒙古草原“长调”，蒙语称“乌日听道”，即“悠长的歌
曲”，流行于内蒙古阿拉善、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大草原。
长调民歌是典型的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代表。
公元7、8世纪，蒙古族先民跨出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徙至蒙古高原。
在这里，他们基本放弃了原有的狩猎生产方式，改为以畜牧业劳动为主的生产形式，随之而产生了反
映游牧生活的牧歌体裁。
《音乐鉴赏》长调包括牧歌、赞歌、思乡曲和一部分礼俗歌。
长调的歌腔舒展，节奏自由，一般为上、下两句，所以四句歌词分两遍唱完。
歌词内容大多是描写骏马、骆驼、羊群、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等。
唱法以真声为主，并使用一种叫。
“诺古拉”的特殊润腔方法，使悠扬的歌声更富有草原味道和生命力。
长调民歌有较长大的篇幅，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在长音上常有类似于马头琴演奏式的颤动和装饰。
有的长调还具有史诗般雄浑的气魄和苍凉感。
《音乐鉴赏》《辽阔的草原》是流行于内蒙呼伦贝尔盟的一首传统长调牧歌，内容表现的是一个年轻
牧民虽然有了爱人，但爱人的心思像随时都可能遇到泥滩的草原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音乐语言、曲式结构简洁精练，共四句歌词，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的曲调反复一遍咏唱。
歌曲节奏自由，气息悠长，曲调深沉隽永，热情奔放，带有忧郁、苍凉之感和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
。
歌唱者在歌唱时使用了多种润腔手法。
《音乐鉴赏》2．短调民歌《音乐鉴赏》蒙古族的短调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和地区。
公元7、8世纪以前，蒙古族先民在我国黑龙江省西部的额尔古纳河流域从事狩猎劳动时，产生的狩猎
歌曲曲调短小，节奏整齐有力，并往往与舞蹈和打击乐相配合。
蒙族人民到达蒙古草原后，在牧区和农区都产生出一些轻快活泼、节奏感鲜明的短调民歌。
短调歌曲包括叙事歌、抒情歌、风俗歌曲等。
短调的曲调较长调短小，音域也相对窄一些，但仍有蒙古族音乐中具有特征意义的大跳音程。
优秀作品有叙事歌曲《嘎达梅林》、《龙梅》，抒情歌曲《幸福生活》、《森吉德玛》、《乌云珊丹
》，风俗歌曲《金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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