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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来说，乐音有四种主要属性：高度（即音高，主要由物体振动的次数即频率决定）、长度（
即时值，主要由发音体振动延续的时间决定）、强度（即强弱，主要由振动幅度决定，一般以分贝作
为衡量的单位）、音色（即音质，主要由每个音的“声谱”决定，每个音所含的泛音数量以及各泛音
的强度决定了它们的音色）。
　　由于乐音具备以上四种基本属性，人们就可以将“乐音”组织化、序列化、结构化，让不同高低
的音、不同长度的音、不同强度的音、不同音色的音“组织起来”进行各种“运动”，于是就形成了
“音乐”。
所以人们给音乐的一个最简括的定义是：乐音的有组织运动，或日“乐音的逻辑运动”，也即中国古
文献中所谓“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这其中包括音程（两个音间的距离）、音阶（
由主音开始，从低到高，至主音的高八度为止排成的一列音）、调（音乐作品或其中某部分在起核心
作用的主音支配下互起作用的一群具有一定高度的音，与音阶相一致）、调式（就本质而言，与音阶
基本相同）等重要因素。
　　“乐音的有组织运动”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它所涵盖的意思却丰富无比，变化万千。
世界上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自古以来无数的民间音乐家、专业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都可以说成是乐
音的有组织运动。
但它们千差万别，绚丽多姿，根本原因就是乐音的“组织”结构不同，乐音的“运动”方式方法不同
，选择的调式色彩不同等。
在西方，有自然大调、自然小调、和声大调、和声小调、旋律大调、旋律小调以及诸“教会调式”，
在中国有宫、商、角、徵、羽诸调，世界上每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音、调和调式体系。
这样，以有限的音（五声、七声、九声、十二声或再多）“组织”成无限的音乐，就成为音乐艺术最
为奥妙的地方。
　　正是因为以声音材料为主要表现手段，音乐便自然地放弃了外在形状即“造型”这一因素，从而
有别于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而成为专门凭靠耳朵感受的“听觉艺术”。
这应该是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第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绘画、雕塑、建筑等是在特定的空间持久地存在的，而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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