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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的天空：中国声乐发展史》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外国的理论专家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的差异及写作角度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状况等问题，这些论著不完
全适合中国读者，有碍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西方声乐史。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理论专家陆续出版了西方声乐史类专著，这些论著开创了中国研究西方
声乐史的新纪元，为人们较全面、科学、客观地认知西方声乐艺术的发展进程提供丰富的资料。
中国有古老、灿烂的音乐文化，声乐发展的历，史也丰富、悠久，特别是戏曲的发展举世瞩目。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不如外国系统、长期，音乐史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声乐史
也包含其中。
中国音乐理论的研究体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建立起来，而声乐史的研究由于缺乏文字和音响资料
人们对其认识不够全面、客观，迄今为止，音乐界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声乐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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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时期，楚国兴起用楚国民歌曲调填词的专业创作，以屈原的骚体类作品为典范。
①楚属于中国的南方，是今天的江、汉间和湖南、湖北一带，还包括徐、淮的部分地区，因此，这类
创作被称为“楚声”、“南音”。
楚声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楚辞》。
《楚辞》是爱国诗人屈原和他这一流派的作家创作、整理的诗歌集，是继《诗经》后，中国音乐和文
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楚歌中的代表作品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激楚》、
《阳阿》等。
　　楚民崇尚巫术，楚声与巫音有很深的渊源，《楚辞》中的重要部分《九歌》，是由屈原整理的唯
一系统的今湖南一带民间祭祀时的一套歌曲。
《九歌》除了用于所祭九鬼神献九首歌曲外，还有“迎神”、“送神”两首歌舞曲，共十一首。
分别是：《东皇太》、《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
《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在伟大诗人屈原的笔下，虽是祭祀鬼神的歌曲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作品想象丰富，语言精致、生
动，文笔隽永，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不愧为我国音乐、文学史上的瑰宝。
　　除了《九歌》以外，《楚辞》中还有（天问》、《九章》、《招魂》、《离骚》等几部分，它们
内容上代表了一个失意贵族的阶级感情，文学上都是符合音乐要求的歌曲。
《楚辞》中的曲式因素有“乱”、“少歌”、“倡”三种，这三种形式都是音乐高潮的处理形式。
“乱”是最后总结性的大高峰；“少歌”是前一小结性小高峰；“倡”是对前半曲作小结，向下半曲
过渡时中间插入的一个小小的过渡段。
《楚辞》中有四种不同的曲式，它们分别是：①一首曲调多次重复，用于《九歌》；②一首或两首曲
调多次重复加“乱”，用于《离骚》、《哀郢》、《怀沙》等；③兼用“少歌”、“倡”、“乱”，
中间重起，两次结束，前后两截相连，如《抽思》；④总起加曲调变化加总结曲，如《招魂》。
①《楚辞》的音乐旋律性强、富有激情，音乐形象生动活泼，对后世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影响。
　　三、《成相篇》　　“相”是先秦时民间流行的说唱形式，原为一种乐器叫“舂犊”，敲击的声
音像舂米时的木杵声。
古人劳作时，伴以春杵声，逐渐形成“相”的民歌民谣。
到了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苟子在此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创作了《成相篇》的唱词。
《成相篇》的唱词多为揭露统治者的愚蠢，要求他们.推行开明政治。
它包含三个大段落，节奏为三、三、七、四、七，每句都押韵，是同一节奏的五十六次重复，以“相
”为伴奏乐器。
《成相篇》是我国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说唱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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