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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文化部“九五”规划的重点工程，拟向全国推荐使用的专业艺术教育的教材，“大系”的编写集
中了文化部直属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
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被称为“国家队”院校的各学科领头人
、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在相关学科的翘楚俊杰，计国内一统的专家学者数百人。
同时，这些教材都是经过了长期或至少关学科的翘楚俊杰，计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数百人。
同时，这些教材都是经过了长期或对少几轮的教学实践检验，从内容到方法均已被证明行之有效，并
且比较稳定、完善的优秀教材，其中已被列为国家级重要教材的有9种，部级重点教材19种。
况且，这些教材在交付出版之前，均经过各院校学术委员会、“大系”各分卷编委会以及总编委的三
级审读。
可以相信“大系”的所有教材，足以代表当今中国专业艺术教学成果的最高水平；也有理由预见，它
对中国规范今后的专业艺术教育，包括普通艺术教育，将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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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今天的音乐，出于移调和转调等方面的需要，因而有采用十二平均律为中心的
趋向。
这种趋向不仅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提高和发展，而且有助于我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
 十二平均律如何更好地适应我国民族音乐风格，是当今正在不断通过音乐实践加以解决的问题。
钢琴上弹奏戏曲，风格所以不同，主要由于乐器构造的关系（虽然钢琴这乐器仍能表现民族风格），
而不是律制的问题。
今天的琵琶，在乐器制作（相和品的定位）上采用十二平均律，但是并未影响民族风格。
因为琵琶采用十二平均律为标准，并不意味着拒绝三分损益律（见下文）和纯律的“加味”。
琵琶弹奏时，由于左手按弦的力量可以增减，因此能够稍微变动音高，使之适应于它种律制。
其他定音乐器，如筝，也有类似的情况。
即这类定音乐器，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有适应它种律制的可能。
 第七节 频率与国际标准高度 音的高低，除了用音分值来计量外，也常以频率来说明。
音分与频率可以相互换算，如前面讲十二平均律时，已知al=900音分，现经过数学换算，知其等于440
赫兹。
这里的“赫兹”就是频率的单位。
 音由物体振动而生，因此，我们可以用振动次数的多寡来计算音的高度。
每秒钟振动的次数，称为“频率”。
每秒钟振动一次，即振动体来回反复一次，或起伏一次，称为一“赫兹”（即Hz）。
 物体振动越快，即每秒钟振动次数越多，亦即频率（数）越大，音就越高；反之，振动越慢，即每秒
钟振动次数越少，亦即频率（数）越小，音就越低。
人耳所能感受的音的高度范围，最低约l6赫兹，最高约20000赫兹。
超过20000赫兹的音，称为“次声波”，低于16赫兹的音，称为“超声波”。
音乐中所用的音，约自16赫兹（约C2）至7000赫兹（约a5）；包括泛音在内，可达到以至超出20000赫
兹。
 在通常情况下，音的国际标准高度是以a1的高度为根据，并用频率来表述的。
 随着时代的不同，音的国际标准高度也有所不同。
17、18世纪时，a1约为415 H2—430Hz.称“古典高度”。
到19世纪，1834年，德国斯图加特物理学家会议决定a1=440 Hz。
l859年，法国巴黎音乐家和物理学家委员会决定a1=435 Hz。
1939年，英国伦敦国际会议恢复斯图加特会议决定的a1=440 Hz。
此后，称a1=440 Hz为第一国际高度，因通用于演奏会上，又称演奏会高度。
而a1=435 Hz被称为第二国际高度，现在世界上通用第一国际高度，即a1=44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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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基本乐理教程(音乐卷)》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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