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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考级曲目:笙(7-9级?演奏级)》讲述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民
族音乐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论在创作和演奏技法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二胡、琵琶、古筝、扬琴、笛子等民族乐器，再不是艺人们赖以谋生的工具，而已成为代表我国传统
文化的艺术专业了。
各地艺术院校都设立了民乐专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
他们用手中的乐器抒发情感，讴歌时代生活，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尤其在我国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后，学习民族乐器的青少年人数年年激增，各地
的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等大都有专业教师进行辅导，这对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起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也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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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红花遍地开》 胡天泉、王会义曲。
乐曲以山西曲牌及民歌为素材创作而成。
表现了春回大地、春香满枝的北国风光和山乡人民愉快劳动的场面。
全曲由引子、中板的主题旋律、快板旋律、主题旋律的变化再现和尾声五部分组成。
引子以快速的乐音级进与单音自由延长的对比变化描绘了春天生机勃勃的优美景色。
主题旋律由四个乐句的歌唱性乐段构成，抒发了人们对优美的自然风光的喜爱之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歌
颂。
之后转入快速乐段。
快速的十六分音符、传统和声、休止符的恰当运用形象地刻画了火热的劳动场景。
第四部分将主题旋律进行变奏，通过运用装饰音使其得到进一步润饰，更加曲折、婉转，优美如歌，
抒发出人们内心的喜悦。
第五部分是乐曲的尾声，飞快的速度、极强的力度以及音乐织体的变化与丰富，将整首乐曲的情绪推
至高潮。
 《林海新歌》 高扬、唐富曲。
乐曲分为“火热的林场”、“油锯声声”、“顺山倒”、“森林号子”、“永向前”五个部分。
开始处短小的引子具有强烈的号召性，并且将贯穿于全曲的音乐动机呈示了出来。
第一部分主要运用扩充、模进、复调等手法对音乐动机进行发展变化，以小快板的速度描绘了林场劳
动的场景。
第二部分通过典型节奏型的运用、单音与和音的交替演奏和音区的对比使音乐动机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三部分具有过渡性质，巧妙运用自由节奏的音阶进行，既形象地刻画出参天大树的壮观场景，又使
音乐完成转调并过渡到下一部分。
之后乐曲借用劳动号子的音调与节奏，并通过花舌、打音、双吐、三吐、历音等演奏技法的运用，表
现了林场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与协同劳动的集体主义观念。
最后乐曲在快速的强奏中将音乐动机再次发展，在高潮中结束。
 《阿细欢歌》 这首乐曲是由林伟华、胡天泉于1981年专为巴乌笙而创作的。
乐曲描绘了阿细族青年男女欢歌欢舞的热烈场面和对幸福未来的憧憬。
全曲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使用极具舞蹈性的节拍节奏，以较快的演奏速度为听众描绘了阿细族青年纵情歌舞的全
景。
之后以单音演奏全曲主题旋律，既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又充满鲜明的舞蹈性。
第二部分以琶音伴奏的形式使主题旋律得到变奏与发展。
第三部分运用巴乌笙独特的音色，以悠扬婉转的形式变奏主题，并通过笙与巴乌笙两者之间音色的穿
插与对比，表现女青年婀娜的身姿与幽雅的舞步，仿佛把人们带到了西南边寨。
第四部分是全曲的高潮。
通过音乐织体的丰富变化，双吐、三吐、大花舌、双聚气等演奏技法的运用，节拍的交替使用以及调
式对比、变化将欢腾热烈的集体舞会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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