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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第一节　音与音名　

一、音的产生

音乐是由音构成的,音是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发音体在外力作用下而引起振动产生

了音波,音波通过空气传播,作用于我们的听觉器官产生了音的感觉.

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而音乐中所用的音,一般只限于每秒振动２７~４

１００次的音,而且即使这个范围之内的音,也不是全部都用来构成音乐的,在音乐中所使用

的音,一般只限于音高差别大于听辨的有限的一些音.

二、音的性质

我们通常把音分为乐音与噪音两大类,这是按照发声体振动时规则与否划分的.乐音

是指振动规则,即以一个固有频率振动,听起来悦耳的声音;噪音则指振动不规则,振动时频

率不固定,没有周期性,听起来刺耳的音.

音的性质也可称音的特性与音的要素,它是音的物理属性在我们感觉上的反映,它包

括:音高、音值、音量和音色.

１．音高

音的高低,决定于音的振动频率.单位时间内振动的次数多,音越高;反之,音越低.人

类听觉能感受１６~２００００次/秒(约计)的音高差别,音乐中主要使用１６~７０００次/秒(约

计)范围内的音.发音体体积越小、质越坚,越能发出较高的音;反之,发音体体积越大、质越

松,则发出的音越低.

２．音值

音值决定于振动持续的时间,物体振动持续的时间长,音值则长;持续时间短,音值则

短.音乐中用拍数来计算音值的长短.

３．音量

音量(也叫音强)决定于物体振动时振幅的大小,振幅大,音量则大;振幅小,音量则小.

４．音色

声音在音响上的色彩特性叫音色.音色决定于发音体的性质、形状及泛音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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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音体系、音列、音级、音名与唱名

乐音体系:在音乐中使用的、有固定音高的总和,叫作乐音体系.

音列:乐音体系中的音按照由低到高(上行)或由高到低(下行)的次序排列起来,叫作

音列.

音级:乐音体系中的各音叫作音级,音级分为基本音级与变化音级两种.乐音体系中,

七个具有独音名称的音级叫作基本音级,升高或降低基本音级而得来的音级叫作变化音级.

音名与唱名:钢琴上白键所发出的音,正好是七个基本音级,它们分别为C、D、E、F、G、

A、B,这就是音名.发声时唱成的do、re、mi、fa、sol、al、si则是唱名,如图２Ｇ２所示.

音名：
唱名：

C
do re mi fa sol la si

D D E G A B

图２Ｇ１

四、音组、音域、音区

音列中的各音循环重复地使用着基本音级与变化音级的名称,为了区分音名相同而音

高不同的各音,将乐音体系中的音分为许多“组”,这就是音的分组,简称“音组”.

在音列中央偏右的一组叫作小字一组,它的标记用小写字母并在右上方加数“１”来表

示,如c１、g１、a１ 等.

比小字一组高的各组依次定名为小字二组、小字三组、小字四组、小字五组.其标记是

在小写字母的右上方依次加数字“２”“３”“４”“５”来表示,如c２、f３、g４、c５ 等.

比小字一组低的各组,依次定名为小字组、大字组、大字一组、大字二组,小字组与大字

组就用小写与大写字母表示,大字一组、大字二组的标记是用大写字母并在右下方加数字

“１”“２”来表示,如C、D、A１、B２ 等.

通常把小字一组的c称为中央c.

图２Ｇ２是音的分组与钢琴键盘,线谱对照力.

从最低音到最高音之间的距离叫作音域,音域有总音域和人声、乐器、音乐作品的音域

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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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２

音列的总范围,即 A２—C５ 称为总音域.

人声的音域大约是g—C３.

各种乐器由于它们的构造性能不同,因此音域也不相同,如:钢琴的音域为 A２—C５,二

胡的音域为d１—d３ 等.

音乐作品的音域指各个作品规定的音域范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音域

为d１—e２.

音区是音域中的一部分,它是按照声音的色彩来区分的,一般分为高音区、中音区、低音

区三种.

总音域的音区划分为以下几种.

高音区:小字三组、小字四组、小字五组.

中音区:小字组、小字一组、小字二组.

低音区:大字组、大字一组、大字二组.

各种人声与乐器的音区划分,由于音色的不同而有差异,如:男低音的高音区是女低音

的低音区;而在圆号音域中属于高音区的音,在单簧管的音域中则属于中音区.

五、半音、全音、变音记号、变化音、等音

音乐中音与音之间的最小音高距离叫作半音,音名中的 E—F、B—C之间的距离是半

音,唱名中的 mi—fa,si—do之间的距离是半音.

两音之间的音高距离等于两个半音的叫作全音,唱名中的 do—re、re—mi、fa—sol、

sol—la、la—si之间的距离都是全音.

在钢琴上,任何两个邻键的音之间构成半音,隔开一个琴键的音之间构成全音(包括黑

键在内).

记在音名和音符的左上角,用来表示升高或降低基本音级的记号,叫作变音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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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音记号有五种:

(１)升号( )———表示升高半音.

(２)重升号( )———两次升高,表示升高全音.

(３)降号( )———表示降低半音.

(４)重降号( )———两次降低,表示降低全音.

(５)还原记号( )———取消升号与降号的作用,也可以取消重升、重降号的作用,重还原

记号是不用的.

把基本音级升高或降低所得到的音级叫作变化音级,也叫作变化音,如 C、D、G、

B等.

变音记号对一小节内记号后面同音高的音都起作用,但过小节无效.

音高相同,但名称、意义与记法不同的音叫作等音,也称同音异名,如图２Ｇ３所示.

C

D

B

D

E

F

B

C

D

C

D

E

F

G

A

G

A

B

D

E

F

A

B

C

E

F

G

A

B

C

F

G
G

AE

图２Ｇ３

六、记谱法

１．五线谱、谱号、大谱表

(１)五线谱:五线谱由五条长度相同、距离相等的平行横线所组成.线的名称按由下而

上的顺序依次称为第一线、第二线线和线的中间空白部位称为“间”,间的名称也是由下

而上依次称为第一间、第二间,如图２Ｇ４所示.

图２Ｇ４

各线各间都分别表示一定的音高,五条线不够用时可以五线谱的上方或下方再加用短

线来辅助.上加线、间的名称由下向上依次推算.下加线、间的名称由上向下依次推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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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５所示.

图２Ｇ５

(２)谱号:仅有五条线还不能确定所记音符的高度,还必须在第五线的开头写上一个记

号,才能表示各个音符的实际音高,这个记号就叫谱号.

基本谱号有两种: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

高音谱号: 高音谱号多次通过第二线 (g１).由于它是从 G变化而来的,所以高

音谱号又叫作 G谱号.写上高音谱号的五线谱叫作高音谱表,又叫作 G谱表.

低音谱号: 低音谱号要从第四线开始,两点跨记在第四线(f)上下.由于它是从F

变化而来的,所以低音谱号又叫作F谱号.写上低音谱号的五线谱叫作低音谱表.

(３)大谱表:将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用垂直线(起线)和花括弧或方括弧连接起来叫作大

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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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声合唱、钢琴、风琴、手风琴和电子琴等,一般都采用大谱表记谱.高音谱表下加第一

线的音位c１ 即是低音谱表上第一线的音位c１.由于这个c１ 音处在大谱表和键盘的中央,所

以又称为“中央C”.

此外,还有一般为中提琴用的中音谱表 和长号等用的次中音谱表; .中音

谱表所用的谱号是由“C”变化而来的;中音谱号所在任何一线,其音位均为中央C(即c１),其

他音位类推,故又称为C谱表.

２．音符和体止符

在音乐中用以记录音的长短的符号,称为音符(notee).五线谱中常用的音符有:

音符各部位名称如下:

音符除了以不同的形状来记录音的时值外,还以符头在谱表上的位置来表示音的高低.

音符可分为单纯音符与附点音符.

(１)单纯音符:在五线谱中符头右方不带点的音符称之为单纯音符.常用的有六种,见

表２Ｇ１.

表２Ｇ１　常用的单纯音符

音符名称 音符形状 时值
假定拍数

为一拍 为一拍 为一拍

全音符 １ ４拍 ８拍 ２拍

二分音符 １
２ ２拍 ４拍 １拍

四分音符 １
４ １拍 ２拍 １

２
拍

八分音符 １
８

１
２

拍 １拍 １
４

拍

十六分音符 １
１６

１
４

拍
１
２

拍
１
８

拍

三十二分音符 １
３２

１
８

拍
１
４

拍
１
１６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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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附点音符:在单纯音符的右边附着一个小圆点,它表示延长该音符时值的二分之一,

这叫附点音符.常用的有表２Ｇ２所示几种.

表２Ｇ２　常用的附点音符

音符名称 音符形状 相当于 假定拍数( 为１拍)

附点全音符 ６拍

附点二分音符 ３拍

附点四分音符 １
１
２

拍

附点八分音符 ３
４

拍

附点十六分音符 ３
８

拍

(３)休止符:表示音休止的符号叫作休止符.常用的有表２Ｇ３所示几种.

表２Ｇ３　常用的休止符

休止符名称 休止符形状 时值

假定拍数

为一拍 为一拍 为一拍

全休止符 １ ４拍 ８拍 ２拍

二分休止符 １
２ ２拍 ４拍 １拍

四分休止符 １
４ １拍 ２拍 １

２
拍

八分休止符 １
８

１
２

拍 １拍 １
４

拍

十六分休止符 １
１６

１
４

拍
１
２

拍
１
８

拍

三十二分休止符 １
３２

１
８

拍
１
４

拍
１
１６

拍

　　附注:五线谱中的全休止符还可用于各种拍子的整小节的休止.

(４)附点休止符:在休止符的右边附上一个小圆点,它表示要延长原休止符一半的时值,

这就叫附点休止符.

在五线谱中,附点休止符一般用时值相等的休止符代替.

例如: 用 来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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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五线谱音符的一般写法

①符头的大小相当于一个间的距离,符干的长短一般相当于三个间的距离.

②符头的写法(笔序)是———先在间的上半部或线上画上半圆,后在间的后半部或线下

画下半圆.如 或 ,这样写便能做到记谱准确无误,以免使人难以辨认.

③符头在第三线以上的,符干写在符头的左下方 .

④符头在第三线以下的,符干写在符头的右上方 .

⑤符头在第三线的,符干写在符头的左下方或右上方均可.

⑥无论符干向上或朝下,如若符尾之间不相连的话,那么,符尾总是在符干的右方,符干

朝上,符尾则向下( );符干朝下,符尾则向上().

⑦一拍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带符尾的音符可按拍的单位用粗横线(符杠)连接起来,这

时符干的写法依据多数音符在五线上的位置来决定.

«绣金匾»　陕北民歌

⑧附点应依附在符头的右旁.符头在间内,附点则在本间,符头在线上,附点则在该线

的上一间.

３．简谱记谱法

简谱又称“数字谱”,是记谱法的另一种形式.简谱的音符是用阿拉伯数字１、２、３、４、５、

６、７来标记的,分别表示首调唱名法的do、re、mi、fa、sol、la、si七个基本音级,“０”代表休止

符.简谱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对音乐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被广泛使用.

简谱记谱法与五线谱记谱有所不同,它采用在阿拉伯数字的上面或下面加写圆点的方

法来表示高音或低音.如在１、２、３、４、５、６、７的上方加写圆点,称做“高音点”,表示该组音比

原音级高一个八度;在１、２、３、４、５、６、７的下方加写圆点,称做“低音点”,表示该组音比原音

级低一个八度.如图２Ｇ６所示.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不带点的音叫做“中音”,带高音点的音叫做“高音”,带低音点的音

叫做“低音”,带两个高音点的音叫做“倍高音”,带两个低音点的音叫做“倍低音”.从键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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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算起,倍低音组比低音组低一个八度,低音组比中音组低一个八度,中音组比高音组低

一个八度,高音组比倍高音组低一个八度.

图２Ｇ６

　第二节　音值组合　

将各种时值的音符与休止符,按照拍子的结构特点进行组合,叫作音值组合法.音值组

合是为了便于视谱、读谱,便于感受节拍与节奏有规律的运动.音值组合规律是:单拍子以

一拍为单位,一拍为一个音群.一拍中若有几个音符,则要将符尾连接起来(简谱则用短横

线组合起来).在复拍子与混合拍子中,先要将合成复拍子与混合拍的单拍子明显地分开,

各单拍子再依照单拍子组合法要求进行记谱.代表整小节的音值尽量用一个音符,无法用

一个音符的,可根据拍子的结构特点使用延音线.休止符也参加组合,但一般不用连线和附

点.整小节的休止,不管什么拍子,五线谱一律用全休止符来记谱.

一、音符时值的常规划分

音的长短关系是在四分音符的基础上来发展、变化的.

音符的时值是以“拍”为单位计算的.若以四分音符为一拍,则各种音符的拍数分别为:

全音符“ ”(四拍)、二分音符“ ”(二拍)、四分音符“ ”(一拍)、八分音符“ ”(１
２

拍)、十

六分音符“ ”(１
４

拍)、三十二分音符“ ”(１
８

拍)等.

为了明确音符之间的相互时值关系,现将音符的基本划分用图来加以说明,如图２Ｇ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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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７

二、音符时值的特殊划分

我们已经知道,音符时值的基本划分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等,即一个全音符

等于两个二分音符、四个四分音符、八个八分音符等.若把音的时值自由均分,分成与基本

划分不一致的数量,就叫作音符时值的特殊划分.

音符时值的特殊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三连音

三连音用均分的三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两部分称为三连音.三连音用“ ”来

标记.

　
谱例２Ｇ１

　
谱例２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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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２Ｇ３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　西班牙民歌

２．五连音、六连音、七连音

五连音、六连音、七连音用均布的五部分、六部分、七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四部分,称
为五连音、六连音、七连音.五连音、六连音、七连音用“ ”“ ”“ ”来标记.

３．九连音、十连音、十一连音

九连音、十连音、十一连音用均分的九部分、十部分、十一部分来代替基本划分的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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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称为 九 连 音、十 连 音、十 一 连 音.九 连 音、十 连 音、十 一 连 音 用 “ ”“ ”

“ ”来标记.

　
谱例２Ｇ４

　
谱例２Ｇ５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前奏　施光南曲

　
谱例２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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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二连音、四连音

二连音、四连音用均分的两部分来代替附点音符基本划分的三部分叫作二连音;用均分

的四部分来代替附点音符基本划分的三部分,叫作四连音.二连音用“ ”来标记,四连

音用“ ”来标记.

三、延长音值的符号

乐谱中除使用音符和休止符外,还使用延长音符和休止符时值的记号.

１．附点

附点即音符或休止符或边的小圆点,如“”.其作用是增长前面音符或休止符原有时

值的一半.

例如:

　
谱例２Ｇ７

湖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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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２Ｇ８

　
谱例２Ｇ９

舞蹈«洗衣歌»选曲

　
谱例２Ｇ１０

«剪羊毛»　澳大利亚民歌

五线谱除附点全休止符“ ”和符点二分休止符“ ”外,其余附点休止符一般用时值

相等的两个休止符来代替.

２．复附点

音符或休止符后面有两个附点的,称复附点音符或复附点休止符.第二个附点是第一

个附点时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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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谱上附点的记写:
(１)符点在间内,附点记写在符头右边的间内;
(２)符头在线上,附点记写在符头上方的间内.

３．延音线

延音线“ ”连接两个音高相同的音,唱(奏)成一个音,其时值为两音时值之和.

　第三节　节奏与节拍　

节奏与节拍是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表现因素,它们对音乐情绪的表达、内容的表现和

形象的塑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认识和掌握好音乐的节奏与节拍是每个学习音乐的人必

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节奏:将长短相同或不同的音,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称为节奏.它表达的是音的长短关系.
节拍:带重音(强的)和不带重音(弱的)的同样时值的音乐片断的循环重复称为节拍.

它表达的是音的强弱关系.

旋律:

节奏:

节拍:

从上例可以看出,节奏主要指音的长短结合,节拍主要指音的强弱交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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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节线　小节段落线　终止线

乐曲中用来划分强弱的单纵线称小节线.它写在强拍的前面,是计算乐句、乐段和乐曲

长度的基本单位.两根小节线之间则称为小节.
在乐段的分界处用粗细相同的双纵线(段落线),其作用是表示音乐到此告一段落.
在乐曲结束时用一细一粗的双纵线(终止线),其作用是表示音乐到此结束.
单旋律的曲谱,每行曲谱的开头不用画小节线,如图２Ｇ８所示.

图２Ｇ８

二、音乐中常见的基本节奏

１．常见的基本节奏

２．常见的三种节奏训练方法

(１)在钢琴键盘上敲击节奏.
(２)用双手互击显示节奏(左手击节奏,右手击标准拍).
(３)口念节奏,右手上下击标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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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念节奏:

上下击拍:

音乐作品中还有许多节奏都是从这些基本节奏中演化而来的,如十六分附点节奏

是八分附点节奏 时值缩小到二分之一而来的. 休止半

拍的大切分节奏是基本节奏 加连线 演化而成的.总之,掌握好基本

节奏,其他就可迎刃而解了.

三、拍子、拍号

在歌(乐)曲中,强的或弱的等时值的音乐片断称之为“拍”.拍按一定的强弱规律组织

起来称之为拍子.
表明拍子的记号称为拍号.

１．记法

在五线谱中,拍号的记法是以三线为界,上面标明每小节几拍,下面则表示以几分音符

为一拍.

２．读法

自下而上读.如上例中应分别读成四二拍和四三拍,而不能读成四分之二拍和四分之

三拍.

有些曲谱中,有用C、C|　分别代替４
４

与２
２

拍号的.

五线谱中的拍号写在谱号右边或调号右边.

拍号除了表示每小节的拍数及以几分音符为一拍外,更表示强、弱拍的规律.如:３
４

表

示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三拍,第一拍是强拍,第二、三拍均为弱拍;４
４

表示以四分音符

为一拍,每小节四拍,第一拍为强拍,第三拍为次强拍,而二、四拍为弱拍等.

四、拍子的类型

拍子分为单拍子、复拍子、混合拍子、变换拍子、一拍子、散拍子等,见表２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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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Ｇ４　拍子的类型

种　类 拍号 读法
每小节时值

五线谱 简谱
强弱规律

单拍子

二拍子

２
４

四二拍 ５５ ●　○

２
２

二二拍 ５－５－ ●　○

三拍子

３
４

四三拍 ５５５ ●　○

３
８

八三拍 ５５５ ●　○　○

复拍子

四拍子 ４
４

四二拍 ５５５５ ●　○　 　○

六拍子 ６
８

八六拍 ５５５　５５５ ● ○ ○ ○ ○

九拍子 ９
８

八九拍 ５５５　５５５　５５５ ●○○ ○○ ○○

混合

拍子
五拍子

５
４

四五拍 ５５５５５
● ○ ○ ○
● ○ ○ ○

５
８

八五拍 ５　５　５　５　５ 与
５
４

相同

注:●强拍　 次强拍　○弱拍

１．单拍子

每小节只有一个强拍的拍子称为单拍子如:２
４

、３
４

、３
８

等.

　
谱例２Ｇ１１

«达高拉»　蒙古族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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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２Ｇ１２

罗马尼亚民歌

　
谱例２Ｇ１３

达斡尔族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