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时期的燕乐与大曲

金建民

隋唐时期的民歌
、

诗乐
、

琵琶音乐
、

古攀音乐和古琴

音乐等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

但是
,

真正能体现隋店时期

音乐的总体水平的
,

则是汇集了当时华夏民族音乐和外

来音乐精华的燕乐和磨代歌舞大曲
。

燕乐是我国隋
、

唐
、

宋代官廷在饮实时供娱乐欣赏

的
、

其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歌舞
。

·

隋君时期的燕乐一般是

按地区或国别分为几个部分的
。

如隋代初期分为国伎
、

清商伎
、

天竺伎
、

高丽伎
、

龟兹伎
、

安国伎和文康伎七

部
。

至隋代大业年间
,

隋场帝国伎和文康伎改名为西凉

和礼毕
,

并增设疏勒
、

康国两部
,

合为九部乐
。

至唐代武

德初年盆定九部乐
,

去掉礼毕部
,

增设燕乐部
。

年
,

又加高昌部
,

成为 部乐
。

在隋唐的七
、

九
、

部乐中
,

分别汇集了中原汉族
,

东典朝鲜半岛上的高丽
、

靳罗
、

百济三国
,

南方的古代印

度
、

柬埔寨
、

缅甸和南沼四国
,

西北的高昌
、

龟兹
、

硫勒
、

安国
、

康国等少数民族的乐舞艺术
。

唐玄宗时
,

又根据丧演的场合和形式
,

将 部乐改

为坐部伎和立部伎两邮
。

坐部伎在室内坐粉演赛
,

人数

较少
,

乐践户部较清细
,

乐师藉要有较高的技艺
。

立部伎

在室外站粉演赛
,

人数较多
,

乐器声音较大
,

常是很喧闹

的合安
,

有时还加人杂技等表演
,

因此
,

乐师的技艺耍求

较坐部伎为低
。

不能胜任坐部伎演赛的乐师降人立部伎

中去
。

而不符合立部伎要求的
,

再降人雅乐乐队中去
。

可

见当时在宫廷中演赛燕乐的乐师均是一流的演赛家
。

由于历史久远
,

隋唐燕乐中的许多乐曲随粉岁月的

流逝而失传了
。

但是
,

在一些右传古谱中
,

还保存 , 一些

燕乐乐曲
,

经今人解译和演妾
,

使我们今天还能听到曾

经在一千多年前演赛过的宫廷燕乐
。

清乐
,

由东晋南北朝的清商乐和汉魏旧曲组成
。

所

用乐器有钟
、

薯
、

琴
、

琶
、

击琴
、

琵琶
、

茎桩
、

筑
、

攀
、

节鼓
、

笙
、

笛
、

挤
、

旅
、

埙等 五种
,

乐工有二 五人
。

南代经常

农演的歌曲有《阳伴 》等
,

舞曲有《明君 》又名《王昭君 》

等
。

隋末战乱
,

清乐散失较多
,

但至唐初
,

清乐仍有
曲

,

包括《白 》
、

《公英舞 》
、

《明君 》
、

《白 》
、

《子夜 》
、

《吴

声四时嗽 》
、

《乌夜啼 》
、

《英愁 》
、

《采桑 》
、

《春江花月夜 》
、

《玉树后庭花 》
、

《堂堂秦
、

《泛龙舟 》等名曲
。

武则夭长安

以后
,

由于宫廷不重古曲
,

清乐逐渐散失
,

至

开元 以前
,

能演赛的只有《明君 》
、

《杨伴 》
、

《软立 》
、

《 歌 》
、

《秋歌 》
、

《白 , 》
、

《堂堂 》和《 江花月夜 》等

曲
,

现存古讲并已解译的有哎明君 》
、

《白纷 》
、

《乌夜啼只

《玉树后庭花 》
、

《泛龙舟 》
、

《堂堂 》等
。

燕乐
,

源于中原
,

起于唐代
,

其主要内容是歌领当时

的统治者和祝福唐代的萦荣昌盛
,

是唐九
、

十部乐的首

部
。

乐队由掐攀
、

卧菱筱
、

小笙镇
、

大笙筱
、

大琵琶
、

小尾

琶
、

大五弦琵琶
、

小五弦琵琶
、

筑
、

吹叶
、

大笙
、

小笙
、

大笨

策
、

小苹集
、

大箫
、

小箫
、

长笛
、

尺八
、

短笛
、

玉落
、

大方响
、

正铜钱
、

和铜钱
、

楷鼓
、

连鼓
、

辘鼓
、

浮鼓 等 种

乐器组成
。

另有 位歌手
、

位舞者
。

乐曲有《景云乐 》
、

《庆善乐 》
、

公破阵乐 》
、

《承天乐 》等
。

西凉乐
,

起源于吕光统治凉州时
。

系在

中原汉族音乐甚础上
,

吸收龟兹等西北民族音乐而形

成
,

故又名秦汉乐
。

南北朝时传人中原
。

所用乐器有钟
、

替
、

弹攀
、

掐攀
、

卧菱筱
、

竖菱筱
、

琵琶
、

五弦琵琶
、

笙箫
、

大苹策
、

小草策
、

长笛
、

横笛
、

腆鼓
、

齐鼓
、

担鼓
、

铜拔
、

贝

等 种
,

乐工有 人
。

其歌曲有《永世乐 》
、

解曲有《万

世丰 》
、

舞曲有《千闻佛曲 》
。

还有少擞民族歌曲《杨泽新

声 》
、

《神白马 》等
。

《旧唐书
·

音乐志 》“

自周
、

隋以来
,

管

弦杂曲将数百曲
,

多用西凉乐 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 ”

龟兹乐
,

起原于西城龟兹城国 今新珊库车一带
。

玄笑到了龟兹后感叹道
“

管弦伎乐
,

特替诸国
” 。

大唐

西域记 》可谓是古代音乐城
。

年
,

吕光灭龟兹后
,

将

龟兹乐带人凉州和中原
。

吕光死后
,

其乐散失
。

年
,

后魏平中原后
,

复原了龟兹乐
。

后又由西域琵琶演妾家

, 妙达等奖龟兹乐传人北齐
。

年
,

龟兹音乐家苏抵

婆又将龟兹乐带人北周
。

至隋
,

龟兹乐在中原形成了西

国龟兹
、

齐朝龟兹和土龟兹三部
,

并拥有 , 妙达
、

王长

通
、

李士衡
、

娜金乐
、

安进贵等演赛家
,

他们
“

皆妙绝弦

管
、

新声奇变
,

朝改幕移
,

持其音技
,

估衔公王之间
,

举时

争相慕尚
。

隋书《奋乐志
”

龟兹乐为胡部诸乐之首
,

从所用乐队可知
,

疏勒
、

高昌
、

安国
、

康康
、

夭竺
、

扶南诸

部乐的乐队均是龟兹乐队的缩小形式
。

龟兹乐队由竖菱

筱
、

琵琶
、

五弦傀琶
、

笙
、

笛
、

挤
、

苹集
、

毛员鼓
、

都县鼓
、

答

腊鼓
、

腰鼓
、

鸡姿鼓
、

铜拔
、

贝等 各乐器组成
,

乐工

人
,

其中舞者 人
。

其歌曲有《善善康尼 》
、

解曲有《婆伽
》

、

舞曲有《小天 》
、

《疏勒盐 》等
。

天竺乐
,

源子古代印度的音乐
。

公元 “ 年后
,

印度

音乐陆续传人中国
。

四世纪中叶
,

天竺乐和乐伎大 流

人凉州
,

风康一时
。

后人隋唐七
、

九
、

十部乐中
。

所用乐器

有凤首笙筱
、

琵琶
、

五弦琵琶
、

笛
、

苹策
、

翔鼓
、

铜鼓
、

毛员

鼓
、

都昙鼓
、

贝等 种
,

乐工 人
。

乐曲有《沙石扭 》歌

曲
、

《天曲 》舞曲 等
。

康国乐
,

派于西城昭武九姓之一的康一 今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擞马尔罕一带
。

康国的前身是粟特国
。 ,

又名粟戈
、

宿德
、

束 等
,

居民属伊朗语族
,

主要

经曹农牧业
,

约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形成阶级社会
。

宿

德国与中国自汉朝以后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

隋店
·

中国音乐
·



时改称康国
。

康国乐自 年传人中国
,

并被列人用唐

九
、

部乐中
。

乐队由两支苗
、

一架正鼓与和鼓
、

一副钥

拔组成
。

乐工有 人
。

乐曲有《践殿农和正 歌曲
、

《贺

兰钵弃始 》
、

《末奚波地分
、

《农感钵奔始 》
、

《前拔地感地 》

以上舞曲 等
。

著名的《胡旋舞 》也来自康国
。

琵琶演赛
家康昆仑即是康国人

。

康国乐在官朝时传人朝鲜半岛
,

经改编后列人乡乐
。

后又传人 本
。

《仁智要录 》第 卷
《高丽曲 》中收有两首康国乐 《退宿德 》和《进宿彼 》

。

两

曲同为大食调
,

定弦和奋阶结构相同
,

片段旋律相似
。

但

调式相异 《退 》为 羽调 古音阶
,

《进 》则为 商调

古音阶
。

两曲的曲式结构也不同

三巫三立上 姗 反剪吞
么小 之

,

炙万而 讨友万油
干 十 么 十泣 十

巫清止六吞幕拿

两曲多次出现大二度和音 《退 》 次
,

《进 次
,

分别

致
。

《退 》的节妾平德
,

旋律以级进为主
,

跳进也不超过五

度
。

《进 》的节赛宜千变化
,

规盆的节赛与后半拍
、

切分
、

历渡数弦的密集音型频萦交替
,

顶律多次出现六度和七

度大跳
,

情绪较激越 例

例 《遇宿德 》叶栋解译
二 , 戈

公‘具蜜缘郭么睡 幽建立魂述勤、 ,
御 渗鱼 哆

,

时 拣 解仲
,

《舞鹤盐 》原名《火员 》
,

又名《真火凤 》
、

《急火凤 》
。

北

魏时已以舞曲形式在洛阳流传
。

店贞观中
,

魂勒奋乐家

裴神符将其改纷为琵琶曲
, “

声度漪美
,

太宗深爱之 ”

《店会耍妇
。

, 风康店朝
。

日本唐传《五弦琵琶谱 》中有
《平调火反 》谱

,

今人已解译
。

安国乐
,

派于西域安国 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

哈拉一带 北魏时传人中原
,

后被用于隋
、

唐七
、

九、 十部
乐中

。

所用乐器有竖笙筱
、

琵琶
、

五弦琵琶
、

笛
、

挤
、

苹旅
、

双草旅
、

正鼓
、

和鼓
、

铜拔等 种
,

乐工 人
。

敏曲有
《附萨单时 》

,

舞曲有《末奚 》,

解曲有《居和《抵 》等
。

离丽乐
,

起派于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东南部
。

离丽

乐形成于古朝鲜时期
,

兴盛子三国时期
。

早在夏商时期
,

包括在高丽乐在内的东爽乐娜已传人中国 , 至南北抽
,

高丽乐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外族乐舞传人北朝宫廷
,

后被

列人隋
、

唐七
、

九
、

十部乐中
。

所用乐器有弹攀
、

掐攀
、

卧

笙桩
、

竖笙撰
、

凤首垫桩
、

琵琶
、

五弦琵琶
、

笙
、

葫芦笙
、

笛
、

义绪笛
、

挤
、

小草策
、

大革旅
、

挑皮苹旅
、

服鼓
、

齐鼓
、

鼓
、

贝
、

龟头鼓
、

铁板等 种
,

乐工 至 人
。

用代

时
,

歌曲有《芝栖 》
,

舞曲有《歌芝栖 》
。

唐武则夭时《 ‘

咐为 曲
。

安史之乱后仅存一曲
。

高丽乐于五世纪

中叶传人日本
,

七世纪时被称为
“
三韩乐 ”

在官廷中演

出
,

九世纪时被列为
“

右方乐 ” 。

编成于 年的《仁智

要录 》的第 券肠为考高丽曲 》
,

收人了 首攀谱 其中

有一首名为《志坡传 》,

可能就是《芝栖 》或《歌芝栖 》
。

其

曲式结构为

」 气 夕 今味

埔率嗒狂续二戮醒攀翔 红薰蛛彝
。 ,

叫 , 卜 卜 月
·

口 卞 二 么 十 二

疏勒乐
,

源于西城流勒 今新获喀什
,

北魏时传人

中原
,

后被甩于隋唐九
、

十部乐中
。

所用乐器有竖笙桩
、

琵琶
、

五弦琵琶
、

苗
、

策
、

苹策
,

答腊鼓
、

腰鼓
、

翔鼓
、

鸡类

鼓等 种
,

乐工 人
。

乐曲有《亢利死让乐 》歌曲
、

《远服 》舞曲
,

《盐曲 》解曲 等
。 “

盐
”

是疏勒乐中对快

板乐曲的称呼
,

《盐曲 》包括《疏勒盐 》
、

《昔昔盐 》
、

《突厥

盐 》
、

《舞鹤盐 》
、

《要杀盐 》等曲目
《昔昔盐 》简称《昔昔 》

,

又名《惜惜盐 》等
。 “

昔昔
”是

“

夜夜
”

之意
,

描写女子怀念出征的丈夫
。

本梁乐府曲
,

隋

为歌曲
,

盛唐变为舞曲 日本唐传《五弦琵琶讼 》中有《惜

惜盐 》谱
,

经今人解译并能坡词演唱 例

例 叶栋解译
、

填配店王维《昔昔盐 》诗

除末句外
,

其他乐句均三复一迫
,

类似句句双
。

攀粼熟厕西羹攀雪妇

遴绪巍珠、」遣舀蜘 拉一二血‘

一 万一
一

厂
「

丁
一

下一万一口一

毕只爵藉杂爵嚷询气韧誉曾
一 一 — 一一

—
一洲「艰一瀚

一

多

高昌乐
,

源于西城高昌 今靳获吐 番
,

约 。年

传人中原‘ 弓 年
, “

高国献《圣明乐 》曲
,

帝令知奋者于

馆合听之
,

归而殊习
,

及客方献
,

先于前套之
,

胡夹皆惊
蕊

” 。

后列人舍 部乐中
。

乐器用琵琶二
、

五弦琵琶二
、

挤

二
、

横笛二
、

草策二
、

钥角一
、

笙一
、

答腊鼓一
、

簇鼓一
、

鸿

类鼓一
、

翔鼓一
,

共 种 件
。

本唐传《五弦裸琶谱 》

中有《圣明乐 》谱
,

叶栋解译并坡配唐诗人张仲素的同名

五 , 绝句
,

其曲式结构为

三二叹三二
一

只
一

口火不灭 ,

孟‘占旦渔
一

经兰吕 竺耸习
,

‘

倒
公健封血、

口 七 改 卜 以 ,

己
子 千 于 子乃 。 子

何 匆
平万一一一两清厂 韶

‘
嚷

,

二 班
饭

妞
甲

夕二他舀

咬 网 采用古音阶商调式
,

旋律风格民今传的新获维吾尔族音

乐相似 例
产巨乌之二巫 睡致至红几

氛 哎 岭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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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拜序卫
·

玉

一

二
三一

几互一丫 一

丝
一

三 乌司
一

药孙蓟互命书 吊 葡百二添
一

弄
一

年殊 。 至
,

歌 钟 比 反 闻
。

通剑药遍鱼
舀到逸贝 逸鱼 基勤

殊主工
一

王
一 钟 比五

一 闻
。

了二、 一
才 、

八 一 支 一

缝军 】健胜 理酬里遥悠华迄 互之 斗
龟一 圆 贺 圣 川 君

。

集备 令

丫
厂寸、

、

。 令 二
皇习廷 耳 七琴互 色王色三

季 围 贺 圣 明

二 侧

—
此哟 —锅

二 侧禾

—
鲜

八句

黯曝价姗黔粼

城
︸

赎从泌仁琢

里三
比

戳
在隋唐燕乐中

,

艺术水平最高
、

表演场面最宏伟的

是大曲
。

大曲是在乐府音乐和外来音乐的基础上
,

经过

乐师们的创造而发展起来的
,

它综合了歌唱
、

器乐和舞

蹈等多种艺术形式
,

集中体现了宫廷燕乐的精华
,

生动

展现了大唐帝国的繁华盛世
。

唐大曲的典型的曲式结构为 散序
、

中序
、

破
。

第一

部分散序即散板序奏
,

一般由乐队演奏若干段曲调 第

二部分中序
,

又称拍序
、

排遍
、

歌
、

是进人正规节拍
、

节奏

的主体部分
,

一般由若干段舒缓的歌唱组成
,

有时也配

上舞蹈 第三部分破
,

因以舞蹈为主
,

所以又称舞遍
,

有

时也加人歌唱
,

一般由人破
、

虚催
、

衰遍
、

实催
、

歇拍
、

煞

液等段落组成
,

节奏和速度的变化 分频繁和复杂
。

唐大曲的歌词均由若干首五言或七言律诗相间组

合而成
。

如《伊州 》大曲的中序有五段
,

前两段各有一首

七言律诗
,

后三段各有一首五言律诗
。

第三部分破也有

五段
,

前三段各有一首七言律诗
,

后二段各有一首五言

律诗
。

这些诗大多出自唐代著名诗人之手
。

据唐崔令钦 《教坊记 》等书记载
,

唐大曲的作品有
《绿腰 》

、

《凉州 》
、

《伊州 》
、

《泛龙舟 》
、

《破阵乐 》
、

《春莺

嗽 》
、

《倾杯乐 》
、

《玉树后庭花 》
、

《霓裳羽衣曲 》等近百

首
。

大曲中有一部分最优美华丽作品称为法曲
。

唐玄宗

创作的《霓裳羽衣曲 》就是最著名的法曲
。

相传唐玄宗曾经到处求仙访道
。

一天
,

他登上了三

乡骚
,

眺望女儿山
,

悠然神往
,

飘飘欲人 回宫后便以乐

抒怀
,

刚写了一半
,

西凉都督杨敬述求见
,

并献上了天竺

乐曲《婆罗门曲 》
。

唐玄宗听后
,

觉得《婆罗门曲 》的旋律

与其想要描绘的情景十分吻合
,

便以 自己创作为散序
,

将《婆罗门曲 》为中序
,

并起名为《霓裳羽衣曲 》
。

婆罗门是梵文的译音
,

原意是净行
。

净行是古代印

度的僧侣贵族
,

世代以祭祀
、

诵经
、

传教为专业 并掌握

邀扭
」

垄断知识二享有种种特权
,

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统治

者
。

《婆罗门曲 》的旋律平稳
,

尤如唱经 例

玄宗写成后
,

在宫廷中排练演出
,

以其悠扬典雅
,

虚无飘

渺的特色而风靡一时
。 “

千歌百舞不可数
,

就中最爱《霓

裳 舞 》
。

白居易多次看过《霓党羽衣舞 》的演出
,

并写下

了千秋佳作《霓裳羽衣舞歌 》
。

《霓裳羽衣曲 》中的舞蹈部分有独舞
、

双人舞和群舞

等多种形式
。

独舞以杨贵妃的表演最为动人
。

唐玄宗生

日时
,

宫女曾表演过大型群舞
。

年
,

教坊挑选了 岁

以下的少年三百人表演大型群舞
。

《霓裳羽衣曲 》作为一首优秀的唐大曲
,

不仅誉满唐

代
,

而且声传后世
。

南宋词人
、

音乐家姜白石曾于

年在长沙乐工的旧书堆中找到了 《霓裳羽衣曲 》十八段

器乐演奏谱
、

并取中序音节闲雅的一段填了歌词
,

名《霓

裳中序第一 》
。

唐大曲的曲名有的是以地名命名的
,

如《甘州 》
。

甘州即今甘肃张掖
。

用甘州的民间音乐编写的大曲

即名《甘州 》
,

形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

《教坊记 》曲名内
歹有《甘州子 》

,

大曲名内列有《甘州 》
。

《揭鼓录 》云
“

夫

曲有不尽者
,

须以他曲解之
,

方可尽其声也
。

⋯ ⋯《甘州 》

用《结了头 》解之
。 ”

即用快速的《结了头 》曲来结束《甘

州 》大曲
。

约于盛唐时传人 日本后
,

又名《浴州 》
、

《甘州

盐 》
、

《衍台 》
。

《大 日本史 》三四七卷乐志云
“

凡西土乐
,

出乎秦
、

汉
、

六朝以上者
,

谓之古乐
。

唐所作
,

谓之新乐
。

⋯ ⋯新乐用揭鼓
。

⋯ ⋯凡乐曲有急徐轻重之别
,

故分为

大
、

中
、

小
。 ”

又三四八卷平调曲曲列有《浴州 》“

唐乐也
,

新乐
,

小乐
,

七帖
,

后绝为五帖
,

各十四 拍
。

有咏
,

后世不

用
。 ’,

《仁智要录 》收有《甘州 》筝谱
,

题解中录有同名诗一

首
“

燕路霸山远
,

胡关易水寒
。

茫茫风藻动
,

洽洽阳只

闲
。

残月芦江白
,

老花菊岸丹
。

竹惊暖露冷
,

落桑寒庵瘩

阑
。 ”

却称
“

今世咏断了
” 。

经叶栋解译
,

此诗能填人筝曲

咏唱
。

《甘州 》大曲的摘遍和变体甚多
,

详见下表 任半

塘《唐声诗 》

歌

一
嵘 , 句

—确

—
奔件

—
长短句

瞅 , , 二

拼 子甲仙各

了二如均

—
长却匀

, 二 协

—
令

, , , , 吸

华气丸一
一 派不薄

二孕 二声天
,

嗯里趾 引三 , 朴互犯 早 旦 经 旦兰 乞二乏鱿鉴
笙月 曲 琶 氢初主 血 玉

笙 月 在 他 州 多年 洛 北

万魏乱
千 新
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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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奔一硬 —
仙匕

—
式祖石

—
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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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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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盛 几业纂 』
弃 东她 旋 廊 周 迥 显沈 谧

。

杨 杖 寺 美委 , 明你 口 畔

里
二

笠叁 堆业
几
道 落兰气王遇丝室二二 手件全整 丝万

乞 厄
一

—
、

王之裂三 巴 比 鱼
一

望
一

扭

落
。

取
、

根据《婆罗门曲 》改编和创作的《霓裳羽衣曲 》由唐

相传唐高宗李治 一 年在位 晨听莺声
,

悠扬

悦耳
,

美妙动听
,

便命龟兹乐工白明达依声作曲
,

并依曲

编舞
,

配以伴唱
,

流传甚广
,

有诗为证
“

内人已唱《春莺

嗽 》
,

花下搓搓软舞来
。 ”

张枯《春莺嗽 》 “

二五指中句
《塞雁 》

,

十三弦上嗽《春莺 》
。 ”

王仁裕《荆南席上泳胡琴

妓二首 》之二
“《火风 》有凰求不得

,

《春莺 》无伴嗽空

长
。 ”

元植《筝 》“《火凤 》声沉多咽绝
,

《春莺 》嗽罢长萧

索
。 ”

元植法
“

琵琶弦上弄《春莺 》
,

箫笛管中鸣《锦凤 》
。 ”

郭煌遗书《维摩洁经讲经文 》后传到朝鲜和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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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杂技音乐的创作

郑 荣

杂技音乐的创作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
。

要使杂技

音乐能够准确地去表现杂技舞台上的高
、

难
、

险
、

奇
、

巧
、

美
、

丑等特点
,

以及众多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不同演员的

表演风格等
,

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

首先要了解什么

是杂技音乐
、

它与普通器乐曲的主要区别在何处 杂技

音乐作品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基本要素
、

音乐是杂技舞台表演形象的再见
。

表演形象是指

演员的技巧动作
、

表演风格
、

特点
、

情绪以及舞美等
、

音乐的节奏
、

节拍 ,

速度
、

调式
。

调性
、

和声等与杂

技舞台表演匹配
、

音乐的布局结构具有完整性和灵活性
,

并与杂技

相适应吻合
。

、

音乐的风格
,

特点 情绪与杂技表演 自始至终保

持一致
。

一
、

杂技音乐素材的选择

当了解创作节 目内容以后
,

第一步就是选择音乐素

材
。

、

以特定情节作背景的杂技表演节 目
,

一般用这故

事的主要音乐作为节 目的音乐素材
。

、

带有民族特定意境的杂技节目
,

一般选择这民族

最典型的音调和节奏作为节目的音乐素材
、

在纯技巧表演的节目中
,

纯体育性质的节 目
,

一

般选用当代歌曲或器乐曲作音乐素材
。

还有一种是带有

比较浓厚地方色彩的节目
,

一般选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

的民族或民间音乐素材
。

音乐素材是创作杂技音乐主题和 整个乐 曲的材

料
。

音乐素材的选择
,

直接影响杂技音牙油寸再现杂技表

演形象的准确性
。

因此
,

选择准确的音乐素材是杂技音

乐创作成功的第一步
。

二
、

杂技音乐主题的创作

杂技音乐主题是再现杂技表演形象的缩影
。

所以
,

必须把选择准确的音乐素材根据演员表演的技巧动作
、

表演的风格
、

特点
、

节奏
、

情绪以及舞美等
,

运用创作经

脸和创作规律进行精选
、

加工和提炼
,

才能创作出准确
、

妥贴
、

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
,

能够再现杂技表演形象缩

影的杂技音乐主题

杂技音乐主题是继音乐主题展开
、

引伸发展的整个

杂技曲的核心
。

能否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音乐主题的创作

规律 是杂技音乐创作的关健
。

三
、

杂技音乐结构

杂技音乐结构的客观依据是节目的组织结构 杂技

音乐主要由前奏曲 若天分曲
、

分曲之间的过渡音乐
、

机

动小节
、

效果音乐
,

尾声等组成
。

分曲的多少是根据节目

段落的多少而确定的
。

段落的划分是按照一个节目中所有技巧动作的编

排顺序
,

根据表演技巧的难度
、

情绪线和时间等
,

将节 目

划分成若干个段落
。

每个段落必须有 至 个或 个以

上的
,

能够相对独立的技巧动作所组成 段落中的情绪

线必须荃本一致
。

一般情况下
,

节目中最难的核心技巧

动作总是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段落
‘

节目中每一个段落都创作有相匹配的分曲
,

有几个

段落就创作有几个相匹配的分曲
。

节 目段落分得越细
,

反映表演形象也越细腻
。

段落分曲一般都是根据这个段

落的表演内容
,

采用音乐主题或继音乐主题的展开
、

延

伸
、

发展等手段来进行创作的
。

在比较大型的杂技曲中
,

也有特别安排一个远离音乐主题的段落分曲
,

放在全曲

的中间部位
,

以增加全曲的色彩变化和新鲜感
。

段落分曲的创作技巧与一般乐 曲的创作技巧墓本

一样
,

但手法和 目的不同
。

段落分曲必须将杂技表演内

容
,

通过作曲者加工后
,

转换成杂技音乐的内容
· 、

孕落分

曲必须再现这个段落中的表演形象

分曲与分曲之间设 有过渡音乐和机动小节
,

以适

应演员在舞台表演时的节奏拖拉或失手等
。

过渡音乐和 ,

机动小节可以保津音乐演奏时间和舞台表演时间的同

步
,

使分曲与段落相匹配
,

进而能够比较准确地使音乐

再现表演形象
,

同时可以保证整个乐曲的严谨和完整

《仁智共录 》中的《 幼嘴 》由六段组成
、

游声
, 、

峨助
, 、

人破
, 、

鸟声
, 、

愈声
, 、

人破
。

前 段相当于磨

大曲的
“

傲序
”

和
“

中序
” ,

后 段相当于店大曲的
“

舞

泊
” 。 “

中序
”
又名

“

歇头
” ,

以玻吧为主的敏舞段落
,

故

将店代诗人张枯的同名诗摘人
“

权肠
”

娜分十分贴切
。

二互 ⋯红二了通履 选 卫越嫂三二硫藕
二

称翻二
产下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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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魁魁

二 篮

, 乡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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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一

辉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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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抓、
嘴 花一下 德雄

红公

应穿
争

军典」哀办琪 了

城 朱
一

一吐乙 立 多

店大曲对以后的宋大曲
、

歌舞戏和宋元戏曲
,

以及

西安鼓乐
、

福趁南
、

析 木卡姆
、

江南丝竹等奋乐均有

形响
。

长王天 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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