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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训练学.第二版（上、下册）》

前言

当杨鸿年老师把一摞厚厚的书稿交给我，要我为书写序时，心情非常复杂。首先，为这样一位德高望
重的老前辈写序实在不敢当；其次，杨老师年逾古稀，身体情况又不好，但还一直坚持写书编教材，
使我非常感动；另外，这本教材的学术含量和它对指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又使我对杨老师
非常敬佩。同时，也使我想起了20多年以前，我和杨老师住在筒子楼作邻居时的情景。记得那时杨老
师家的灯火总是熄得最晚，平时为了节约时间，杨老师以吃方便面为主，在他的房间里总是看见堆得
满满的方便面⋯⋯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为音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啊！在一般人的眼里，杨鸿年教授只
是一名合唱指挥。当然，杨老师在合唱指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是，杨老师对整个指
挥学科的建设，包括对乐队指挥教学所作的贡献，也许会被人忽略。其实，杨老师在这方面的成绩是
非常突出的，尤其在乐队训练教学的理论建设和教材建设上，成绩更为突出。《乐队训练学》就是其
中标志性的成果。《乐队训练学》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专业教材。此教材自出版以来经过我院指
挥系20余年的教学实践，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曾这
样评论说：“杨鸿年先生是一位饱学而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他在指挥学的研究上很有成就，有
多种论述，而《乐队训练学》则是海内外惟有的专著”。此次经作者本人再次修订的教材，其内容更
为丰富、翔实，理论阐述更为清晰精练，实例更为全面。我相信，此教材的再次出版必将对我国指挥
学的建设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以上寥寥数语算不上写序，只是几句感言。最后，衷心祝愿杨鸿年
老师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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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乐队训练学(套装上下册)》包括：《乐队训练学(上册)》《乐队训练学(下册)》。主要介绍了乐队训
练中的音色融合、音响平衡和层次布局三大方面的具体理论和处理方法，围绕乐队中的横向和纵向关
系来透析训练乐队的手段，并详细阐述了乐队训练应注意的各个主要方面。
《乐队训练学(套装上下册)》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乐队训练的论著，实例丰富、翔实，理论联系实
际。在选例时除了考虑技术性和理论性问题外，特别注意应用性的广度。《乐队训练学(套装上下册)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是我国音乐指挥学建设领域的重要成果。
《乐队训练学(套装上下册)》适用于艺术院校指挥和作曲专业、高师音乐专业学生以及文艺团体中的
指挥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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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乐队训练与作品的排练中，对音色的融合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表现力。
因为音乐形象的准确展示和完美塑造，都离不开音色的融合。对此，乐队指挥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为了正确处理各种音色的相互融合关系，作为指挥不仅应该熟悉、了解乐队中各种乐器的性能与音色
的特点，而且应该具备一定的配器知识（或写作技能）。这样，在乐队训练中，对各种音色的相互融
合关系才可能提出明确与切实可行的要求，并以恰当的处理方法和相应的技术手段，从深度与广度上
提高乐队水平及挖掘管弦乐队应具有的丰富表现力。在处理音色融合关系时，指挥应注意什么问题呢
？大家知道，在管弦乐作品中，由于各织体要素（声部）是由不同乐器（组）担任的，它们之间在音
色上可能是相同、相近或相异的。因此，无论在作品的旋律声部（横向）及和声中的各声部（纵向）
都存在音色的融合问题。指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和训练乐队成员能恰如其分地运用相应的技术
手段，以适应在各种组合形式下音色融合的能力，以及能把对各乐器间音色融合度的正确理解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对某些个性较强的乐器或某些乐器（如管乐器）的特性音区，以及管乐演奏者的
气息消耗量与持续力等直接影响音色融合的因素，指挥都应特别给以充分注意并作出适当安排。某些
个性较强的乐器（如双簧管、小号、板胡、三弦、竹笛、唢呐等），在它们与别的乐器结合使用时，
由于音色上过于鲜明、突出，具有某种“穿透性99而容易使音色的融合受到影响。因此，当他们演奏
主旋律以外的其他声部时，要注意训练这些乐器的演奏者对乐器音响及音色的控制能力，使他们能正
确处理本声部及作品整体音色的融合关系。某些乐器（特别是管乐器）的特性音区（即极端音区），
在同别的乐器结合演奏中音色甚为突出，其音色的融合度会明显下降。如长笛的最高音区强而嘶啸；
单簧管的低音区反应不如中、高音区敏锐；大管的最高音区发音紧张，音色上具有“沙沙”声等等。
此外，要注意管乐的发音力量与持续时间长短呈反比关系，发音持续时间愈长，发音力量愈弱，音色
上必然前后不一致。因此，指挥应考虑到管乐演奏者的气息消耗量与延续力，给以恰当的处理与必要
的训练。在处理音色融合的关系时，指挥还应注意到音色与力度以及音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管弦乐
队中，乐器的发音及音色在不同的力度条件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各声部的演奏都应在本声部
统一的力度要求下进行，以取得统一的音色。乐器的不同音区，在音色上也各具特点，存在着一定差
异。乐器的不同音区在音色上的不同特点，在乐器法中一般均有介绍，但指挥应对乐器的不同音区的
音色特点取得实际感受，并能做到熟知它，方能恰当处理这方面音色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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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作《乐队训练学》修订版在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关心与支持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回顾整个过程，从动笔构思至今已逾三十年。本书的初稿架构完成于1972年，当时我与许多文教界
朋友在文革中受审查，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劳动，人身很不自由，到文革后期看管较松，我怕浪费光阴
就开始偷偷地进行写作，有时在夜里躲在蚊帐里用手电筒照着小本子写，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
是抓紧时间，也许将来某一天我获得解放时，可能会对年轻的学生有点用处。1973年下半年大家又回
到了音乐学院，我配合黄飞立教授筹建指挥系，那时教材匮乏，我发现当时指挥系主要是根据作品来
上指挥课，而对于如何训练乐队则无现成教材，虽有“乐队法”的课程设置，但也只能是讲座式的，
缺乏系统化和科学化。在这个阶段，我曾有机会在一些省、市、自治区文艺团体进行艺术实践，训练
乐队和合唱队。许多从事指挥工作的朋友常常提出：“一个乐队究竟如何从头训练？”以及“乐队指
挥如何做好排练前的准备工作？”等问题。看来，对不少文艺团体来说，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同时，由于我是搞教学工作的，因此也想到，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同学毕业后，首先就会接触到这个
实际问题。虽然我本人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但这些问题却常常萦绕脑际。因此，每当我有机会与各地
指挥交流时，就与同行们不断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断向有经验的指挥界前辈们及乐队演奏员请教，终于
自不量力地写出了这本书，与指挥界的老师、朋友和演奏员、作曲家们共同来讨论这一问题。本书的
第一版定稿于1976年7月，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谱例的选择很受限制，后来虽然做了些改动，但
由于时间匆忙，所以仍然很不全面。我当时想，只要能说明问题，暂时只能如此，待今后有机会再做
补充与修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严良垄、［李凌］、［李德伦］、［黄贻钧］、［王云阶］
、［屠咸若］、［司徒华城］、［朱崇志］等前辈与朋友们的热情支持，黄飞立教授的艺术见解与训
练方法以及张肖虎教授所著《管弦乐法》中的某些理论观点，都对我有很大启发。此书于1980年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没想到很快就告罄，甚至有不少从事作曲专业的老师与学生竟将此书作为配器法
的参考书，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也将其作为“乐队法”课的基本教材。第一次出版后我不断收到一些
同行和读者的来信，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与可贵的建议，并提出再版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产生重新修
订再版的想法，当时的责任编辑、我国出版界的前辈［屠咸若］先生还专程从上海来到北京与我商谈
有关再版事宜，但不久屠先生患病辞世，我也因故友去世而悲痛，已无心情考虑修订的事。但后来随
着本书在教学中不断被采用，深感还是有重新修订的必要，其间已整整相隔了近30年。在修订版中由
于考虑到社会的要求以及一些非专业乐队指挥进修的需要，所以删除了在课堂讲授中的某些谱例，而
增加了一些较为普及易懂的作品；同时也考虑此书可为作曲专业学生学习配器法时的参考，因此还着
重介绍了总谱演奏中的音色、音响效果；再由于弦乐在乐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在修订中增加了
“乐队中的弦乐弓法”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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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乐队训练学(套装上下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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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好的学习配器的辅助教材，思维逻辑清楚，重点明确，结构合理，实用性很强。。我自己都
买了两套
2、非常细致全面的讲解，谱例丰富，即是是对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声，
配器等)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对大家更好的理解配器，欣赏交响乐，阅读总谱也有很大的帮助。
3、指挥应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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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