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理论基础

十二. 节奏基础

1. 节奏

[节奏] 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

[节奏型] 在整个乐曲或乐曲的部分中, 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

1. 节奏型本身可以说明乐曲的类别, 如进行曲, 圆舞曲等;

2. 在创造音乐形象时单是一个节奏型是不够的, 它还必须和其他音乐要素结合起来;

3. 在乐曲中运用某些节奏型重复可以提供乐曲结构的统一效果.

[节奏划分的特殊形式 (连音符)] 将音值自由均分, 其数量与基本划分不一致.

[三连音] 把音值分为三部分来代替两部分, 便形成了三连音, 用数字 3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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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音与六连音] 把音值分为五 (六) 部分来代替四部分, 便形成了五 (六) 连音, 用数字 5(6)
表示.

注意: 两个三连音 (重音在第一个和第四个音) 和一个六连音 (重音在第一个, 第三个和第
五个音上) 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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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音与四连音]把带附点的音符分成两 (四)个部分来代替三部分,便形成了二 (四)连音,用
数字 2(4)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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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ˇ ˇ = ˇ ˇ ˇ = `˘

[特殊节奏划分记号]

1. 在一切特殊节奏划分中, 各组音符都根据它所代替的邻近的数字少的基本划分的音值来
代替;

2. 表示特殊节奏划分的数字, 大都记在共同符尾的一侧, 没有共同符尾的音符, 用中间断
开的括弧加上数字记在符头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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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拍

[重音] 和周围的音相比, 在音的强度上比较突出的音. 用重音记号和小节线表示.

实在的重音: 物理上存在的重音;

想象的重音: 在休止符或弹奏风琴时的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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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 有重音和无重音的同样时间片段, 按照一定的次序循环重复. 节拍使用强弱关系来组织
音乐的.

[节拍重音] 为了构成节拍而使用的重音. 节拍重音多半是有规律地循环出现的.

[单位拍] 用来构成节拍的每一时间片段.

[强拍与弱拍]

强拍: 有重音的单位拍;

弱拍: 无重音的单位拍.

[拍子] 乐曲中节拍单位用固定的音符来代表, 称为拍子.

[拍号] 拍子用分数标记, 表示拍子的记号称为拍号. 拍号记在谱号和调号后面.

分子表示每小节中单位拍的数目;

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符时值;

分数线在五线谱上用第三线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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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 在乐曲中由一个强拍到下一个强拍之间的部分为一个小节.

[小节线] 穿过五线谱使小节之间分开的垂直线, 小节线写在强拍前作为强拍的标记.

在乐曲明显分段的地方或乐曲终了处则用双小节线.

[弱起小节] 乐曲或乐曲中某一段由弱拍或强拍的弱部分开始, 称为弱起小节, 也称为不完全小
节.

弱起小节往往和乐曲中某一段的最后一小节合成一个完全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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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分音

[切分音] 从弱拍或强拍的弱部分开始, 并把下一强拍或弱拍的强部分持续在内的音.

切分音开始往往带有重音, 因此切分音和节拍重音是有矛盾的.

切分音的效果也可以在强拍与次强拍休止时求得.

[切分音的写法]

1. 在一小节之内的切分音往往记成一个音符 (也可以写成两个音符加连线);

2. 两小节之间的切分音用两个音符来记写, 并用连线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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