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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有特色的作曲风格
，

但是给这首歌曲的歌唱家却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
。

因为是在节奏和旋律都较快的情况下发现的大调
，

如果

歌唱者没有处理好
，

分容易出现破音以及喊叫等唱歌技术上的失

误
，

所以在演唱这个乐句的时候歌手应该在声音上运用掩盖的技

术���
。 《大自然的声音 》 这首歌曲整个曲子的每一个乐句都有一

个被旋律拉得很长的词语
，

具有我国京剧的特点
。

�三 �灵活的伴奏织体

巴洛克时期声乐作品的伴奏都具有很强的灵动性
， 《大自然

的声音 》 这首声乐作品也是一样的 。

在��世纪之前的西方音乐具

有复调
、

乏味以及枯燥的伴奏色彩
，

而巴洛克时期的声乐作品一

改过去这种枯燥的伴奏
，

将声乐伴奏主调化
。

巴洛克时期在伴奏

织体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装饰音和通奏低音的运用
。

通奏低

音就是数字低音
，

在键盘音乐器的织体部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

尤其在歌剧以及清唱剧伴奏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同声乐作

品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

与歌词相结合
，

可以使歌词的内容和

伴奏织体的色彩变化而变化
，

使声乐作品更加具有戏剧性
，

从而

具有更好的伴奏效果和语言的表达效果
。

在 《大 自然的声音 》 这首曲子中 ，

伴奏特点非常明显
，

采

用了低音旋律和柱式和弦相结合的方式
，

伴奏部分的和声在写作

上比较严肃
，

所以整个曲子在这个阶段也表现出来一种肃穆的

情感
，

从而使这首曲子具有层次
，

富有立体感���
。 《大自然的声

音 》 整首曲子的速度也是比较平稳的 ，

节奏也比较慢
，

在整首曲

子中有两段声部
，

也就是低声部和高声部
，

这也是整首曲子的旋

律线条
，

在歌曲前面的部分
，

一直突出的都是低声部
，

一直到了

结尾处
，

才是以高声部结尾的
，

才让这首歌曲的声调发生了转

变
，

它的旋律线起伏并不大
，

采用的是四部和声式的和弦伴奏织

体
，

突出的是和声
，

和声的功能
、

色彩以及力度都为整首歌曲的

整体旋律而服务
，

让音乐的形象更加深人人心
，

对整首歌曲的印

象更为深刻
，

对音乐表达的情感更加清晰
。 《大 自然的声音 》 的

低音旋律体现在左手的伴奏
，

右手利用柱式和弦对高音旋律和低

音旋律之间的空白进行填充
，

这首作品在伴奏的整体上并没有大

力的渲染
，

而是强调旋律在速度上和力度上的变化
，

这刚好符合

歌曲的歌颂性个庄重性
。

三
、

结语
巴洛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

是西方音乐发展史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阶段
，

巴洛克音乐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大自然的声音 》 是

巴洛克时期的一首典型的歌曲
，

曲调结构符合巴洛克时期的典型二

部曲式
，

将大小调体系表现得很完全
，

整首曲子的旋律伴奏具有很

强的情感性
，

伴奏织体灵活多变
，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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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舞台
，

并在内容
、

表现形式上加以创新发展
，

从而在让人们

回顾经典的基础上
，

更好地了解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

并认识到

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
。

如程伊兵先生的电子音乐代表作 《书
中乐 》 ，

就是一首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的产物
。

该部作品以苏东坡

的 《前赤壁赋 》 为创作题材 ，

并将书法家现场书写书法作品 《前
赤壁赋 》 �节选 �的动作

，

借助传感装置适时转化为控制电子音

乐的信息
，

并同其他音乐声部一起进行现场合成
，

而且在作品中

还涵盖了古诗吟唱与现场
“
电子化

”
的古琴独奏

，

让听众在欣赏

音乐的同时
，

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

获得一场视听享受
。

同时
，

伴随网络时代的来临
，

也为新时期电子音乐的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

如今
，

我国网名人数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

趋势
，
��后

、

��后几乎全部都是移动电脑或智能手机用户
，

可实

现随时随地上网
，

乐忠于利用��
、
���与是����等软件进行实时

交流
。

面对如此形势
，

电子音乐创作者们也纷纷借助网络及时性

来互相交流作曲经验
，

有些电子音乐制作人甚至创设了自己的音

乐网页
，

将自己创作的����音乐或音色库放在网络上共享
，

加之

众多电子音乐制作软件的出现
，

更是为创作者创作
、

录制电子音

乐提供了条件
。

如一个名为
“ ������

”
的电子音乐制作软件

，

不仅可录制下创作者的声音
，

自动结合其旋律编排
、

伴奏和声部

分
，

而且还能结合创作者情绪
，

对同样旋律展开情绪调整
，

从

而得到同创作者情绪相对应的和声与织体���
。

通过这个软件的应

用
，

电子音乐创作变得更加快捷
、

大众化
，

而且伴随时代发展
，

多媒体音频技术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这些都为新时期电子音

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总而言之
，

我国现代电子音乐发展虽然仅仅只有二十几年的

历程
，

但是其所取得的成就也 日渐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

可以

说
，

在历经探索
、

创新
、

反思之后
，

我国电子音乐并没有直接延续

西方电子音乐发展道路
，

而是在新媒体艺术的影响推动下
，

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

表现出高科技
、

时间与空间融合
、

视觉与听

觉融合的艺术特点
，

并在今后也将朝着更加专业化方向发展
，

并逐

步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

音乐本体

与科技载体的融合
，

创出着更多的优秀的电子音乐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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