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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声学与音乐演出(第5版)》在简单介绍声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各种管弦乐队常
规乐器和演唱的声音特性，并对指向性进行了详细描述。
此外，本书还对音乐厅和歌剧院的相关声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对音乐演出和歌剧演出提
出了改善演出效果的指导性建议，包括管弦乐队的摆位、演出技术和演奏技巧如何与厅堂声学环境相
适应等。
《音乐声学与音乐演出(第5版)》对乐器以及人声的声辐射指向性给出了详细图解，这一点是其独到之
处。
在表述上，本书有意避免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使非声学专业的读者也能够较容易地理解书中内容。
《音乐声学与音乐演出(第5版)》适合于声学工作者、管弦乐演奏者、乐队指挥、音响工程师和建筑师
使用，对从事音乐声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具有参考价值，较适合作为一本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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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作为双簧管组音域较低的乐器，英国管和结构特殊的海克尔管也在管弦乐队中使用
。
对于F调，英国管的音域比双簧管低五度，而海克尔管则低一个八度。
这两种乐器都具有梨形的喇叭口，这对于塑造最低音区的声音尤其重要。
 从音色的角度看，英国管和海克尔管代表双簧管的音色向较低音区的变换。
对于双簧管，主共振峰可以用明亮的“a（ah）描述，而英国管的主共振峰位于元音音色“a（ah）的
较低处，因此音色略微暗淡一些，海克尔管位于“a（aw）”和“a（ah）之间的过渡音色。
 随着音区的变化，双簧管主共振峰的偏移并不像音区的偏移那样强。
英国管的音调偏移五度，而共振峰只偏移约一个音阶，海克尔管的主共振峰只比双簧管低三度。
 在较低音区时，低音双簧管会产生一个额外的共振峰。
英国管的这个共振峰位于较明亮的“a（aw）”处，海克尔管则位于较暗淡的“a（aw）”处，这使得
英国管具有“哭诉般”的基础音色，而海克尔管具有相对较暗淡的音色。
 次共振峰位置可以证实，英国管和海克尔管是双簧管组在较低音区无可否认的延伸。
这种声音的连续性可以很清楚地从歌剧“莎乐美（Salome）”的乐谱片断看出（谱例6），令人印象深
刻。
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共振峰的位置，可以从音调的角度看到海克尔管与大管的区别。
此外还要注意到，这两种低音双簧管并不需要比双簧管本身更长的起振时间（Meyer，1966a），但是
，其动态范围比双簧管窄，对于英国管而言，声功率级局限在pp力度的79dB和ff力度的94dB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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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声学与音乐演出（第5版）》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只有少量的公式和专业术语，还是较
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音乐声学与音乐演出（第5版）》适合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和课外阅读用书，也适合录音师
、音响导演、建筑声学设计师、音乐技术和声频技术专业工作者、乐器制作者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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