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简单的歌曲曲式及临摹 

初学者在起步阶段学习歌曲写作时，应选择什么样的“篇幅”长度和结构为适合？这就

牵涉到有关歌曲曲式结构的问题。 

一、曲式的概念与曲式规范对于歌曲创作的重要性 

（一）曲式的概念 

曲式，指的是音乐作品的总体结构关系，或是构成一部音乐作品所采用的音乐材料排列、

组合的样式。而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所有的“样式”，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普遍

意义的性质，成为共同遵循的音乐结构规律原则。 

常用的歌曲曲式结构主要有：一段曲式（乐段）、二段曲式、三段曲式等。 

（二）曲式规范对于歌曲创作的重要性 

歌曲曲式的实用性在于它可以帮助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总体轮廓框架的构思与设计过程

中，进行合理的内容、段落分段布局，在音乐材料的运用方面进行合乎逻辑的剪裁与排序，

对合适的材料进行强调和肯定，决定什么样的材料充当“连接”或“铺垫”等陪衬的次要角

色……所有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涉及曲式学原则的运用范畴。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学习者对传统曲式原则的遵循和追随可以使自己在一开始的写作

练习过程中，自觉地遵循曲式学的原则规范，从而有效地防止初学者出现的歌曲结构松散、



整体性乐思内容杂乱无章等不良倾向。因此，教学的初级阶段，对简单、典型的歌曲曲式结

构的了解、认识和进行临摹训练，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二、对一段曲式的认识与临摹 

临摹是美术传统教学中的一种有效方法。旋律写作临摹具体的操作，简单来说，就是“照

样画葫芦”，即仿照某一范本谱例的旋律写作方式（如篇幅结构，旋法，节奏、音型，调式、

调性等特点），写出与之大同小异的旋律乐句、乐段。 

（一）乐段与乐句 

一段曲式又称为乐段，是最为短小的音乐篇幅。由于在表达乐思方面已经比较充分和完

整，因此，它具备了构成一首歌曲篇幅的条件。 

例 1（歌词略） 

牧  歌 

1=G
4

4
                                                                内蒙民歌 

 
 

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内蒙民歌，篇幅非常短小，但它的音乐形象却非常完整和生动。乐

段的结构内部，呈现的是乐句的有序排列和音乐情绪相互递进的关系。（即前四小节为第一乐

句 a，后四小节为第二乐句 b）。 

乐段的整个乐思，正是依靠乐句与乐句的这种相互关联的排序、递进关系进行融会，编



织而成。 

乐句的长度，一般大约在 4～8 小节之间（4/4 拍子为 2～4 小节，2/4 或 3/4 拍子为 4～8

小节）。乐段内的乐句，以几何级数呈等长比例构成的，称为方整性结构乐段。 

如 4 小节→8 小节→16 小节等，其余的称为非方整性结构乐段。 

（二）典型的乐段 

典型的乐段有两种类型：① 由两个乐句组成的乐段；② 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乐段。由于这

些典型乐段在音乐材料的运用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样式规律，因此，是初学者进行写作临

摹练习最主要的内容和对象。 

1. 两个乐句组成的乐段 

这种典型乐段又可分为：①平行乐段；②对比乐段。 

1）平行乐段 

从音乐材料的排列运用方式看，平行乐段中第二乐句的大部分音乐材料，是从第一乐句

当中摘取的，因此，两乐句所呈现的是“孪生姊妹”的 a、a1 的关系。 

例 2 

信 天 游 

1=F
2

4
                                                                 陕北民歌 

 

例 2 为典型的方整性结构的平行乐段。 



从乐思的表达方式看，平行乐段的两乐句 a、a1 之间，存在着明显“呼应”（或“问答”）

的相互关系。 

例 3 

草 原 情 歌 

1=E 
4

4
                                                 桑桐《内蒙民族小曲七首》 

 

因此，在临摹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体现乐段当中乐句之间的这种呼应关系。 

2）平行乐段的临摹示范 

在临摹平行乐段的过程中，构思好第一乐句非常重要。乐句 a 应具有比较新颖的乐思含

量，应当在充满激情的心境中使它从一般的旋律构思当中脱颖而出。 

例 4 

1=G 
2

4
 

 

写作中有了 a 这样活蹦乱跳的第一个问句，作为答句的第二乐句 a1，往往就可以立刻呼

之而出： 

1=G 
2

4
 



 

从谱面上看，a1 的写法，只是对 a 乐句的局部稍为作一些小小的改动罢了。因此，在材

料的运用方面，平行乐段的写法显得特别的精炼和节省。而在音乐的艺术表现力方面，与其

他结构类型的乐段相比却毫不逊色，这是因为它重复的是乐段当中最为精彩的旋律片断。可

见，初学者的练习遵循了这样的曲式规范，那么所写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艺术创

作的相应轨道，也就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写作效果。 

3）对比乐段的临摹 

与平行乐段相比较，在材料的运用方面，如果第二乐句没有重复地使用第一乐句当中的

某些音乐片断，而是采用新的材料进行乐思的拓宽，那么，以这样的写法构成的乐段，就称

作对比乐段。这样的乐段两乐句之间虽然为 a、b 结构，但仍然形成明显的相互呼应关系。 

例 5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bA                                                              美丽其格词曲 

 

例 6 

绣 金 匾 

1=F
2

4
                                                                 陕北民歌 



 

以上两例以及例 1 的《牧歌》，均属于比较典型的对比乐段曲式样式。 

在临摹对比乐段的写法上，首先需要明确 a 与 b 两乐句，它们在乐段中各自所承担的曲

式功能“职责”。作为呼句的 a，其乐思含量在整个乐段来说应该是最为饱满的，要尽可能使

它的音乐进行到全曲情绪的最高点。 

例 7 

1=bB 
2

4
 

 

有了 a 乐句这样充分的情绪渲染和铺垫，那么作为回答的乐句 b，尽管它在前半句仍在延

续 a 的兴奋情绪，但后半句已经担任起总结、收拾整个乐段，并使之逐渐地趋于平静与稳定

的功能作用了： 

 

三、复乐段的结构与临摹 

四个乐句组成的乐段有很多类型，相比之下，“复乐段”类型以及“起、承、转、合”类



型的乐段，由于结构相对简单，而且具有较为清晰的乐句条理性，应作为初学者临摹阶段主

要的学习、训练对象和首选类型。 

（一）复乐段的结构 

复乐段是乐段的一种特殊形式。典型的复乐段为二重复乐段，多由两个大致呈 ab 结构的

对比乐段叠加、组合而成。其曲式结构图式多为 aba1b 或 abab1 等样式。 

从乐思陈述、表达的方式看，复乐段当中两个乐段的乐思含量和情绪内容，基本上是相

等和相同的，之所以采用复乐段的结构形式，将这两个大同小异的乐段“捆绑”使用，是因

为形成这样的结构，往往可以使歌曲产生出 1+1＜2 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格局，从整体上

看，不但乐思的分量加重了，而且情绪内容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渲染和强调。 

例 8 

草原英雄小姐妹（片断） 

1=F
2

4
                                                                 吴应炬曲      

 

例 9 

月  之  故 

1=bE 
4

4
                                                                刘庄曲 



 

例 8、例 9 两例，在乐思的陈述和展开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手法特点：① 在第一个乐

段的音乐主题当中，它对于自己所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或意境，已经把握得相当的准确和完整。

音乐语言优美而流畅，而且非常具有个性。② 为了使第一个乐段塑造的音乐形象，变得更加

的深刻与厚重，第二个乐段在技术手法上，仍然采用将整个乐段变化重复一遍的方式进行表

达，因而收到音乐形象更加集中和突出的理想效果。③ 复乐段的结构为下一阶段歌曲（即二

段曲式歌曲第二个段落）高涨情绪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 

（二）对复乐段的临摹 

要对此种类型复乐段进行临摹，构思或选择好第一个乐段就显得非常关键。如果选择了

如例 10 这样一段民歌作为复乐段的第一个乐段的话： 

例 10 

1=C
2

4
    

 

那么，下一步的复乐段的合成，则“水到渠成”： 

 



四、“起、承、转、合”结构类型的乐段及临摹 

对于初学阶段来说，“起承转合”结构类型是一种稍带难度的乐段临摹类型。其结构图式

为 abcd 形态阵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梁祝”协奏曲中，作为全曲核心主题的“草桥

结拜”爱情主题以及《同一首歌》（陈哲、迎节词  孟卫东曲）的主题乐段。 

例 11 

“梁祝”协奏曲“草桥结拜”爱情主题 

1=G 
2

4
                                                          何占豪 陈钢曲 

 

例 12 

同一首歌（片断） 

1=F 
4

4
                                                                孟卫东曲 

 

从技术方面的表达特征来看，“起承转合”类型乐段就是以其中四个乐句的连贯、递进式

的进行，共同完成一个完整乐思的表达与陈述。每个乐句所包含的乐思，是乐段整体乐思的

一个部分，而每个乐句又由于排序位置的不同，分别担负着“起、承、转、合”乐思情绪的



转换与递进曲式功能。它们在整个转换和交接的过程中，旋律线条非常的自然和连贯。相对

乐段和复乐段而言，这样的乐段类型，音乐的艺术内涵和底蕴更加深刻，乐思的层次感也更

为细腻和丰富。因此，在临摹这类乐段之前，首先需要对音乐范本进行反复的感觉和品味，

只有真正地感悟出其中所包含的乐思表达交接方式上的连贯、自然等音乐内涵之后，临摹才

能有效地进行。初学者在目前阶段是否一定要做这样的临摹练习，则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和能力而定。 

【思考与练习 2】 

1. 分析下列曲式属于平行乐段还是对比乐段。 

忘不了你呀妈妈（小模曲） 

1=C 
2

4
                       

 

知道不知道（佚名词曲） 

1=G
2

4
     

 

黄土高坡 

1=E 
4

4
                                                                 苏越曲 

 



 

2. 对典型的平行乐段旋律进行写作临摹。 

（1）以题目所给出的旋律乐句为第一乐句 a，顺势写出与之对应的第二乐句 a1。 

① 1=bB 
2

4
   

 

② 1=F 
2

4
    

 

③ 1=bB 
2

4
 

 

（2）根据自己的音乐感觉，编写 2～3 个平行乐段歌曲旋律。 

3. 对典型的对比乐段旋律进行写作模仿。 

（1）以题目所给出的旋律乐句为第一乐句 a，顺势写出乐句 b： 

① 1=bB 
2

4
   

 

② 1=C 
3

4
    

 

（2）根据自己的音乐感觉，编写 1～2 个对比乐段歌曲旋律。 



（要求：所有的旋律写作练习，都需要反复地进行哼唱，并在钢琴上弹奏。） 

【思考与练习 3】 

1. 分析下列曲式歌曲旋律，判断它们属于复乐段或“起承转合”乐段。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E
3

4
                                                              胡宝善词曲 

 

松  花  江  上 

1=bB
3

4
                                                              张寒晖词曲 

 

原  野  牧  歌 

1=bE
2

4
                                                                黄仁佳词 

 

绿  岛  小  夜  曲 

1=F
4

4
                                                                 周兰洋曲 



 

 

2. 对二重复乐段进行写作模仿 

（1）以题目所给出的歌曲旋律为第一个乐段，顺势写出它的第二个变化重复乐段。然后

将两者“捆绑”起来，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二重复乐段。 

1=F
2

4
                                                                 山西民歌 

 

1=F
2

4
                                   

 

（2）以思考与练习二第三题 1、2 小题中自己续写完成的对比乐段为第一个乐段，顺势写

出它的第二个变化乐段。然后将两者“捆绑”起来，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二重复乐段。 

3. 以下面给出的乐句为乐段的“起”句，写作完成一个由四个乐句组成的“起承转合”

乐段。 

1=F
2

4
   

 



（要求：所有的旋律写作练习，都需要反复地进行哼唱，并在钢琴上弹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