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欣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音乐欣赏>>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3367

10位ISBN编号：704026336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王建欣 编

页数：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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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欣赏>>

前言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音乐欣赏》自2003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欢
迎和较高的评价，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
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广大青年学生对音乐欣赏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与提升，特别是全
国高职高专院校对高技能人才的人文素质培养工作愈加重视，这些都是促使我们悉心完成本次修订工
作的重要动因。
本书主编王建欣和副主编周小静是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在音乐教学岗位上有多年实践经验，并都曾长
期担任电台音乐专栏节目主持人，在高等院校、中学做过大量普及性讲座。
他们对青年人的音乐修养现状和他们的迫切要求有深入了解，同时也对目前我国音乐普及教育有认真
思考。
本次修订，除更正了部分脱、衍、别字，还增添了部分曲目和图片；并在每章的后面增加了&ldquo;学
习重点提示&rdquo;，希望能够为读者的进一步学习、思考，提供些许帮助。
此外，本书所附多媒体光盘的修订幅度较大，不仅包括书中所出现的全部音乐实例、乐谱、图片以及
相关背景介绍；同时对如何欣赏音乐、音乐的基本要素（旋律、节奏等）和音乐的结构（织体与曲式
）以及音乐表演与欣赏等环节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并通过典型而生动的音乐实例，介绍
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和表现手段；还包括可检索的乐器小辞典和体裁小辞典，音乐欣赏基础曲目以及
唱片目录。
　　本书体现了两种方法，一是从音乐本体入手，力求帮助学生了解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和表现手段，
获得认识这门艺术的&ldquo;钥匙&rdquo;，从而走出一味依赖&ldquo;解释&rdquo;而缺乏自己在听觉上
的真切体验的误区；二是使读者从历史角度对中国和西方音乐获得整体认识，以避免只记住一些名曲
旋律而难以深入领会其文化意蕴的浅层状态。
　　为给授课教师提供有效的帮助和丰富的资料，本书内容大于课堂所需。
建议每位教师根据自己和学生的情况选择教材中的主要内容灵活地编写教学大纲。
如可选择音乐实例较多的、学生感兴趣的章节作为课堂重点进行讲解，其余由学生课下阅读。
也可尝试学生提前阅读、聆赏，课上讨论的方法。
　　承蒙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主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本书所引用的部分作品作者未能&mdash;&mdash;周知，请原作者见书与我们联系
。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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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天津音乐学院资深教授编写。
全书分为&ldquo;中国音乐赏析&rdquo;、&ldquo;西方音乐赏析&rdquo;上下两篇。
上篇为&ldquo;中国音乐赏析&rdquo;，分两章简要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和民歌、曲艺、戏曲、器乐
的欣赏方法；下篇为&ldquo;西方音乐赏析&rdquo;，分为七章，以史为线索，介绍了西方音乐的主要
流派、作曲家及不同题材、体裁的作品。
《音乐欣赏（修订版）》附带的多媒体光盘，包括了书中所出现的全部音乐实例、乐谱、图片以及相
关背景介绍；同时对如何欣赏音乐、音乐的基本要素（旋律、节奏等）和音乐的结构（织体与曲式）
以及音乐表演与欣赏等环节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并通过典型而生动的音乐实例，介绍了
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和表现手段；还包括可检索的乐器小辞典和体裁小辞典，音乐欣赏基础曲目以及唱
片目录。
《音乐欣赏（修订版）》可供高职高专院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学
生使用，亦可供音乐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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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国音乐赏析第一章 漫步中国音乐史长廊第一节 八音克谐第二节 盛唐歌舞第三节 小红低唱第四
节 花雅之争第五节 西乐东渐一、学堂乐歌二、专业音乐教育三、音乐与救亡图存四、音乐的革命化
、民族化、群众化五、&ldquo;样板戏&rdquo;的音乐成就六、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发展第二章 中国音
乐的体裁与名作欣赏第一节 &ldquo;思无邪&rdquo;一一民歌一、劳动号子二、山歌三、小调第二节
&ldquo;负鼓盲翁正作场&rdquo;&mdash;&mdash;曲艺一、苏州弹词二、京韵大鼓三、单弦牌子曲第三
节 &ldquo;血气为之动荡&rdquo;&mdash;&mdash;戏曲一、昆曲二、京剧第四节 &ldquo;洋洋乎盈
耳&rdquo;&mdash;&mdash;器乐一、琴二、筝三、琵琶四、二胡五、笛六、笙七、唢呐八、江南丝竹
九、广东音乐上篇结语下篇 西方音乐赏析第三章 阿波罗的馈赠&mdash;&mdash;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
第一节 里拉与诗人&mdash;&mdash;古希腊音乐第二节 鼓号与武士&mdash;&mdash;古罗马音乐第三节 
呼唤拯救&mdash;&mdash;早期基督教音乐第四章 十字架下的吟咏&mdash;&mdash;中世纪音乐第一节 
虔敬的祈祷&mdash;&mdash;基督教音乐的初建一、格里高利圣咏二、教会音乐理论三、格里高利圣咏
的发展第二节 艺术的萌芽&mdash;&mdash;多声音乐的形成和世俗音乐的发展一、多声音乐的形成二、
世俗音乐的发展第三节 &ldquo;新艺术第五章 自然与爱的和谐&mdash;&mdash;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第
一节 第一支大师队伍&mdash;&mdash;英国、勃艮第、法－佛兰德乐派第二节 清新的田园牧歌－文艺
复兴时期的世俗音乐一、意大利世俗声乐作品二、法国及其他国家世俗声乐作品三、16世纪的乐器和
器乐第三节 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mdash;&mdash;文艺复兴晚期的宗教音乐一、宗教改革和新教音乐
二、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音乐第六章 激情与理性的建构&mdash;&mdash;巴罗克时期的音乐第一节 巴
罗克音乐风格概述第二节 帷幕升起&mdash;&mdash;巴罗克歌剧及其他大型声乐体裁一、歌剧的诞生二
、意大利歌剧三、法、英、德国歌剧四、其他大型声乐体裁第三节 键盘与丝弦的共鸣&mdash;&mdash;
巴罗克器乐一、键盘乐二、弦乐独奏曲、室内乐及大型器乐合奏第四节 巴罗克艺术巔
峰&mdash;&mdash;巴赫和亨德尔一、巴赫二、亨德尔第七章 理想主义的光辉&mdash;&mdash;古典主义
时期的音乐第一节 探索时代&mdash;&mdash;前古典时期一、正歌剧的改革和喜歌剧的兴起二、器乐风
格的转型和交响曲体裁的奠基第二节 交响时代&mdash;&mdash;古典主义盛期一、交响乐之
父&mdash;&mdash;海顿二、永恒的阳光&mdash;&mdash;莫扎特三、用痛苦换来欢乐&mdash;&mdash;贝
多芬第八章 狄奧尼索斯的狂喜&mdash;&mdash;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第一节 音乐的述
说&mdash;&mdash;标題音乐、综合艺术和纯音乐第二节 人生的咏叹&mdash;&mdash;歌剧艺术的发展与
变革一、意大利歌剧二、法国歌剧三、德国歌剧第三节 纺车旁的心曲&mdash;&mdash;歌曲与小型器乐
曲一、歌曲二、器乐第四节 绚烂的田野&mdash;&mdash;民族乐派的兴起第五节 告别&mdash;&mdash;
浪漫风格晚期以及对传统的背离第九章 多元时代&mdash;&mdash;20世纪音乐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的音
乐一、揭示人生的苦难&mdash;&mdash;表现主义音乐二、大地深处&mdash;&mdash;民族主义音乐三、
向传统致敬&mdash;&mdash;新古典主义音乐第二节 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一、整体序列主义二、偶然音
乐三、电子音乐四、简约派五、拼贴音乐六、新浪漫主义七、第三潮流下篇结语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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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指出的是，一部分宋词过分沉湎于纸醉金迷，沿袭了晚唐五代那种&ldquo;倚红偎翠&rdquo;
的陋习，是不值得提倡的。
即使是享有&ldquo;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rdquo;之盛誉的柳永，早年的创作也是&ldquo;好为淫冶
讴歌之曲&rdquo;。
除了以上提到的诸位，宋代的很多词人都是优秀的音乐家，晏殊、陆游、李清照等，都常常沉醉
于&ldquo;清歌妙舞，急管繁弦&rdquo;之中。
　　中国传统音乐的面貌，是从多个侧面反映出来的，这和西方的情况不同。
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其音乐成就多反映在交响乐、室内乐、协奏曲、独奏曲、歌剧音乐、舞剧音乐
等领域；而中国的情况，如果不将曲艺、戏曲一起加以考察，就很不全面了。
　　宋代诗人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写到：&ldquo;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
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rdquo;这首诗形象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夕阳洒满村庄，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陆续从田间
回来。
村中硕大的古柳树下围满了人，原来是一位身背着书鼓的盲艺人正在中间唱曲。
唱的内容是汉代蔡伯喈&ldquo;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rdquo;的故事。
看来这位讲唱艺人的水平不低，所有来听的人都被他讲的故事打动了，以至于艺人走后多时，满村的
人还在谈论着蔡中郎（伯喈）的是与非。
在参考了其他文献以及能够反映那时民俗生活的绘画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表演，与今
天仍在流行着的各类弹词、大鼓极为相像。
在当时，这些被称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陶真。
再往前追溯的话，隋唐时讲唱佛经的变文，也是其源头之一。
实际上这种演出方式在民间从未中断过，明代的话本小说如《金瓶梅词话》等，在每一回的开始和结
尾处的那段韵文，还很明显地保留着演唱的痕迹，如第四十九回的开始：&ldquo;宽性宽怀过几年，人
死人生在眼前。
随高随下随缘过，或长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无休叹息，家贫家富总由天。
平生衣禄随缘度，一日清闲一日仙。
&rdquo;实与我们今天的曲艺唱词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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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音乐欣赏（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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