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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mdash;&mdash;《思索死亡的精神之旅：勃拉姆斯音乐创作&ldquo;死
亡情绪&rdquo;之解析》，是音乐学研究者李晶对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遗产中，与死亡相关联的
作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与人文解读。
我想，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勃拉姆斯的有关作品本身，提出了有深度的分析解读；也不
仅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欣赏这些作品；而更在于这一课题是西方音乐史领域全面、深入理解与评价勃
拉姆斯一生创作道路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晶的学术视野开阔，她对勃拉姆斯的与死亡相关联的作品全面剖析以后指出，勃拉
姆斯的这类创作，从整个西方音乐史看来，是&ldquo;处于一条承上启下的链条当中&rdquo;。
于是，李晶在《思索死亡的精神之旅：勃拉姆斯音乐创作&ldquo;死亡情绪&rdquo;之解析》中简要回
顾了西方音乐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曲家的创作中有关&ldquo;死亡&rdquo;的艺术表现。
这一回顾，虽然简要，却十分有意义。
因为这涉及了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取向的问题。
这就关系到&ldquo;西方音乐何以为西方音乐&rdquo;这个根本问题了。
这不能不说是阅读这本《思索死亡的精神之旅：勃拉姆斯音乐创作&ldquo;死亡情绪&rdquo;之解析》
时所获得的一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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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勃拉姆斯音乐中死亡情结之探源　　死亡是人无法回避的永恒问题。
冰冷的现实向每一个生存个体无情地宣称：人终有一死。
死亡的阴影时时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轻而易举地令人畏惧，死比生更具浓厚的神秘色彩。
培根曾经说过：&ldquo;入之怕死犹如小孩子害怕黑暗。
&rdquo;黑暗的奧秘已被人们洞悉，而死亡却还是个未解之谜。
为了驱除黑暗，人们发明了蜡烛、电灯等辅助工具，而对死亡却束手无策。
因为每个人都将有面对死亡的一刻，却没有机会再回头描述或记录所谓死亡的过程。
于是人类只能求助于情感，求助于想象反抗死亡，驱使着人们努力寻求一种高于死亡的存在或精神，
使自己相信某种不朽。
这是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以来，一直致力探索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死亡具有&ldquo;属人&rdquo;的规定性，是任何人随时都会遭遇并将最终面对的事件，然而
它却是一个&ldquo;永远让人猜不透的谜&rdquo;，是包括以往和现代人类在内的所有理性生命都会经
历并试图参悟的&ldquo;最终情结&rdquo;和&ldquo;生命本能&rdquo;。
因而任何对这一奥秘的历史解答，都将具有现时代的意义。
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死亡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永恒思考。
早在古希腊时期对死亡本性的哲学思考一开始就轰轰烈烈。
毕达哥拉斯说它是灵魂暂时的解脱；赫拉克利特说它很平常，它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德谟克
利特说它是自然的必然性；到了中世纪死亡这种生理现象被抹上了很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一种&ldquo;罪感文化&rdquo;，关注人类的&ldquo;苦难与救赎&rdquo;，因而从不
避讳谈论和询问死。
基督教对死亡问题的回答，总是同有关彼岸以及现世对人生的拯救问题联系在一起。
上帝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喊出临终遗言：&ldquo;成了！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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