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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音乐颠峰40部》向入门者介绍了40部重要而又通俗的古典音乐作品，教你听什么、为什么
听、买什么唱片，讲述古典艺术家对音乐作品的感受。
书中还介绍了30多位作曲家的其他120多部作品，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
鲁德尔在不借用音乐术语的情况下带你领略了一部又一部作品，逐个乐章加以解析，指出旋律与主题
，明辨音乐的精华、著名段落和重要过渡段，以此帮助读者理解音乐结构。
经他指点迷津后，古典音乐不再是一堆杂乱的声响，而是像摇滚乐一样通俗易懂，让人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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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比利·乔)绪论一　巴赫：《F大调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二　巴赫：《B小调第二乐队组曲》，
巴赫作品编号1067三　巴伯：《弦乐柔板》四　巴托克：《乐队协奏曲》五　贝多芬：《降B大调为钢
琴、小提琴和大提琴所作钢琴三重奏“大公”》，作品97号六　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皇帝”》，作品73号七　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八　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
曲“合唱”》，作品125号九　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作品9号十　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
曲》，作品68号十一　科普兰：《阿帕拉契亚之春》，为玛莎创作的芭蕾舞剧十二　德彪西：《牧神
午后》十三　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十四　格什温：《蓝色狂想曲》十五　
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号十六　亨德尔：《水上音乐》十七　亨德尔：《弥赛亚》
清唱剧三部分十八　海顿：《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十九　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作
品32号二十　马勒：《D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二十一　门德尔松：《A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
”》，作品90号二十二　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K58l号二十三　莫扎特：《C大调第
二十一钢琴协奏曲“埃尔维拉·迈迪根”》，作品K467号二十四　莫扎特：《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
“朱庇特”》，作品K551号二十七　奥尔夫：《布兰诗歌》二十八　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
狂想曲》，作品43号二十九　拉威尔：《波莱罗》三十　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三十一　圣·
桑：《动物狂欢节》三十二　舒伯特：《A大调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五重奏“
鳟鱼”》，作品667号三十三　舒伯特：《B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三十四　斯美塔那：《沃尔
塔瓦河》选自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三十五　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作品314号三
十六　理夏·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30号三十七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三
十八　柴科夫斯基：《1812序曲》，作品49号三十九　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
作品74号四十　　维瓦尔第：《四季》附录A部分音乐术语汇编结束语其他重要作品名录一些补充作
品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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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第二乐队组曲是他创作的4首组曲中的一首。
确切的创作日期尚存分歧，因为巴赫作品的创作日期并无准确记录。
这套组曲最有可能创作在1717年至1723年或1729年至1731年之间，完成创作可能是在前一时期，后一时
期则加以重新抄写和修订。
不管哪一时期更准确，说这套组曲或序曲创作于巴洛克音乐顶峰时期，大抵是不会错的。
　　巴赫和亨德尔是作品流传至今的数十位作曲大师中的佼佼者，同一时代从事写作的有伏尔泰、笛
福和菲尔丁等人，安东尼·华托（法国画家）、克里斯托弗·雷恩（英国建筑师）和后来的卡纳莱托
（意大利画家）创作了具有时代风格的艺术和建筑作品。
一言以蔽之，这是个充满创作热忱的时代。
“乐队组曲”可以用“序曲”来换称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0uvetture（法语“序曲”），因为这首曲
子是用法国巴洛克风格创作的。
这4首组曲的特点，在于任何一首均以舞曲的形式写就。
　　“乐队”这个词容易让人发生误解，仿佛有一大群乐手似的。
尽管这些作品可以也曾经被大型乐队演出过，但巴赫的本意却是让一到两个乐手演奏一个声部以限制
乐队人数，因为巴赫时代的乐手人数有限。
虽然每一首组曲中都有一些有名的乐章，比如第三号组曲中有名的咏叹调，但第二号组曲可能是4首
组曲里演得最多的一首。
　　其确切名字是供长笛、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用的B小调序曲，另外低音羽管键琴参与了
整首曲子的演奏。
这首组曲特别出名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巴赫使用了独奏长笛，后来像长笛协奏曲一样成了独奏长笛的
重要曲目，成为所有长笛手的主打曲目。
第二号组曲分成7段不同舞曲，长笛在每一乐章里都扮演重要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频繁的段落重复，这是巴洛克风格的一个特点。
该组曲每一乐章中的某些片断会重复两到三次。
欣赏这首啦子的有趣之处，在于观察演奏者是如何变化这些重复段落，从而使得这些段落听起来妙趣
横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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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在关于指导欣赏古典音乐的书籍，虽谈不上汗牛充栋，却也让人有满坑满谷之感，凭心而论，
精彩的不多。
其实也是，要把这样形式的册子写得深入人心实属不易，个中原因，不遑多论。
　　手头却有本新书，初看书名《古典音乐颠峰40部》，嚯，口气不小。
但细细读来，感觉其中确有过人之处，可爱和庄严并存，通俗及伟大相融。
是好书，愿和广大读者共同分享。
　　叩指细数，特别之处有四点：　　一、西方的古典音乐的发展，历经400多年，谱写出了无数的优
秀华章，可摆在入门者面前的好象太过庞大，其中许多确是经典，但并不一定适合入门。
这种情形在别的领域也都存在：一样东西如果自己喜欢那纯属个人爱好，但如果有件东西上至专家权
威下至平头百姓都为之赞美的话，那它就会像钻石般许多层面都在闪光。
这部书里遴选出的这40部作品，无疑就是后者吧，窃以为就这40部，也可供人相伴一身。
因为这浩瀚大海中的一瓢，既是经典，又为精品！
　　二、音乐的欣赏指导，有时会纷繁复杂，让人消化不良，有时却会简单的近乎苍白，犹如竹蓝出
水。
本书中作者的讲解和分析透彻明了。
大刀阔斧，分析的细腻——像中国的疱丁解牛；丝丝入扣。
讲解的详尽——犹如瑞士的钟表匠，缜密严谨。
一篇亨德尔的《弥赛亚》三部分53段占了15页，好厉害！
另外书中在介绍一首乐曲之前，还要遵循历史的轨迹把和乐曲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向读者交代。
如对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书中写道：乐曲的最初版本写于1874年，这年巴黎举行了第一次
印象派画展，这个流派的名字来自莫奈的绘画《印象：日出》。
这显然是个过渡的时代：1874年，迪斯累里就任英国首相，托马斯?哈代写了《远离尘嚣》。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诞生了很多后来影响了20世纪走向的非凡人物，包括1923年就任美国第三
十一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美国诗人罗
伯特?弗罗斯特、英国作家W?萨默塞特?毛姆、美国先锋派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英国作曲家古斯塔
夫?霍尔斯特、奥地利出生的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和意大利工程师、无线电之父古列尔莫?马可尼。
如此全面过瘾的叙述在国内的同类书中出现尚属首次，这对热爱艺术的读者却大有裨益，让人感知到
同一时代在全球各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及科技纵横交错发展的多时空层面，感觉新颖，兼有脉络清
晰。
总之这本拿在手上，读来却不累。
　　三、正儿八经地欣赏音乐和无休无止地奢谈版本曾是那样地泾渭分明，以至于水火不容，前者有
些自命不凡，而后者为了炼就一副“金耳朵”走火入魔，其实现在大家都已明白：耳朵终究是肉做的
。
这本书中作者也会在介绍分析音乐之后适时地为读者介绍一些音乐的唱片版本，但寥寥数语，点到为
止，既考虑了些许的个人口味，又从中体现了作者高雅的品位和不凡的造诣，有许多不是现今市场上
充斥的所谓钦定版、权威片等，这会让不少“专家权威”大跌眼镜，但细细咀嚼一番却深感又在情理
之中：如巴托克《乐队协奏曲》的版本推荐既不是卡拉杨、索尔蒂，也不是库贝利克，却是阿达姆?费
夏及匈牙利国立；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皇帝”》，什么肯普夫、巴克豪斯和塞金、吉列尔斯通
通落榜，登顶的却是鲁宾斯坦/克里普斯/空中交响乐团，却也不是鲁宾斯坦和莱因斯多夫的合作。
那2张片子我曾见过它们躺在商店的唱片架上积灰和流泪，但高超的演绎及平价的配置绝对不是小姐
们茶余饭后的甜点。
凡此种种在书中比比皆是，想来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特吸引人的眼球。
　　最后一点，作者出身音乐世家，父亲为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但他自己却一贯低调，从不在人前
刻意地炫耀这点。
虽本身也是位音乐家，幼年就学习音乐，并热爱有加，又兼有唱片业工作的业绩，使之成为一个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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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风格与现代元素的多面手。
椐陋知，此类书（既是专业人士又从事撰写欣赏普及读物），国内出版的好象只有爱德华?唐斯的《管
弦乐名曲解说》。
难怪本书一推出就会受到比利?乔和马友友这样的在流行和古典领域各自取得非凡成就人士的大声叫好
和鼎力推荐。
作者在书中运用其广博的音乐知识和流畅通俗的语言，使得严肃的古典音乐也变得不那么刻板了，现
代音乐也流露出了流行歌曲的美丽和悦耳；在阅读和欣赏中那些伟大的作曲家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对
着你大叫：“让我们来培养你！
”，而只会感受到作者在向读者们说：“让我们一起来共享欢乐吧！
”　　音乐是富有力量的；让它将你带到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种心境中去。
但是，无论如何，请别对其敬而远之。
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怕是不愿意看到有人觉得他们的旋律和情感令人无法接近的，同样地，当一个伟大
的作家得知他的作品不能为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他也会哀伤不已。
音乐就是“情感”，这是你们本来就拥有的东西，现在就请来感受音乐吧。
当然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作者：安东尼?J．鲁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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