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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要点
　　本书使用“对位法”之名称，将对位技术训练与作曲思维、音乐风格、审美相结合，在尊重历史
的基础上注重其不同时期的写作风格与特点，力图还原真实而传统的对位法教学。

　　第一册《分类对位法》是对位法的基础和精华，这一部分对于作曲和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生尤其重
要。
它不仅有助于学生从根源上逐步了解对位法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掌握这门写作技术，还会帮助学生进一
步拓展新的写作与研究领域，包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作品的研究以及向近代的音乐理论研究
扩展，比如：申克分析法。
分类对位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本身并不包括很多复杂的手法、风格和技法，而是一种抽象化的理念
。
其自身具有很强的伸缩力，几乎可以扩展延伸到音乐历史中的各个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显示了西方音乐发展各个时期所共有的逻辑关系--从文艺复兴时期至21世纪，其
都以含蓄、抽象的形式不断地影响着音乐思维及内在动力的展开。

　　第二册《自由对位法》将以18世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作品为主线（也包括其后许多
作曲家的范例），展现这一时期对位写作的特征、技术，同时包括这些技术在音乐作品中的具体运用
。
出于这一点的考虑，第二册还将对大量复调音乐体裁的实例进行分析，作业着重于风格模仿及不同复
调音乐体裁的创作，例如：巴赫《英国组曲》和《法国组曲》中的一些舞曲、创意曲、圣咏前奏曲、
圣咏变奏曲、帕萨格利亚和和赋格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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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部一音对一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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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拉莫和福克斯，这两个同时代的音乐家，同时从事音乐创作、同时进行音乐理论研
究，却在同一时间里，一个总结新潮、一个总结过去。
有意思的是，总结新潮的并没有丢弃过去，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过去的也
没有落后于新潮，因为他的理论跨越了数百年，直至今天还从各个方面启发人们在音乐理论与技术上
的想象力和创新力。
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理论，在无数作曲家的实践中，相互矛盾、相互碰撞、同时也相互作用和相
互补充。
如果没有当时这两极的分化，也许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声、对位法，甚至当今一切现代音乐理
论体系。
 我们面前总是摆着两个不同的学科：和声与对位法。
我们的老师都是这样教的，我们今后也可能这样教我们的学生，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理论和技术。
但实际上，通过实践、通过研究每一位作曲大师的创作和他的思维过程，我们发现，和声与对位法不
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太相似了，以至于它们就是同一家庭中的双胞胎，享
受着同一血缘、同一基因，它们之间互通、互补，甚至有时让你很难分辨究竟谁是谁。
没有对位法，和声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和声，对位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在作曲家的思维里，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思维的两个不同方向。
掌握对位法技术和理论，不仅仅是为了创作复调音乐体裁的作品，更重要的是理解音乐创作的规律和
音乐理论的构成与发展，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音乐这片神秘而自由的天地里尽情发挥各种技巧和无限想
象力。
 尽管和声与对位法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但如果没有结构的组织与安排，这二者就会成为空架子——
和声与对位法必须在合乎逻辑的结构概念下才有意义、才可以发挥其特定功能。
对位的思维不仅仅有助于多线条的写作，还直接或间接地对作品结构产生影响：没有结构、没有音与
音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音乐发展的脉络，对位法本身无法施展自己的魅力；反之，没有对位思维以及
多声部之间的逻辑关系，音乐结构和发展脉络同样也无法形成。
可以说，对位化思维从中世纪至今一直对音乐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对位法的声部纵横关系为配器提供了技术和理论支持。
无论在对位化或非对位化的织体中，声部进行的走向为不同乐器声部的横向运动提供了条件。
对位法的空间感与配器技术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每时每刻都在展现着空间及其变化运动。
这种空问概念直接影响着乐器音色的分配、音区的安排以及每一声部的横向运动。
对位写作中的空间感可以直接转换到配器写作中的空间感，这二者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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