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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西方音乐史多幕剧，使我们尽情地欣赏文字所能带来的音乐之美。
神奇微妙转瞬即逝的音乐，是在空气中振动形成的。
人类凭借自己理解声音的能力创造出了音乐，因此我们可以将音乐的历史看成人类观念变化的历史；
音乐的历史也是人们生活的写照。
《西方音乐的历史》从早期的希腊音乐写起，讲述了格列高利音乐，复调音乐。
尼德兰音乐，意大利歌剧以及乐器的分明发展、成形；并讲述了巴赫与亨德尔，格鲁克，韦伯与舒伯
特，瓦格纳，威尔第与比才，以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故事与创作史。
重点讲述了19世纪以来的帕格尼尼与李斯特，柏辽兹与施特劳斯，肖邦与勃拉姆斯，德彪西等等音乐
家的故事与传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音乐的历史>>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保罗·贝克 译者：陈小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音乐的历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音乐的历程第一章 怎样去理解音乐的历史第二章 早期音乐的特征——古希腊音乐第三章 格列
高利音乐第四章 复调音乐时期第五章 尼德兰音乐第六章 复调与和声第七章 器乐和声第八章 意大利歌
剧与清唱剧第九章 巴赫与亨德尔（一）第十章 巴赫与亨德尔（二）第十一章 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音乐
第十二章 伟大的器乐作曲家第十三章 格鲁克第十四章 欧洲乐坛的霸主第十五章 人间的音乐圣人第十
六章 早期浪漫主义——韦伯与舒伯特第十七章 民族浪漫主义第十八章 瓦格纳、威尔第和比才第十九
章 后期浪漫主义第二十章 现代音乐的发展趋势 第二编 房龙音乐第二十一章 音乐史的写作是最难的第
二十二章 歌剧第二十三章 伦巴第提琴之乡第二十四章 新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第二十五章 亨德尔第二
十六章 海顿第二十七章 莫扎特第二十八章 贝多芬第二十九章 巴赫家族第三十章 19世纪的音乐第三十
一章 Das Lied第三十二章 帕格尼尼和李斯特第三十三章 柏辽兹第三十四章 约翰·施特劳斯第三十五章
肖邦第三十六章 理查德·瓦格纳第三十七章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第三十八章 克劳德·德彪西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音乐的历史>>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怎样去理解音乐的历史神奇微妙，转瞬即逝的乐音，是在空气中通过振动形成的。
人类凭借自己理解声音的能力创造出了音乐。
因此，我们可以将音乐的历史看成是乐音的历史，也是空气振动形式的历史，是人类观念变化的历史
。
总之，音乐的历史就是人类生活的缩影。
《音乐变革的历史》是原先讲座的标题，之所以以它为题，是为了表明我所理解的音乐发展史的观点
和方法。
因为受篇幅所限，我不能将作曲家的生平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所有重要的音乐形式无一遗
漏地全部予以介绍。
即使有足够的篇幅，我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
有关音乐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著名音乐家生平的书籍到处都可见到，而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音乐发展
的历史的书籍就屈指可数了。
如果对读者这样讲述：贝多芬，1770年生于波恩，1827年卒于维也纳，曾谱过钢琴曲、交响曲和声乐
套曲，主要采用奏鸣曲式谱写作品，那么我们仅仅是在对史实进行毫无意义的整理和罗列，而且读者
读过后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我们能说出在贝多芬所处的时代，交响曲、室内钢琴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奏鸣曲式为什么能盛
行一时；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出这些历史事件产生的条件与背景，即便人们忘记了某些细节，而那些独
到的见解却会让读者铭记心中。
历史并不是历史事件或者所谓事实的堆砌，而是幅描绘人类生命历程的画卷。
看待历史不应该像看一场简单的古装戏，只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有了深刻的理解才可能真正理解
历史。
正因为我的这一指导思想与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传统理解方法不同，所以本书将我的音乐史观放在第一
章中阐述。
在音乐史书中，我们经常见到“发展”一词，人们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种逐步完善的过程。
纪元前的音乐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声乐发展成为器乐；交响乐经历了从曼海姆乐派到
海顿、莫扎特及贝多芬的漫长发展过程；歌曲经历了从舒伯特到胡戈·沃尔夫的发展过程等等。
人们在讲述音乐发展的历史时，一般都将简单音乐视为复杂音乐的先导，并将复杂音乐视为早期音乐
的改善和提高。
我想，也许是19世纪进化论思想的风行从而使人们形成这种观念的，然而，人们解释进化论思想时很
明显是存在着误区的。
生物本身不同的阶段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每一发展阶段也确实是上一阶段生物进化的结果，这
都是毫无疑问的。
进化论在说明生物之间的发展关系，特别是那些外形有很大区别的物种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断言发展了的后代一定比前一代优越，那么进化论就变成了一种荒谬的理论。
既然促进生物进化的力量是不变的，既不能增添也不能消减，那么这种力量的作用也一定是完全相同
的，所发生变化的变化也只是外形上的变化。
所以，进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转变过程，而不是进步。
较早把握进化论精髓的歌德认为，植物不存在进化之说，而只能发生形变，也就是说只是植物的有机
组织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变化取代进化的观点应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而在研究艺术发展史时特别应该如此。
古代人和现代人完全一样，至少在智力上是相同的。
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前人，视他们为原始低级的人类。
虽然前人没有现代人那么多、那么先进的设施，却和我们同样具备人类的优秀品质。
因此，进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或者完善，至少在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人类生生不息的一切努力只能
促进艺术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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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历史不仅仅是陈述历史事件，关键在于挖掘导致这些变化的规律和动力。
以进化的观点来指导历史研究是一种错误，应该用变化的观点取代它。
艺术形式无所谓进化而只有变化，这是我们现在研究音乐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
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它在每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而且反映出每一个时
期的音乐创造者的性格特征。
所以，我们认为古代人智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比不上现代人是毫无理由的。
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形成音乐的乐音（即振动的空气）无法保存，这使我们永远无法
真正了解过去的音乐形式。
造型艺术用石块、画布和颜料来表现；诗歌中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诉诸文字，可以得到准确的记录。
但是，音乐是靠空气振动形成的，我们如何将它保存下来呢？
当然，乐谱符号可以记录音乐，但是在准确程度上，乐谱记录显然比不上文字。
我们现在甚至已经无法准确地知道18世纪的人们到底是怎样演奏音乐的。
而且，就算手中有一切有关的乐谱，我们也无法了解巴赫或者亨德尔在作曲时，他们的脑海中形成的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曲调。
如果再上溯二三百年，那么在音乐研究中所遇的困难会更多，学术界也会有更多的意见。
比如，曲作者希望如何表现自己的作品呢？
是只用声乐还是加入器乐呢？
越向前追溯，音乐研究的困难就越多。
即便是对于一些非常浅显的问题，如节奏或某一个单音的长短也只能在乐谱上猜测。
如果想研究那些没有乐谱的古代音乐那就更加困难，那时的人们记录音乐所使用的是一种类似现代速
记符号的“纽姆”乐符。
　 一直到12世纪，人们才不再使用纽姆乐符。
由于时代变迁或者地区差异，纽姆乐符代表的意思也不尽相同。
虽然破译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
我们永远无法真实地再现古代音乐，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认识它。
同样，我们也永远不能欣赏到真正的16世纪、12世纪、9世纪的音乐或者古希腊音乐。
即使我们拥有大量材料，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谈到古代音乐时，我们也只能像盲人描绘色彩一
样缺乏感性认识。
我们缺乏对古代音乐的直觉感受，而这种感受只有在听到古代音乐才会产生。
因此，对于音乐历史的研究是任重道远又充满困难的。
对绘画、雕塑和建筑我们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因为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实物摆在那儿，诗歌也
可以用文字记载下来。
但是，音乐全凭乐谱记录，而且人们对乐谱的解释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的。
历史越是久远，人们对音乐演奏技巧的要求越是知之甚微。
即使我们拥有完整的乐谱，也仍会觉得无从着手，因为对当时的人们视为常识的基本音乐知识现代人
已经非常陌生。
正如让13世纪的人们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一样，即使我们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乐谱的内涵，他们也仍然无
法想像出音乐演奏的整体效果，因为他们没有瓦格纳音乐的直观感受。
我们理解古代音乐和古人理解现代音乐存在着同样的障碍。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想。
假设我们在事先了解了台地瀑布的结构，也了解管道的网络和喷泉的位置的情况下去参观像凡尔赛宫
或威廉港那样以喷泉和台地瀑布著名的古城堡，相信除非我们亲眼目睹流水从台地的层层阶梯上汩汩
而出，或者也可以说，除非那些现已毫无生气的静物突然间恢复了活力，我们是无法想像出它的真正
效果的。
现在水流干涸了，管道堵塞了，昔日的雄伟建筑成了一片残垣断壁，虽然我们仍相信那里曾经矗立过
一座宏伟的建筑，但对于那座建筑的效果我们完全只能凭空推测。
同样，我们也无法真正认识古代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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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存的古人手稿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对过去2500年的音乐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我
们所能够真正认识的也只有过去25年到250年间的音乐作品，更远时期的作品则如同干涸的喷泉和堵塞
的管道，源源的水声已经消失在过去的岁月。
我们可以想办法重建昔日的辉煌，但却无法将它们复原。
我之所以不断重申理解前世音乐的困难，是为了证明那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进化过程的观点的错误。
如果因为我缺乏历史知识就认定过去的一切东西都不如现代，都是低级的，这显然是很不公正的。
这就和站在马路的一端，遥望两侧无限延伸的白杨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会看到近处的白杨是高大挺拔
的，离得越远当然显得越小，最远处的就可能只是一排模糊的黑点了，但它们都是白杨。
尽管每棵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树干粗壮，有的枝叶茂盛，但他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我们所能看见的最后一棵白杨像一颗黑点，其实它可能比第一棵更高大更粗壮。
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眼睛在观察事物时会遵循一种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造成的错觉，这一错觉与白杨
树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早期的造型艺术家虽然也了解透视原理，他们之所以没有采用，并不是因为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不
愿承认眼睛的这种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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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音乐的历史》是根据1923年德国西南广播公司“广播中学”音乐系列讲座的节目主持人保罗。
贝克的演讲稿改编而成。
保留了原稿的讲座特色，它采用单线结构按时间先后从古至今，对西方音乐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分
别介绍了西方早期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音乐，以及现代音乐的状况及未来
发展趋势。
《西方音乐的历史》是每一个爱好音　 乐、了解音乐的人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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