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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已经到来。
整个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现代教育正在不断深入地进行着全方位的改革。
艺术教育在培养具有全面高素质人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今天已充分得到认可。
因此认识相当数量的中外古今音乐作品，熟悉它们，并能做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和正确理解。
是当代大学生所必备的艺术修养之一。
为此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这部中外音乐赏析教程。
为学习者欣赏和理解音乐作品起到引导、启发和辅助的作用。
　　《中外音乐赏析》一书分为音乐欣赏基础知识、中国音乐作品欣赏和外国音乐作品欣赏三大部分
。
全书共分十一章，通体采用章、节结构。
在内容编排上，既注意系统性，又照顾到整体性知识与赏析作品相结合。
在编写上，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和实用。
对作品的分析介绍，均附有简谱谱例，以方便读者寻览中外古典及现代音乐精品。
本书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从美学的角度引导读者深入地领悟到构成每一件作品的创作意境、创作特
点及创作思想，以充分启发欣赏者的智慧和想象，使音乐欣赏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及分工如下：葛姝亚（前言、第七章第五节）；史晓丽、陶俊丽（第四章、
第五章、第六章）；洪严（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何丽莎（第八章第二节、第九章、第十章、第
十一章）；弥兰（第一章、第二章）；杨程程（第三章第一节）；王媛媛（第三章第二节）；赵曦（
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张姝、魏盛楠（第三章第五节）；段冰清、侯柯（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王亚诺、蒋琦（第八章第一节）。
全书由葛妹亚主编定稿，并且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位同事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
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和借鉴了一些读物和资料，在此谨向有关的作者、出版者致以感谢
。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本教材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在使
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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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十一章，通体采用章、节结构。
在内容编排上，既注意系统性，又照顾到整体性知识与赏析作品相结合。
在编写上，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和实用。
对作品的分析介绍，均附有简谱谱例，以方便读者寻览中外古典及现代音乐精品。
《中外音乐赏析》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从美学的角度引导读者深入地领悟到构成每一件作品的创作
意境、创作特点及创作思想，以充分启发欣赏者的智慧和想象，使音乐欣赏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
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音乐赏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欣赏导论第一节 音乐欣赏及其心理过程第二节 怎样欣赏音乐第二章 中国音乐发展概况第一节 
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况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概况第三章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第一节 民歌第二节 
歌舞音乐第三节 曲艺音乐第四节 戏曲音乐第五节 民族器乐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音乐第一节 声乐第二节 
器乐第三节 歌剧第四节 舞剧第五章 外国音乐发展概况第一节 欧洲音乐发展概况第二节 20世纪西方现
代音乐第三节 亚洲和非洲的音乐第六章 声乐第一节 外国声乐体裁的类别第二节 外国声乐作品欣赏第
七章 器乐第一节 外国器乐体裁的类别第二节 各具特性的器乐曲第三节 舞曲和进行曲第四节 单乐章的
交响音乐第五节 套曲形式的大型器乐作品第八章 歌剧舞剧第一节 歌剧第二节 舞剧第九章 爵士乐第十
章 摇滚乐第十一章 乡村音乐和音乐剧第一节 乡村音乐第二节 音乐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音乐赏析>>

章节摘录

　　当然，音乐评论和研究并不等于欣赏。
它还必须在音乐欣赏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社会标准，运用理性思维.对音乐创作与表演作出审美评价
。
由此可见，音乐评论和研究是音乐欣赏的进一步深化。
是音乐欣赏中理解认识的理论化，同时它又会反过来引导与启发音乐欣赏。
　　二、音乐欣赏的心理过程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
音乐欣赏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它需要一个心理过程。
音乐欣赏的心理过程大致可分为音响感知、情感体验、想象联想和理性认识四个阶段。
尽管每个人欣赏音乐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不同的音乐欣赏理解的角度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大致都离
不开这几个阶段。
　　（一）音乐欣赏中的音响感知　　音响感知作为音乐欣赏心理的一种要素，是通过听觉形成的对
音乐音响及其结构形式的完整印象和总体知觉。
它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对音乐音响的辨别力。
指对音乐的音高、节奏、力度、音色等基本要素的辨别能力。
这是音响感知力的基础。
音乐尽管千变万化。
但都是由这些基本要素构成的。
音乐欣赏者如果具备了对这些音乐要素的辨别力，也就具备了音响感知的基础。
因此，欣赏者在音乐欣赏实践中注意不断培养自己对音乐音响的辨别力，这在音响感知中具有重要意
义。
第二，对音乐音响的感受力。
这是指对音乐音响及其结构形式的综合感受能力。
包括旋律感、节奏感、多声部的音乐感以及对乐曲结构的整体感知等几个方面。
其中，旋律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因为音乐的艺术表现主要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正是旋律的起伏变化和抑扬顿挫，才能最有效地传达
出音乐艺术的表情性质。
第三，为了达到上述两项音响感知的基本要求，音乐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音乐的
注意力和记忆力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乐音随时间的运动转瞬即逝，这就要求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要努力注意倾听音乐
的发展变化，始终保持对音乐的新鲜感，这对于稳定自己的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由于音乐的时间性特点，记忆力在音乐欣赏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欣赏者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对已经出现过的音乐，特别是一些音乐主题和重要的旋律，在自己的记
忆中留下印象，那么对在后面出现的音乐就能很好地领会。
并从音乐的前后对比和发展中获得对音乐的整体印象。
　　（二）音乐欣赏中的情感体验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情感体验这一心
理要素在音乐欣赏中占有突出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可以说，音乐欣赏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它既是欣赏者对音乐的感情内涵进行体验的过程，同
时也是欣赏者自己的情感和音乐中表现的情感相互交融、产生共鸣的过程。
音乐欣赏中的情感体验有三个颇具吸引力的独特之处：第一，准确、深刻和细致地体验音乐作品中的
感情内涵是其基本要求。
第二，与欣赏者自身的生活体验及感情要求密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
第三，对同一首乐曲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
　　（三）音乐欣赏中的想象联想　　音乐是表情的艺术，它所表现的感情不是抽象的感情类型，也
不是纯粹主观心灵的自我表现，而是处于一定的思想支配之下，并且具有一定生活基础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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