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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任何人能够断言音乐始于何时。
《吕氏春秋》中关于原始歌舞起源是这样记载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表明了原始歌舞大都是伴歌而舞的。
《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
歌，咏其声也。
舞，动其容也。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音乐”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也是用来描述舞蹈、诗歌和音乐的。
古今中外，音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的优秀成果。
由于决定和制约艺术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基于一定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审美需求，各种艺术形态在
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审美特征。
西方音乐艺术也如同人类的任何其它艺术门类一样，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文化、宗
教等各种社会背景的影响。
音乐的历史也如同涓涓细流，曾发出清越、古朴、似有若无的音响，这音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宏伟
，汇成了人类能够共同拥有、理解和分享的文化艺术财富。
19世纪可以说是西方音乐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音乐艺术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弥散着浓
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表现出强健、丰赡的文化心态和豪放、华丽的艺术情趣。
我们这本书大部分的内容取自这一时期，原因即在此。
　　音乐是人性优美心灵的表现。
中国古代哲人说：“思无邪。
”就是指人心与人心的相遇，人心与人心的照会。
欣赏音乐必须用生命去体验，去感悟，去认识。
主体以一种美的心灵方式来对待客体对象，才会心灵充实、人格健全、生活充满意义，达到真善美。
音乐欣赏是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中坚力量。
音乐艺术不仅体现了人的生命意义，而且成为人类精神宝库的一部分。
音乐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待我们认真研究。
要领悟音乐的思想之美和语言之美，唯一的正道就是多接触音乐作品中的经典。
这也是编着本书的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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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介绍了西方音乐。
以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为起点，西方音乐进八了建立在个性化基础上的音乐风格演变越来越迅速和频
繁的时期。
莫扎特虽然信仰天主教，但是启蒙意识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他精神世界深处最核心的东西。
身处要求个性解放的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莫扎特已经意识到，他应该用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语言来表达
自己的心灵体验和感受，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要说的话。
通过莫扎特的《9小调第40交响曲》，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逃离主教庇护的自由人的歌唱，体验到一种
自由空气下的呼吸，感受到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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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宁，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1979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理论作曲专业。
198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3—1986年任职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中心，1986年任教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理论作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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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
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被国家教育部委派至丹麦王国哥本哈根大学音乐系学习，师从丹麦著名作曲家杨
·麦高教授。
　　总主编杨力，1951年生。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
原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修订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美
术教育专业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组织撰写实施《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
划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学校艺术教育史》，承担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外
高等美术教育比较研究》。
主要译著有《西方古代美学史》（合译）、《体验音乐》等。
曾在《中国音乐教育》、《美术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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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新时代的曙光　　——帕勒斯特里纳与蒙特威尔第　　一、文艺复兴以后形成艺术审美的
根源　　文艺复兴为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个阶段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
”近代先进的艺术文化，都是在文艺复兴艺术文化的基础上衍生、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也为现代资
本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兴趣。
古希腊思想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哲学家伯克哈特有一句名言，它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发现世界和发现人”——前者探索外部世界
，是客观的；后者探索人的个性，是主观的。
文艺家无不认为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黄金时代”是通向进步与文明的必由之路。
　　“科学”与“人的崇高使命”是当时两股重要的理论思潮，也是西方现代世界观的建立之始。
文艺复兴时代，大师辈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画作，哥伦布发现了美
洲新大陆，哥白尼假设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并发动了科学革命，等等。
这些都使人能够通过艺术和科学洞察和反映自然的秘密，具有空前的数学修养、经验的精确性和神秘
的审美能力。
这一时期，复调音乐、悲剧与喜剧、诗歌、绘画、建筑、雕塑全部达到复杂性与美的新水准。
个人天才与独立性到处可见。
没有一个领域在人们看来是不可企及的。
　　这段时期的音乐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为了丰富和扩大音乐的表现力，音乐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发明了各种调式、和声以及对
位法技术，并逐渐将这些手法应用到实践之中。
人们在作品中不仅力图模仿大自然，而且还要表达出人类心灵的激情，使艺术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灿
烂夺目的魅力。
由于14世纪法国提倡的“新艺术”被人们接受，“导音”（在调式中最不稳定的音，由于半音的关系
，具有向主音十分强烈的倾向）的引进，古代的调式发生了改变。
一切调式终于融合成我们现在的大、小调式。
复调音乐的理论日趋完善，和声风格写法在逐渐形成，节奏节拍也变得简明和匀称，接受世俗的歌词
和曲调。
作品常运用令人激动的节奏与错综复杂的旋律线条，复调风格的合唱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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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领悟音乐的思想之美和语言之美，唯一的正道就是多接触音乐作品中的经典。
这也是《走进艺术：西方音乐鉴赏语言》的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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