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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赫的音乐体现了人类知性与天性的一致。
天性为真性情的自然流淌：知性为大智慧的高妙构建。
后世的作曲家(包括一切艺术家)，真性情者尚众。
大智慧者却寡。
能如巴赫一般既有真性情又有大智慧，情感与理性，想象与控制，体验与思索，二位一体，二极合一
者，实在绝无仅有。
数百年来的音乐家，无不从巴赫的天性与知性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
这也是巴赫音乐的永恒性所在，是他的思想在很长历史阶段中经久不衰，不断为后来者提供思想启示
的根本原因。
本书写作要旨，乃力图通过对《平均律键盘曲集》这部巨著的观察、分析、体验，谛听巴赫音中心灵
之性情，观察巴赫乐内神灵之智慧，从而揭示巴赫之音之乐所深藏内蕴的感知灵性与宇宙构造的历史
性基因奥秘。

　　本书研究《平均律键盘曲集》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时空重组”四字，音乐的组织构造，在于
时间维与空间维的结合。
从时间维衡量，音乐是个过程，在时间中展开，依存于时间的进行之中。
无论古典的现代的，民间的专业的，音乐的时间维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与过程有关的参数，线条，节奏，过程，组织，延伸为复调的过程，音色的过程，和声的过程，
调性的过程，都与时间维度相关；而纵向同时出现的音程、和弦、音色、音响、音集（即音高组织）
，则均与空间维度相关。
音乐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是决定音乐构造组织的决定要素。
所谓“时空重组”，就是将音乐要素进行分离解析，在时空两维进行重新组合。
《平均律键盘曲集》的研究，正是从时空要素的分离与结合，解析与重组为出发点，观察巴赫在这一
音乐发展根本问题上所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巴赫思想的影响力是极其深远的。
不仅是18世纪、19世纪的作曲家们，甚至20世纪、2l世纪的作曲家们，一代又一代地从巴赫的音乐中
汲取养料，受到教益。
《平均律键盘曲集》是一部揭示音乐创作中“时空重组”核心思维的宝库。
每首作品都体现了这一具根本性的重要思想，却又以各种不同方式体现，每首都有自身鲜明特点，没
有两首是雷同的，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对于今曰的各种音乐创作，都仍未失却其思想的敏锐与智慧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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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真是在巴赫音乐中极为罕见的一个段落。
从第14—23小节短短10小节内，除去密集地出现了主题、扩大主题、倒影主题及其变形共11次之多而
外，还穿插着上述7个自由对位声部。
尤其（e）、（f）、（g）三项均出现在第19—23小节的5小节内，集合一体与低声部形成对位。
而低声部居然连续出现扩大主题、倒影主题与原型主题三次不同的主题形态，这种在一个声部上连续
出现多次主三题而其他声部全都作自由对位的做法是仅此一例的。
 观察例7的七个自由声部线条除去某些细胞组织（如四音音列，切分音，回音、二度反复等等），相
互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之外，可以说没有两个线条是相同或相似的，它们进行方式亦相当奇特，连
续的切分节奏，短促的句形绀织，诡异的音程进行，在巴赫作品中均属罕见。
倘若孤立地看待其中某些片断，已颇具20世纪音乐的某些特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巴赫思想的广阔性、开放性与超前性。
 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1.主题本身节奏十分均匀规则，这必然要求对位声部有更多非均匀
非规则的组合，以避免节奏的过分齐整。
 2.主题出现次数十分密集，这同样要求对位声部产生更多的对比因素，用不同的变化着的乐思与固定
的规则化的乐思相结合，造成二者的对比，使统一与变异之间获得平衡。
 主题与主题的结合在此首赋格中亦有多种状态： 1.主题与对题的双重结合： 例8： 从第16—18小节内
密集了共5次主题卡农。
除第1次与第4次为答题外，其余3次均为主题。
卡农的位置均相同，在主题第5音上。
凡主题之间结合均为同音或八度，二者之间调性关系为上四度。
主题与答题之间的结合音程为7度，符转化为主题，也同样是八度。
5次主题形成G—C—F—Bb—Eb的四度循环。
内部音级有所调整。
 在赋格的紧接段（stretto）短短的3.5小节（第23—26小节）内，总共重叠了5次主题原型、1次倒影变
形，剩余的部分亦全部足主题的紧缩形态。
这足一次非常高密度的主题重叠段落。
结合方式有在主题第3音重叠或第5音重叠两种，无论何种方式，在主题第5音上均出现同音（同度或八
度），作为和谐的结合音程中介联接两个主题之间的5度关系的叠合。
 3.扩大主题与主题或倒影主题的结合： 在这首赋格的展开部分，出现了两次扩大1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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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空重组:巴赫新解(上册)》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义，逐渐得到揭示与发扬。
其所包含的48首前奏曲和赋格曲是音乐思想的大海洋，引申出无穷无尽的话题。
其核心思想可归为“时空重组”，贯穿“谛”与“观”，音乐的组织构造，在于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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