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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以音乐历史为脉络、以音乐体裁为主干、以不同风格音乐家为内容的全面
介绍美国音乐的专著。
本书作者对17世纪以来到20世纪末近四百年间，在美国出现的各主要音乐分支、不同时期出现的音乐
流派和代表人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的艺术生涯和他们的创作成果，众多著名音乐家的演
奏、演唱和他们的音乐活动，以及与音乐史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音乐史－美国。
本书无论从介绍美国音乐史的“广度”，还是从介绍美国几百年音乐发展结构的“深度”，均属国内
前所未有。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海归派”，留学美国十余年，潜心研读，获肯特州立大学“音乐学--民族
音乐学”哲学博士等学位；深入美国社会各阶层，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切切实实掌握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终于“十年磨一剑”，写出这部煌煌巨著。
该书获得美国名学者巴巴拉·史密斯教授和中国著名学者钱仁康教授、蔡良玉教授一致好评。
此书可谓是一部当代人了解美国音乐和世界音乐发展潮流的必读之“音乐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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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百老汇（Broadway）是在纽约市区靠近时代广场的一条大街的名字。
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条大街的存在并没让纽约市民在音乐娱乐方面获得任何令人兴奋的起色。
但是，今天当我们说起“百老汇”这个词，它就与美国纽约剧场上演的音乐剧联系在一起。
所以，人们通常把这种娱乐性的舞台歌舞表演叫做“百老汇音乐剧”（broadway musical），它是由美
国音乐文化的特殊环境培养出的一种歌舞表演艺术。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百老汇这条大街与它邻近的街区陆续出现了许多音乐剧场。
在百余年的历程中，坐落在这个地区的音乐剧场接纳了数不清的音乐剧名流和著名流行歌手。
它使美国的音乐剧从最初轻松的杂耍幽默闹剧以及纯属娱乐性的歌舞演唱，发展成为誉满全球的，融
歌唱、舞蹈、戏剧、音乐于一体的流行音乐舞台艺术。
今天的百老汇，已经成为提供五彩纷呈的音乐剧大会餐的大舞台，它也成为一个吸引世界各地最高演
艺水平音乐剧剧团前来献艺的创演中心。
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之所以能以其独具魅力的演唱形式风靡全世界，主要原因就是这种音乐体裁能够给
大众一个通俗易懂的戏剧一喜剧歌舞演唱形式。
百老汇音乐剧的特点就是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
在英文上，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百老汇音乐剧专用术语叫做“book musical”。
在美国出版的一部戏剧教科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个术语，是指一场有故事或者称作像一本‘
书’那样有情节的演出。
通过一系列的情节，从开始、展开到结束来追述剧中主要角色的经历。
”音乐剧演员不仅要胜任歌唱，而且还要具有戏剧和舞蹈表演才能。
让音乐和舞蹈结合歌唱的表演形式充分展现剧本的故事情节。
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音乐剧在舞台上借助舞台美术、布景造型、现代科技使舞台灯光、道具以及现
场音响达到栩栩如生、出神入画的逼真效果。
所有这些为音乐剧在舞台空间发挥创造力，为增添当今美国音乐剧传达给观众的艺术魅力都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音乐剧在美国通常被称为musical（音乐剧），也叫做musical comedy（音乐喜剧）或者musical theater
（音乐戏剧）。
它的音乐综合性给舞台表演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音乐剧是美国流行音乐产业方面的一个重要支柱，与商业化的剧场盈利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百老汇音乐剧又是一个具有很强商业化的音乐戏剧生产机器。
美国人民对音乐剧的喜爱程度，并不亚于爵士乐和摇滚乐在20世纪流行音乐风潮中对他们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
在大众化的音乐娱乐领域中，音乐剧占有重要地位。
从20世纪开始，百老汇音乐剧的演艺水平有着突飞猛进的提高，它的音乐艺术代表了美国大众音乐文
化的灵魂。
一大批作曲家、词作家和剧作家都为音乐剧的发展创下了辉煌业绩，比如乔治。
格什温（GeorgeGershwin，1898—1937）和他的哥哥埃拉.格什温（Ira Gershiwin，1896—1983）、杰罗
姆.科恩（Jerome Kem 1885—1945）、雷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奥斯卡.小汉
莫斯坦（Oscar HammersteinⅡ，1895—1960）、史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1930—）等等。
这些音乐家都在美国音乐剧创作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美国音乐剧史册上留有杰出的作品。
    纵观美国音乐剧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由欧洲特别是英国传人美国各种音乐喜剧形式，以及美国本土
民间喜剧尤其是黑面人游艺表演对美国音乐剧产生的影响，加上1866年的偶然机会促成了音乐歌舞剧
《黑色牧羊棍》（The Black Crook）在纽约诞生，一直到后来二十年代，陆续在百老汇登场亮相的一
大批成熟优秀剧目，音乐剧终于在美国人的音乐欣赏观念中树立起它的风格。
在随后至五十年代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音乐剧已经完全从它最初歌舞表演程式化中脱颖而出，以崭新
的艺术姿态使歌唱、舞蹈、剧情在音乐剧中协调统一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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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后五十年的发展岁月里，各种风格音乐剧大师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他们汇集了音乐、创作、演艺、编导、制作等人才大军，在音乐剧走红的璀璨年代，在繁华似锦的百
老汇演艺大世界，向观众展示的累累佳作让美国大众应接不暇。
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科恩。
罗伯特是这样评论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的：“美国没有创造发明音乐剧，而且它也不会再像20世纪中叶
的几十年那样主导着这个乐种。
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按目前国际潮流来看，百老汇音乐剧是美国为世界戏剧做出的最大贡献。
同样，在未来的21世纪，百老汇音乐剧还将处在一个具有优势的新时期。
但是‘百老汇’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乐种。
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今天的百老汇音乐剧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造的。
”P2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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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以音乐历史为脉络、以音乐体裁为主干、以不同风格音乐家为内容的全面
介绍美国音乐的专著。
本书作者对17世纪以来到20世纪末近四百年间，在美国出现的各主要音乐分支、不同时期出现的音乐
流派和代表人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的艺术生涯和他们的创作成果，众多著名音乐家的演
奏、演唱和他们的音乐活动，以及与音乐史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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