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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维斯及其音乐研究》按照戴维斯的创作发展阶段，分早期、成熟期、晚期创作三个部分来简
述他的生活与创作特点。
这三个创作时期都毫无例外地坚持采用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素材的借用手法，但每个时期
又存在彼此不同的独立特征。
相比较而言，戴维斯在第二个阶段成熟期的创作更为丰富多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彼得·马克斯韦尔·戴维斯爵士是英国当代仍然健在、存在较多争议的重要作曲家，他在迄今为
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不断进行深入学习，坚持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元素吸收
运用在自己的新创作中，同时又体现出对二十世纪欧美音乐创作发展风格流派的吸纳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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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涓，中央音乐学院讲师，西方音乐史硕士。
主要论文、著作有：论文《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试论沈心工之》，《里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
第3期；论文《巴伯音乐作品中的抒情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合著《成功的歌唱
》，地质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合著《交响音乐赏析》，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编著
《金色音乐厅——音乐比听曲目分级欣赏指导》（第六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编著《
中等艺术学校共同课通用教材——乐理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另外还参与《中国大百科词典》（音乐卷）的编写工作。
并于2004年度获得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的重点建设基金项目资助，研究课题为《中央音乐学院
附中乐理教学分级练习指导及其配套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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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有关戴维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一、外文专著、论文等资料二、本书主要参考的外文资料三、中文
资料第一章 早期创作（1954-1964）第一节 早年学习时期（1942-1957）一、吸收传统音乐精髓二、对
二十世纪音乐产生浓厚兴趣第二节 两次留学时期（1957一1964）一、第一次留学期间（1957-1958）—
—确立将早期音乐元素运用于现代创作的技术特征二、第二次留学期间（1962-1964）——巩固将早期
音乐元素运用于现代创作的技术特征第三节 西伦切斯特时期（1959-1962）第二章 成熟期创作
（1964-1987）第一节 “彼埃罗演奏者”重奏团初期（1967-1968）一、“彼埃罗演奏者”的创建——建
立推广早期风格作品的渠道，尝试多重探索二、《伪基督耶稣》——早期音乐元素与序列手法相结合
三、《塔弗纳》——早期音乐元素与戏剧性表现效果相结合第二节 “蜕变”的1969年一、《启示与堕
落》、《武士之歌》——1969年之前剧场音乐风格的准备二、《维萨里圣像》——剧场音乐风格的典
型代表三、《圣托马斯的觉醒》——剧场音乐风格在管弦乐体裁上的体现第三节 “伦敦之火”重奏团
时期（1970-1980）第三章 晚期创作（奥克尼时期的创作）（1975一至今）一、交响乐创作——传统曲
式结构的回归二、斯特拉斯克莱德协奏曲系列创作——传统音乐风格的回归三、其他体裁创作第四章 
《为疯王而作的八首歌》第一节 《为疯王而作的八首歌》的音乐戏剧一、脚本的构思与完成二、脚本
及其特点三、舞台的布景设计第二节 《为疯王而作的八首歌》的戏剧音乐一、整体特征二、八首歌曲
音乐特征分述三、声乐特征四、器乐特征第五章 《为疯王而作的八首歌》赋予戴维斯的创作意义第一
节 创作手法的意义第二节 艺术形式的意义第三节 思想内容的意义结语附录1：戴维斯的大事年表附
录2：戴维斯的作品目录附录3：《新格罗夫词典》中的戴维斯条目翻译附录4：《新格罗夫词典》中借
用词条的摘译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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