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情肖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悲情肖邦>>

13位ISBN编号：9787806923641

10位ISBN编号：780692364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上海音乐学院

作者：于润洋

页数：248

字数：22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情肖邦>>

内容概要

“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一般以系列讲座的形式进行。
与通常的一次性讲座相比，这种系列性讲学的优势在于对音乐学领域的专题作“系列展示”，它能比
较集中、全面、深入地展现讲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这样的系列讲座也具有高级研讨班的功能，使听讲者能比较系统地接受．某一学术专题的知识和了解
相关的研究状况，实际上起到了一门“精选”高级课程的作用。
每次讲学后，讲学者的系列讲稿经作者的修订，均作为学术专著由我院出版社出版。
由此，形成讲学交流、学科建设、科研出版的互动多赢，并进一步推动与扩大这一学术品牌的影响与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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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润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早年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和波兰华沙大学攻读作曲和音乐学，归国后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至今。
主要著述：论文集《音乐美学史学论稿》（1997）、《音乐史论新稿》（2003）、专著《现代西方音
乐哲学导论》（2000）、译著《论音乐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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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转折·1831年秋　　在离开波兰之前，肖邦已经不仅是一位初露头角的青年钢琴家，而
且在音乐创作上也已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已经是两部钢琴协奏曲、波兰主题幻想曲以及一系列玛祖卡
舞曲、波罗奈兹舞曲、夜曲、练习曲、圆舞曲等体裁作品的作者。
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内涵上也还缺乏足够的深度，但充溢着浓厚浪漫主义情调的个人
风格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
一个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幸福、美好憧憬的年轻人的情感体验，在他的这些充满青春气息和清新情
趣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相当完美的体现。
　　从1830年11月至1831年9月，肖邦离开祖国赴巴黎途中在维也纳客居十个月，之后过路施图加特。
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然而这位刚满二十一岁的青年音乐家在思想、感情上，从而在音乐创作上发生
了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导致这次转折的直接原因，是当他客居异乡时波兰连续发生的重大事变，先是反对沙俄统治的华沙起
义的爆发，祖国获得自由；继而是不到一年的时间爱国者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起义的悲惨失败，
祖国又一次沦亡。
　　由于上述重大事变对这位青年作曲家思想情感上的巨大击，特别是华沙起义失败后祖国的再一次
沦亡，促使肖邦的音乐创作从风格到内涵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肖邦个人创作的范围，它标志着整个浪漫主义音乐，特别是它的钢琴音乐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音乐境界。
肖邦一些早期作品中的那种比较华丽的风格，被一种新的肃穆、严峻的风格所取代。
作品中出现的这种新的趋向和因素，正是我们将在本书中所要谈论的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
它突出地体现在下面我们将要在本章中分析的这几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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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
肖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在演奏方面，尤其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在一定程度，几乎
无人不弹肖邦作品，所以中国对肖邦并不陌生。
于教授认为中国人在演奏肖邦作品时，还是很容易理解他，不光在技术上能克服其音乐的难度，在表
现上也能和肖邦思想情感产生一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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