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

13位ISBN编号：9787806928110

10位ISBN编号：7806928111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邹彦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11出版)

作者：邹彦

页数：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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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

前言

　　邹彦曾于1997年报考过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生，报考导师为我。
他原是侯康为教授的学生，在侯老师的引荐下，这位不满22岁的、未曾独自出过远门的瘦弱小伙子一
次次地往返于青岛一上海之间，从沈一鸣老师学习和声（他一直感怀沈老师为他打下扎实的和声基础
），捧着一叠一叠的分析习题让我过目。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专业能力很强。
但是老天第一次没有眷顾他，他的专业及英语成绩都很高，偏偏政治缺了3分。
按他毕业后工作单位的校规，他只能3年后再次报考。
2000年他怀着对上海的向往再次前来报考，但是老天又让我生了一场大病，因此他的考试是在我缺席
的情况下进行的，只身一人在上海，得不到任何考试的信息。
而我因健康前程未卜、刚得大病之际，曾萌生将他转导师的念头，后阴差阳错地亦未转成。
　　最初，考虑他的专业能力较强，因此我们最初定下的题目是：20世纪上半叶音乐曲式概述，包括
以下章节：一、20世纪总的音乐文化倾向；二、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思潮；三、20世纪上半叶音乐语
言的创新；四、20世纪上半叶音乐结构的特点；五、20世纪上半叶音乐曲式的类型及其特点；六、20
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音乐曲式的衔接。
应该说，这个题目也是可以成立的，并且已经通过了开题报告。
但是后来邹彦自己否定了这个题目，我想他的原因是：题目过大，属“大题大做”，不容易做深，有
“自讨苦吃”之险。
他意改作《贝尔格作品中的回文结构》，得到我的同意，但我并未给予此课题以实质性的帮助，基本
是他独立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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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贝尔格作品中的回文结构是其音乐结构中非常突出的特征之一。
《上音音乐学论丛：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通过对其四部作品，即歌剧《沃采克》、
《室内协奏曲》、《抒情组曲》和歌剧《璐璐》中回文结构的较为详尽的音乐分析，旁及《四首歌曲
》（Op.2 ）、《阿尔滕贝格歌曲》、三首乐队小品（Op.6 ）和音乐会咏叹调《酒》中的回文步骤，分
别探讨了每一部作品在回文上的艺术特色及其相关的“标题性”内涵，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现有的研
究成果提出了两个观点：一，贝尔格音乐中大量存在的回文结构和回文步骤是受到了彼时学术界中神
秘主义因素的影响，而对贝尔格本人最为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于巴尔扎克小说中“天国的时间”和尼
采思想体系中的“永恒轮回说”；二，贝尔格作品的又一个结构特点是将回文结构与传统音乐结构相
结合，这是受到了彼时学人之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的影响，即将神秘主义的因素与传统“主流”文化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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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彦，1975年生于青岛，博士，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7年毕业予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师从侯康为教授。
200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钱亦平教授，2003年获硕士学位（作品分析方向）、2006
年获博士学位（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方向）。
已公开发表文论80余万字。
曾在《音乐艺术》、《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钢琴艺术》、《歌剧》等杂
志上发表文章60余篇，出版著作《论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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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贝尔格作品中的回文结构》于2004年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和中国音协西
方音乐学会第一届年会硕士论文一等奖。
2007-2008年作为中央组织部、团中央“第八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接职担任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
长。
主要从事音乐作品分析、钢琴表演艺术理论、民族音乐学、音乐评论的教学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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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弗洛伊德，他那伟大的贡献不仅局限于专业心理学这个狭小的领域，而对众多领域产生了影响。
这使得弗洛伊德敢于把自己的名字和哥白尼、达尔文并列，他们被认为是打破人类神话贡献最大的三
位——哥白尼把人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使人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生物的
幻象破灭，他本人则证明了人甚至都不是自己头脑的主人，而是受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左右。
　　维也纳人中间的另一位奇才便是被不少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
他的哲学和逻辑学语言我几乎一窍不通，但人品却让我敬仰备至。
他只为自己的姐姐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一所大宅子，便放弃了自己继承的巨额遗产；《逻辑哲学导论》
出版后，他认为此书既出，再无讨论哲学的必要，跑回奥地利乡下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住在楼梯下一
间简陋的斗室终日吹单簧管自娱；他拿自己的工资买来显微镜给孩子们讲授动物解剖，出钱领他们参
观城里的博物馆；他用自己掌握的机械学知识帮助当地人修理重型机械，当人们坚持要给他回报时，
他就让他们买布为穷孩子做成衣服；而且，就像许多圣人一样，他终身未娶。
了解到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事迹，他的形象在我眼里简直比康德还要高大，我觉得他真的就像个下
凡到人间的天使。
　　这就是彼时维也纳学人的品质：终极的善、完美的理性、科学的精神，以及造福社会的计划等等
——一种在价值上宽容而职业上进取的精神。
　　精神分析学、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表现主义绘画以及十二音音乐，为什么这个欧洲国家中
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却产生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众多的最先进的思想呢？
答案似乎在于“它是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社会结构最为摇摇欲坠的一个样本，文明的解体首次出现于此
，它不仅产生了第一批新的艺术界和知识界的硕果，而且也产生了最具灾难性的崩溃力量。
不要忘记，阿多尔夫·希特勒和现代反犹主义也在这一时期源于维也纳”。
奥地利不仅产生了这些“合乎逻辑”的学说，就如同大部分德语国家一样，这里还有一些神秘主义的
东西，它渗透到整个维也纳人的生活之中。
对于本文的主角贝尔格来说，这些对于他创作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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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贝尔格作品中的回文结构是其音乐结构中非常突出的特征之一。
邹彥编著的《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通过对其四部作品，即歌剧《沃采克》、《室内
协奏曲》、《抒情组曲》和歌剧《璐璐》中回文结构的较为详尽的音乐分析，旁及《四首歌曲》
（Op.2 ）、《阿尔滕贝格歌曲》、三首乐队小品（Op.6 ）和音乐会咏叹调《酒》中的回文步骤，分别
探讨了每一部作品在回文上的艺术特色及其相关的“标题性”内涵，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现有的研究
成果提出了两个观点：一，贝尔格音乐中大量存在的回文结构和回文步骤是受到了彼时学术界中神秘
主义因素的影响，而对贝尔格本人最为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于巴尔扎克小说中“天国的时间”和尼采
思想体系中的“永恒轮回说”；二，贝尔格作品的又一个结构特点是将回文结构与传统音乐结构相结
合，这是受到了彼时学人之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的影响，即将神秘主义的因素与传统“主流”文化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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