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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典奏鸣曲的起源与形成》这本专著，属于西方音乐体裁发展史的研究范畴。
奏鸣曲（sonata）体裁，在本质上也有别于作为曲式结构类型之一的奏鸣曲式（sonata form）。
前者属于音乐学研究领域、而后者则属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范畴。
　　作者将奏鸣曲的概念界定为“由一件独奏乐器演奏或由一件独奏乐器和钢琴合奏的器乐套曲”。
并指出，这一体裁在古典时期到来之际，已有了相当明确的含义。
即“主要是指一种由几个相对扩展的纯音乐构思的对比乐章组成的、具有审美或娱乐目的的独奏或室
内套曲”。
从而，也使奏鸣曲体裁的研究与同属于器乐套曲的交响曲、协奏曲等其他体裁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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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奏鸣曲的起源与形成》以奏鸣曲这一器乐体裁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对“sonata”
这一术语自产生以来，到巴罗克时期逐渐获得明确的形态和意义，直至最终形成古典奏鸣曲为止，“
奏鸣曲”在各个时期被赋予的不同含义、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功能及其音乐形态和创作思维方面的不同
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全文共八章，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奏鸣曲这一术语的起源以及早期奏鸣曲与同时代其他器乐体裁之间的关系，指出奏鸣
曲与坎佐纳、交响曲、协奏曲之间的交错与混合在于体裁本身及体裁之间尚未形成明确的界定，它们
在创作手法、演奏形式等方面存在着重合，因而在实际运用中经常被混同。
随着器乐创作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分别通过取代、分化、派生而得以重新划分，奏鸣曲与交响曲
、协奏曲分别呈现出新的含义并获得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从外部形态、音乐功能、创作思维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奏鸣曲在巴罗克时期的演变，进一步勾
画出奏鸣曲这一体裁在巴罗克时期的主要发展脉络和演变的趋势，并指出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
音乐功能和创作思维的变化。
第三部分归纳了奏鸣曲在古典时期的运用与实践，以及在巴罗克和古典这两个断代之间的风格交叠时
期，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巴罗克奏鸣曲的乐器配置和结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最终决定了古典
奏鸣曲的形成。
　　通过对奏鸣曲这一体裁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梳理和归纳，本文一方面尽可能将这段纷繁芜杂并且历
来众说纷纭的体裁发展史揭示出来，尤其在早期奏鸣曲与同时代其他器乐体裁的交混关系、奏鸣曲在
巴罗克时期的演变趋势及缘由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上，弥补了以往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论述的不足。
另一方面，同时也证明了早期奏鸣曲与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奏鸣曲并非只是有名义上的联系，事实上，
这一体裁自确立以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连续而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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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好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
1976年出生于南京。
7岁学习手风琴，12岁师从南京师范大学秦志云教授学习钢琴。
199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师大后随南京艺术学院叶惠芳教授学习钢琴，在学期间两次获得“陈洪奖
学金”，以及“朱敬文奖学金”、“韩素音奖学金”等奖项。
1998年免试成为钢琴演奏与教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叶惠芳教授、司徒璧春教授。
研究生期间曾随美国联邦学院教授Htilary Tann博士学习作曲。
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多次成功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
200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随导师钱亦平教授专攻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2007年获得博士
学位。
目前主要从事音乐作品分析、钢琴演奏与钢琴文献史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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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们的旋律乐句较短，在形式结构上比古老的经文歌更为清晰，其中占优势的不是和声而主要是
复调的因素。
　　从16世纪末期开始，坎佐纳与奏鸣曲并存了半个多世纪。
这两个术语常常出现在同一本曲集中，甚至互换地运用于同一部作品中，这种混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在许多早期奏鸣曲与同时代的坎佐纳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
例如，它们都具有由节拍和速度的对比所确立的段落式的结构，都表现出对模仿对位织体的依赖，都
有对某些段落的直接反复或开始段落的最终再现。
对于米夏埃尔·普里托里乌斯而言，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他在对奏鸣曲的描述中却以
加布里埃利的坎佐纳和交响曲作为引证。
　　但是，奏鸣曲与器乐坎佐纳的不同决不会仅仅在于名称。
作为第一位论述有关奏鸣曲的学者和作曲家，普里托里乌斯在他的《音乐全书》第三卷中对奏鸣曲和
坎佐纳作了相当早的并且常被引用的区别。
普里托里乌斯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奏鸣曲是以一种像经文歌那样庄严而宏伟的方式创作的
，而坎佐纳有许多黑音符（即实值较短的音符）并且音乐行进活泼欢快”①。
这种观点不仅被后来的理论家们所接受，不少19和20世纪的学者还试图夸张这一点。
但是普里托里乌斯把奏鸣曲与经文歌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显然太模糊了，此外，通过观察这一时期的作
品还将发现，他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他所能自由处理的有限的意大利作品之上，因此仅在17世纪的开
头几十年中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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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国内，西方音乐体裁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
作者能在奏鸣曲这样一种纷繁芜杂的体裁发展变化史中，把握住音乐发展的主流方向，揭示出主要矛
盾，更为不易。
这种“补缺”和“正本清源”的科研工作，虽然不如新音乐研究等前沿性课题“时髦”，却同样能对
西方音乐史和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李吉提教授　　奏鸣曲体裁的形成和确立是西方音乐史中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各种情况盘根
错节、互相交织，涉及的作曲家也非常广泛。
作者不惧困难，下笔严谨。
通过艰苦的研究和写作。
理清了很多以往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为西方音乐研究者们提供了翔实的、可供参考的材料。
　　——钱亦平教授　　这部学理精当的专著阐明了奏鸣曲体裁的历史不同于其名称的历史。
对17世纪到当代奏鸣曲的差异感兴趣的演奏家和理论研究者将从中获得启示。
　　——陈小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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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奏鸣曲”在西方音乐中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
它是如何从一个泛指器乐作品的术语演变成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体裁？
它是如何从众多的早期器乐曲体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主要的器乐创作模式之一？
它又是如何随着音乐功能和音乐思维的变化而逐渐被赋予新的形态和含义？
《古典奏鸣曲的起源与形成》以动态的视角揭示了这段纷繁芜杂且众说纷纭的体裁发展史，并证明早
期奏鸣曲与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奏鸣曲并非只有名义上的联系，事实上，这一体裁自确立以来，在长达
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连续而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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