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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艳编著的《印象主义音乐的先声--李斯特晚期钢琴代表作品研究》可以分成三大块。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晚期生活状况、晚期创作基本情况及其观念等。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从和声、调性、调式、织体、结构等方面梳理并研究该时期13部
钢琴作品中的开创性技法，并使之与20世纪印象主义音乐的写作技法相联系。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从题材、创作技法、思想理念三个方面，展开与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和拉威
尔钢琴作品的比较研究，探究李斯特晚期钢琴作品对印象主义音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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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同阿肯色中央大学客座教授、美国音乐理论学会（SMT）会员。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音乐分析、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自幼学习钢琴。
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主修钢琴（本科）与音乐分析（硕士、博
士），并先后师从钱亦平、贾达群、Christopherr Hasty教授学习音乐分析与作曲。
曾在《音乐艺术》、《交响》等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万字，主要有：《音乐分析学的思辨美
境》、《李斯特晚期钢琴作品突破性和声建构之研究》等，并在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快乐钢
琴启蒙教程》（技巧A—F级）、《快乐钢琴基础教程》（技巧IA一4级）、《肖邦钢琴作品全集7：前
奏曲》（合译）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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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阶段是打破常规、开创钢琴的交响化处理手法的“狂飙突进”时期，主要以《
帕格尼尼随想曲主题豪壮练习曲》、《两个瑞士主题的浪漫幻想曲》等作品为代表。
 第三阶段是饱和音响与多样化色彩形成内在统一的“明哲化”时期，《b小调奏鸣曲》、《西班牙狂
想曲》、大部分《匈牙利狂想曲》等都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
 第四阶段则是宏大的音响结构趋于瓦解，细致的色彩效果占据重要地位的“印象派风格”时期，这一
阶段的特点充分体现在《旅行年代·第三年》、《圣诞树》套曲、“悲伤的船歌》等一系列作品中。
 需要指出的是，亚科夫·米尔什坦、萨波尔奇、温讷·丹克特一艾弗特等学者都曾提到“李斯特晚期
钢琴作品对印象派音乐的预示与先声”这一观点。
笔者在对其和声、调式、调性、音阶、结构等深入剖析之后，‘颇能证实这一观点。
此外，在李斯特晚期的一些信件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的审美追求和思想观念。
1874年2月给卡罗琳·维特根斯坦的一封信中，他说道：“我仅剩的雄心壮志是把标枪掷向未来的无限
领域，越远越好。
” 然而，李斯特的革新精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帽子时常被扣在
他的头上。
舒曼第一个认为，李斯特的钢琴演奏才能与创作才能相差悬殊。
舒曼曾经写道：“他作为一个钢琴家已经攀登上惊人的高峰了，他的作曲才能却是落在后面。
因此就经常产生两者不相适合的现象⋯⋯”无独有偶，在巴尔扎克致甘斯嘉的信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看
法，其表达方式不同，却更加尖刻：“李斯特是得天独厚的钢琴天才，他可以和帕格尼尼媲美，可是
创作天才他是没有的”，“他只有手指”。
阿·封·索恩曾回忆道：“李斯特的作品对安东·鲁宾斯坦说来是可怕的”，他仇视李斯特作品中的
创新，认为好像全是“故弄玄虚”。
 在创新过程中，作曲家受到重重阻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之后的勋伯格、贝尔格、威伯恩、巴托克、
斯特拉文斯基等许多作曲家的众多作品在刚刚上演之时，批评的报道和文章同样是连篇累牍。
李斯特始终坚信，没有创新精神的人绝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追随者的完美，永远不可能
达到发明者的高度”。
“我可以等待”，这是他晚年常说的一句话。
“我不会被当做英雄运往神殿，但是我的作品受到赏识的日子必将来临。
不错，对我来说是来得太迟了，因为到那时我已不复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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