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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音乐文化最主要的趋势之一就是文化珍品频繁的交流，对不熟悉的其他民族文化产生强烈兴
趣；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文化已成为真正全球性的，而音乐的历史也成为世界性的。
思想交流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就像物质交流对任何一个机体一样是必需的。
　　因此，像莫斯科音乐院开设欧洲以外地区音乐文化课程，系统学习和研究非洲、亚洲、远东、印
度、中国、日本的音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当然他们同样也研究典型的西方作曲家，如法国人梅西
安和德国人施托克豪森，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深刻的东方音调和主题思想。
　　同样，当代东方音乐家也在溢尽全力掌握欧洲音乐，努力使自己成为高深的行家里手、杰出的演
奏家、诠释者。
本书是以欧洲（西欧古老的和新的、俄罗斯一苏联的）音乐为基础，但并未把讲授“俄罗斯和声”像
说明任何一个专门民族的和声那样作为理由、作为自己的任务。
虽以欧洲传统为基础，但和声这门学科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奠定现代和声思维的基础。
　　就这点来说，在学习多民族苏联的各个不同民族作曲家（其中许多不是居住在欧洲而是生活在亚
洲）时，采用本书所讲授的实践的和声学科。
　　希望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的教学能有所裨益。
要知道，在他们面前同样有一个掌握现代音乐思想的任务。
现代音乐家的活动和繁荣民族音乐文化，若无此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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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供高等音乐学校作曲专业学生使用各声教科书。
该书紧凑并采用现代音乐的形式和技术，其内容涉及必需的分类学、最重要的音乐术语和最主要的概
念，在生动的音乐谱例中指明了各种现代音乐的实质。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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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尼·霍洛波夫（1932—2003），原苏联著名音乐学家、艺术学博士、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俄罗
斯国家奖金获得者、功勋艺术活动家。
早年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和研究生班。
他是一位研究项目广泛的百科全书型学者。
他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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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学期　　第十五章　中心技术（2）——变奏发展，恒定因素　　如果中心因素是复杂结构
的，远远不同于传统的和声技术，那么，若使用它的表现力作为体系的基础，就必须使那些发展的方
法成为主要的，而这些方法通常只作为补充的手段。
这样就获得了中心和音技术中的一种，带着对它来说典型的、用变形重复发展的方法。
变化性、变化不定是不协和和弦的特点，就像协和和弦特点——稳定性、同一性那样。
　　晚期浪漫派和弦序列的起源早于中心和音技术的现象。
如果在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不协和和弦解决到协和和弦是基本原则，那么，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
纪初，则可经常见到曲式的几个整段都建立在一些不协和和弦上，或类似结构是相同的（参看李亚多
夫《魔湖》的中心部分）。
在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的同时，中心和弦的变化重复（尤其在斯克里亚宾晚期创作中）变得更多样化
。
而且中心和音技术具有发展的变体（勋伯格语）的性质。
在和弦（或一组和弦）重复时，使用了变奏曲的主题原则，由此得名。
获得同样一组音的多样的变体是目的（而且在复杂的和声中达到同一样式和含义上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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