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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教材编写中，编者考虑到本书作为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教材的适应性，更注意到与普通大学生（尤
其是文科学生）知识面的相互沟通，在文化史、艺术史的大背景下展示音乐的风格、流派的演变及其
审美特质，揭示音乐作品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具有的人文精神。
与此同时，编者考虑到音乐鉴赏一方面要从感性入门，另一方面又应当在听的过程中培养起更完备的
审美鉴赏能力，因此，本书专设“西方音乐作品分析鉴赏”这一部分，尝试将专业音乐教育中有关音
乐鉴赏与作品分析的教学内容，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加以介绍，由此引入到普通高校的音乐鉴赏课
中。
在内容的安排与介绍上，不仅使得授课教师可以提纲挈领、有重点地使用本教材，而且学生也可以通
过阅读理解来提高这方面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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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巴罗克音乐的风格　　在17世纪，当哲学家、科学家们开始抛弃关于世界的老一套思想方
法而建立更有效、更富于逻辑的认识基础时，当时的音乐家们也正在寻求用新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新的
情感及其精神境界。
就像哲学家最初是在老方法的框架中发展新思想那样，音乐家开始也是尝试把新的、更为剧烈的情感
内容注入到从文艺复兴时期承袭来的音乐形式中去。
这也使当时的许多音乐，具有意图和形式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创作上的试验性。
直到17世纪中叶，当在音乐的探索中，在和声、曲式、旋律法方面的新手法逐步固定下来，再度形成
较为稳定、具某种普适性的音乐语言时，作曲家们才得以用新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充分自由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情感。
　　巴罗克时期音乐的风格特征集中表现在作曲风格上。
虽然整个巴罗克时期的音乐在整体上仍有某些有代表性的风格特征，但是在这样一种风格特征范围内
，不同的作曲家的乐汇，必然是不同的。
如果从整体的区分上要分出最明显的风格特点，或者说是公认的风格特点，大略地讲，相对于以往的
文艺复兴的音乐传统，可以分为古典的和现代的、严谨的和装饰的音乐风格。
从不是绝对对立的角度，也可以提到声乐复调风格和器乐、歌剧主调和声风格在不同音乐体裁创作中
的体现。
对此，同样是属于17世纪的蒙特威尔第曾提出过音乐创作中第一实践和第二实践的区分。
他认为在第一实践中是音乐支配歌词，在第二实践中是歌词支配音乐。
同今天一些人在音乐创作中轻视语言声调对音乐曲调的作用不同，蒙特威尔第在歌剧音乐创作中，则
是把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作为能够在新风格中对古典的、严谨的老规则加以修改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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