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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合唱表演艺术形式的产生，合唱艺术的各种体裁、形式与流派，唱词与内容；中世纪文
艺复兴、巴洛克等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风格，写作技术与作品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这三个时期的重
要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及实例分析。
    本书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合唱艺术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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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从1982～1988年担任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单簧管专业的教学工作，1989年赴前苏联乌克兰共和国
敖德萨国立音乐学院进修，1990年回国继续在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担任教学工作，1991年赴美国留学
，并先后获得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与亚利桑那大学音乐学院的单簧管与合唱指挥双硕士学
位。

    作者在国外留学进修期间，不仅接受了良好的音乐理论、音乐历史、合唱学、指挥技术、合唱文献
、交响乐文献、室内乐文献与管乐文献等全面的音乐学教育，同时还在表演领域接受过严格的训练，
分别在合唱、管弦乐、管乐、室内乐与指挥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表演实践经验。

    作者自2002年起，分别担任中国音乐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合唱与合唱指挥、西方合唱文献、西方
合唱经典作品欣赏、交响乐文献与音乐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开设的有些课程，在国内均为首创。
尤其是在合唱与合唱指挥、西方合唱文献、合唱历史等领域，填补了国内音乐表演与教育方面的空白
，为实现与国际音乐教育的接轨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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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合唱艺术的产生与表演形式　　第一节　合唱表演艺术的产生　　西方合唱表演艺术的
产生是一个过程，其产生因素有下列3个方面：一是源自于西方教堂礼拜仪式中的对应吟唱方式；二
是西方作曲家将单音声部的圣咏配写成复音风格的合唱作品；三是复印行业成为乐谱复制的媒体。
　　教堂礼拜仪式中的对应与交替方式的演唱，是合唱表演艺术的重要原则；此种原则体现在组与组
之间或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音乐对比，它根植于3世纪罗马天主教堂礼拜仪式中，即兴吟唱《圣经·旧
约》诗篇的方式。
即兴吟唱诗篇是一种回应方式；即一位领唱率先唱出诗篇中的某个部分，然后由“合唱团”（通常是
指教堂的会众）唱出答句，以此作为回应。
另一种吟唱诗篇的方式乃是对应式。
对应方式是将教堂会众划分为两组，两组交替演唱诗篇经文。
自从罗马天主教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将流传在罗马的各种各样圣咏整理归案、并取名为格里高利圣咏以
来，天主教堂所运用的格里高利圣咏乐谱上均有明确的领唱与对应唱等标记，从而正式确立对应演唱
的原则。
　　西方作曲家们早在11～14世纪，坚持运用组与组之间的对比性写作原则；他们按照回应与对应两
种风格，将单音声部的格里高利圣咏写成修饰性的复音风格作品。
起初，作曲家们仅仅只是将圣咏的某一部分写成2～3个声部的复音风格，而其他部分则保留其礼拜式
的单音声部性质。
写出来的复音声部由数个独唱者演唱，而单音声部则由合唱组齐唱，两个部分通常交替进行，形成织
体性对比。
　　很多13世纪以格里高利圣咏为基础的克劳苏拉与经文歌作品，其中的中间段落是作曲家专门为独
唱而撰写的复音部分。
乐曲开始的齐唱部分有时候没有任何记谱，因为合唱团员通常在事先便熟记齐唱部分的圣咏，因此没
有必要将齐唱部分写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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