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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西方音乐哲学是当今国际音乐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教材完成撰写前，在我国高等音乐院校尚无人开设此类课程，更无教材。
到目前为止，在西方音乐学术界也尚未见到此类教材或专著，只是在西方音乐美学通史一类的著作（
如美国学者E.Lippman的《西方音乐美学史》和意大利学者E.Fubini的《音乐美学史》中作为一个章节
有所论述，但篇幅和内容都很简略和单薄。
因此，本教材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
它既为我国高等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了一部较高层次的教材，也为国际音乐学界提供了
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学术专著。
　　本教材的内容是对20世纪西方音乐哲学的重要思潮和流派进行系统的梳理、介绍和评论，并在此
基础上对其总体发展作出综合性的描述和批判性的阐释。
这对我国未来高层次的音乐理论人材深入认识和批判地借鉴当代西方音乐哲学思想的某些合理内核具
有重要意义。
　　本教材涵概了20世纪西方音乐哲学发展的全貌，分别涉及了形式-自律论-现象学-象征-符号学-心
理学-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诸学派的基本理论观念。
关于本教材的上述内容，作者在近20年间对其中的各个课题均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并将其
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我国重要的音乐理论刊物上，本教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撰写完成的。
　　本教材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同时为建构有中国
学术特色的当代音乐哲学体系提供某种必要的理论参照和基础。
　　本教材出版后，2000年第1期《人民音乐》发表了张前教授撰写的题为《具有深厚功底的一部学术
力作――读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书评，对本书在学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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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润洋，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族，1932年出生于沈阳市。
1952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6年赴波兰华沙大学音乐学系攻读音乐学。
1960年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1983年任该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 1988年任院长，1992年卸任。

出版论文集《音乐美学史学论稿》（1986）、《音乐史论问题研究》（1997），《音乐史论新稿》
（2003）、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译著《论音乐的特殊性》（1980）、《音乐美
学新稿》（1994）、文集《西方音乐与美学问题的文化阐释》（2005），主编《西方音乐通史》(200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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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　第一节　19世纪后半叶形式—自律论的确立　　（一
）“形式—自律”概念的提出　　（二）自律论面临的强大论敌和自身的哲学—壮大学渊源　　（三
）形式—自律论的确立　第二节　形式—自律论在20世纪的演进　　（一）20世纪西方形式文论的背
景情况　　（二）形式—自律论在20世纪的演进第二章　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　第一节　
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　　（一）哲学思想渊源　　（二）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
乐谱是否是同一的　　（三）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　　（四）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　　（五
）音乐作品的同一性问题　第二节　阿尔弗雷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　　（一）作为观念对象的
音乐作品　　（二）音乐作品的时间构造　　（三）音乐体验问题　第三节　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
的音乐哲学问题　　（一）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　　（二）审美对象中的感性、意义、表现、形式　
　（三）作为审美对象的被感知的音乐作品的本质特性第三章　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
　第一节　近释义学的形成及其对当时音乐哲学的影响　　（一）释义学正式形成前的情况　　（二
）近代释义学的产生——狄尔泰　　（三）近代释义学对当时音乐哲学的影响——克莱茨施玛尔　第
二节　现代释义学的兴起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启示　　（一）现代释义学的兴起——伽达默尔　　（二
）现代释义学对音乐哲学的启示第四章　语义符号理论向音乐哲学的渗透　第一节　戴里克·库克的
情感语言理论　　（一）音乐——作为人类情感的语言　　（二）音乐的表情元素和音乐词汇中的基
本术语　　（三）作为整体的音乐作品是如何表达情感的　第二节　苏姗·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中涉
及的音乐哲学问题　　（一）哲学—美学渊源　　（二）作为情感符号的音乐　　（三）音乐中的“
形式”概念，它与内容的关系　　（四）作为“时间幻象”的音乐　　（五）对向个相关的音乐问题
的看法　第三节　语义符号理论对东区音乐哲学的影响　　（一）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对音乐
哲学家研究的意义　　（二）依拉奈克与玛雷舍夫的有关见解第五章　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　第
一节　德国的能量论心理学派——库尔特　　（一）哲学渊源和自然科学基础　　（二）库尔特的能
量论音乐观　第二节　精神分析理论与格式塔心理学向音乐哲学的渗入——埃伦茨维希　　（一）埃
伦茨维希所依据的理论参照系　　（二）埃伦茨维希的理论主旨　　（三）对音乐艺术的深层心理探
索及其走向“完美格式塔”的过程　第三节　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迈尔　　（一）
音乐中情感与意义问题的提出　　（二）对音乐的情感反应问题　　（三）期待、偏离和意义的生成
　　（四）格式塔原理的运用第六章　社会学视野中的音乐哲学　第一节　社会学派音乐哲学家的兴
起　第二节　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的解读　　（一）现代音乐的社会本质　　（二）现代音乐的
精神内涵　　（三）现代音乐的形式、技法特征　　（四）现代音乐的内在矛盾、历史处境、社会功
能和前途第七章　音乐哲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尝试　第一节　尤里·克列姆辽夫　　（一）艺
术观的哲学基础　　（二）音乐的特殊本质　　（三）几个基本范畴——音乐音调、音乐逻辑、音乐
形象　第二节　卓菲娅·丽萨　　（一）50年代——对音乐特殊性问题的探索　　（二）60—70年代
——对音乐本质认识的深化本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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