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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明牛津音乐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看作是集作者一生音乐学术探索大成的总结。
站在当下这个“知识爆炸”的世纪末当口，回顾亚伯拉罕的学术历程，令人在惊讶之余又不禁产生一
丝困惑：他怎么能够在如此庞大的音乐史对象前，既出任洞幽察微的细节专家，又不放弃对整体轮廓
的高度概括。
在音乐学术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仅仅一般化的“通史”描述和罗列是无法在学界立足的。
而才能较小的学者迫于学术压力，只好早早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窄的领地里，“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
道得越来越多”。
亚伯拉罕早就以自己对俄罗斯音乐的精深研究闻名。
在这方面，他的音乐洞察力、富于同情的听觉感应和驾轻就熟的俄语修养使他在英语世界无人可望其
项背。
但是，尽管亚伯拉罕主要是一个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专家，从他的著述和编辑工作中可以看出，这
位不知疲倦的学者对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尼德兰乐派、亨德尔、莫扎特歌剧、波兰音乐、西贝柳斯
和巴托克等等不同的研究课题都有极为内行而道地的见解。
这种对音乐史各个环节的深邃知识成就了亚伯拉罕在《简明牛津音乐史》中所体现的独一无二的能力
：俯视概括与细节史实的高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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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波希米亚，宗教战争阻碍了艺术的发展。
胡斯派教徒创作了大量单声部方言歌曲，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捷克音乐，还影响了路德派甚至天主教的
宗教歌曲；他们把复调音乐看成轻浮的东西。
不过，赫拉德茨一克拉洛韦的市民简。
弗拉努斯于1505年编的歌曲集中还是收入一些简单的三声部作品，其中一首歌曲以胡斯派歌曲作为定
旋律，另一个作品的原型是捷克通俗舞曲。
若斯坎离职以后，接替他的列日人约翰内斯·施托克姆等西方音乐家后来都被吸引到匈牙利的马提亚
·科尔维努斯和他的阿拉贡王后的豪华宫廷中。
哈普斯堡以前最后一位匈牙利国王的宫廷圣乐队乐师长是德国人托马斯·施托尔策，他是海因里希·
芬克的门徒或学生；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后与他的主子一同死于非命。
据我们所知，与他们共事的作曲家中没有一个是匈牙利本地人。
　　书摘1　　亚历山大的理论家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拉丁文史料告诉我们，人们是在什么时
候并以什么方式利用音乐的；而希腊文史料却使我们知道，哲学家有过哪些音乐思想。
罗马人是注重实际的；亚历山大人(其中有住在罗马的，如普罗提诺)则都是理论家。
是脱离现实的古典时代的学生。
甚至像最早记述餐桌漫谈(据他自己所称)的公元2或3世纪的阿特内乌斯这样的世俗人士，感兴趣的也
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亚历山大人过多地依赖大时代的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里斯多塞诺斯等人
，用典型的希腊化时代的独创性发挥自己的思想，并以十分复杂的形式将它们流传于后世，使其变得
更为费解而不是更为明了。
就这样，杰拉什的尼科马科斯用一种古怪的数字符号系统来发展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和数字的理论。
亚历山大的理论家中比较重要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首先是普罗提诺(205至270年)，其次是他的学生
、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者波菲利(233至304年)和波菲利的学生扬布利科斯(死于约330年)。
普罗提诺十分强调音乐的道德力量。
他认为音乐不仅可以通过净化人的灵魂塑造合格的公民，还可以借助它神奇的力量使人们臣服于美，
从而臣服于上帝。
另一方面，异教禁欲主义者波菲利却着重提出了音乐在肉欲方面的危险，因为它与笑剧和舞蹈有着密
切的联系；尽管中介的灵魂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恶的，但是最高的神性不可能通过像音乐这样
感性的媒介来达到。
扬布里科斯进一步发展了通过音乐的媒介来达到灵魂和次级神性的思想。
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波菲利的思想，尽管是极为反基督教的)对早期基督教徒的音乐观产生了相当大的
影响。
　　最早的基督教音乐在这个时期．基督教渐渐渗入了希腊化．罗马世界，首先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
教派(但在公元80年．犹太基督徒被正统教派正式革出教门)存在着；后来．甚至在皇室家族中，一些
成员也很快就改了宗；它得到社会的默认．并介入了正常的团契生活；公元325年．信奉基督教的皇帝
君士坦丁终于在尼西亚召集主教特别会议。
我们已经看到①．君士坦丁的朋友优西比乌斯从亚历山大的斐洛的著作中了解到．犹太教的礼拜音乐
仍为基督教所采用。
斐洛本人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也是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他认为音乐是哲学的科学
侍女；但他又指出，在礼拜中，“赞美和颂扬不应当真正发出声音来，而应当在心中歌唱”①。
可是这与圣保罗所说的。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9节和〈新约‘歌罗西书〉第三章第16节)的
意思并不完全相同，保罗的意思是：要攀阜内心地歌唱．而不仅是为了娱乐。
　保罗两次使用的“诗篇、赞美诗和圣歌。
的范畴，可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明牛津音乐史>>

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圣歌(odai pneumatikai)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哈利路
亚与其他带有欢呼和狂喜特征的圣咏”②。
关于诗篇和赞美诗．斐洛知道它们的唱法是各不相同的；诗篇当然是犹太人的。
用犹太人的方式吟唱。
犹太人还唱赞美诗．并唱哈利路亚的歌词。
(哈利路亚也是犹太语中的诃：halelu-yah，意即赞美耶和华。
)至于犹太人是否感到这样的音乐有些奇怪．我们无!法知道。
当然·表演的方式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可能就是吟唱的。
甚至在后来昆体良的希腊一罗马风格演说中也多少含有吟唱的成分。
赞美诗和欢乐的无词歌都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它们被用来召唤上帝并使巴比伦、埃：　　及、希腊和
罗马的上帝崇拜者的心中产生出狂喜之情。
应答歌唱或交替歌唱也不，是礼拜仪式所用的唱法。
我们已经看到。
人类史上早期的苏美尔人和罗马史上早．期的谷神祭司团与萨里祭司团，都采用了这种唱法。
现实中的音乐很可能就是一种遍及希腊化和罗马世界的音乐方言。
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使用这一方言的是基督教徒；然而，它又经过一些修改．作为一种信仲在犹太
教之外传播了开来。
　　早期的基督教赞美诗　　几乎可以肯定．早期基督教诗篇中的音乐，大多与犹太教诗篇中的音乐
相同；甚至在很久以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诗篇曲调之间还有很多相似之处③。
而基督教赞美诗则走过了一条相对独立的道路，它主要产生于叙利亚和一些异端教派之中。
除了一个著名的例外，我们只有歌词而无乐谱，不过这些歌词十分重要。
在《新约全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6至11节中有五旬三行诗．每行按照东方格式各占三拍①。
一个多世纪以后，亚历山大的克雷芒(约150至约220年)在他的《先师》一书末尾写了一首有定量的韵
律的基督赞美诗；可是韦勒斯却写道②，“他的风格越变越使人入迷。
过去的希腊吐字法变成了闪米特的吐字法。
⋯⋯这是浸透东方思想的希腊诗人的韵律。
”在阿拉姆语的赞美诗被翻译成希腊文以及希赡文异教赞美诗(例如为崇拜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所作的
赞美诗)被改编后为基督徒或诺斯替派教徒所采用的同时，无疑还保持着与之相关的音乐。
古斯塔夫·霍尔斯特曾经为经外书〈圣约翰行传)(Acts of St．John)中的一首“耶稣赞美诗”谱曲：　
　神德在空中舞蹈．　　我手持风笛(直译：吹阿夫洛斯管)来到。
　　大家都跳起来吧!　　阿门　　十二圣徒与我们共舞；　　万物都来参加舞蹈!　　如果你不想跳
舞，　　我们的体验不会知道。
　　阿们。
　　这首赞美诗就是从异教赞美诗改编过来的，它使我们想起那些把奥尔菲斯画成基督或者把基督画
成奥尔菲斯的地下陵寝画，以及亚历山大的克莱芒在基督与奥尔菲斯之间所作的类比。
它还表明了舞蹈和器乐与异教之问的关系；而异教是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最为头痛的事．摆在他们面前
的是怎样解释大卫王的宗教赛践之类的难题。
　　碰巧，我们手头有发现于埃及奥克西林库斯的残缺手稿③这份手稿不仅有歌词，还有公元3世纪
末一首基督教赞美诗末尾的乐谱。
乐谱上标明了音高和节奏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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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由单个作者撰写一部大型音乐史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那些有理解力的非专业读者来说，最好还是能有一本易读的、半叙述性的、按照
年代顺序排列的书，作为这个领域的概要总结，而且其作者对专家们的作品进行过多年的潜心研究。
即使对于那些专家，这样的总结也是有益的，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
多”时，会愿意站得远一些来考虑音乐史的连续统一体。
　　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个连续统一体的现实：我们所能够把握的音乐本身。
在本书中，我并不试图对某位作曲家或某种乐器作一般的评价，而是说明他（它）对教堂音乐、对管
弦乐、对歌剧的发展或演化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某位作曲家的创作生涯分为几个部分，我并不先后叙述他本身的成就，而是将他的作品放到他同
代人的创作环境中进行比较。
　　本书不是《新编牛津音乐史》的简写本。
简化那套书事实上绝无可能。
本书甚至不是以那套书为基础的。
《新编牛津音乐史》用的是显微镜，而《简明牛津音乐史》用的是望远镜。
通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揭示生活和现实的粗线条及一些细节，尽管它们并不能对复杂的事物作出
解释。
对遥远的时期，望远镜不起作用：人们看到的大多是迷雾和幻景。
对最近的时期，望远镜也不起作用：这时，人们看到众多近在咫尺的人物，其中有些是至亲好友，却
无法指出他们中哪些人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试图这样去做，因为历史叙述不仅仅是提供一串毫无意义的名单。
当然，即使用了望远镜，以前也有盲人的先例。
　　在选择谱例（我试图不选人们所已经熟悉的）、参考书目等的过程中，我的决定往往有些武断，
尽管我有自己的理由。
有些遗漏无疑出于偶然；但是，我们有意使18世纪以后的参考文献大幅度减少，这不仅因为文献太多
会使读者感到乏味（这里指的是聪明的非专业读者或学生，而不是成熟的音乐学家），而且还因为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从通常的保留曲（剧）目中更好地了解这时的音乐。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略为修正了在本书中所采取的通常方法，对人们已经烂熟于心的19世纪音乐给予
了或许太多的篇幅，以便避免只是列出一大堆名人和杰作；与此同时，我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二
流或三流的大师，从而改变人们认为的名人就是全部的错误印象。
由于我的望远镜可以嘹望的领域几乎是无限的，所以我只能主要把它对准我所认为的西方音乐的主流
。
它发源于西亚和地中海东部诸国，而后，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长期以来，它流遍了世界的主要地
区。
现在，严肃的音乐学家都不再认为“音乐"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们认识到，世界上的大多数种族都有
他们自己的音乐，其中有些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和精微内涵的“高雅"文化。
甚至最广大的欧美听众也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有时还能粗浅地欣赏印度、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音乐
。
不过，他们听到这些音乐时的感受恐怕完全不同于当地人。
尽管如此，西方音乐比其他音乐的发展更为丰富。
遗憾的是，当它与其他音乐交流时，往往同化或玷污了其他音乐，反过来它自己却只是偶尔地或表面
地受到一些影响。
由于这本书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我试图概要地介绍一些十分重要的非西方音乐体系，在西方世界开
始有意识注意到它们的时候，中断我对主流的叙述。
　　“高雅艺术”西方音乐和无名作者通俗音乐之间的关系呈现着另一种困难。
这种关系原来一直是互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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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开始出现的裂痕对双方都有害。
在本书中，我不得不回避“民间”的音乐，也不得不回避西方一些次要国家的“高雅艺术”。
　　尽管如此，我所要涵盖的领域还是极为广泛。
和专家相比，我发现自己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
所以，我邀请一些专家来纠正我的错误，其中特别是丹尼斯·阿诺德教授及其夫人、E·J·博思威克
博士、约翰·考德威尔博士、W·V·戴维斯先生、T·C·米切尔先生、杰里米·诺布尔先生、劳伦
斯·皮肯博士、理查德．威德斯博士和欧文·赖特先生。
我对他们表示无限的感激。
最后，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安东尼·马尔冈先生，他不断地鼓励我并给我以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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