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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依照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指导纲要》的课改方向编排。
全书按为期一年的教学计划，以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音乐史
分32讲（每讲2学时）编成。
全书按照历史分期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板块：第1讲绪论，阐释了与西方音乐有关的一些相关概念，包
括学科定位、历史发展、研究现状等等，以便让读者有一个全貌式的概览；第2至4讲分别是古希腊古
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第5至第8讲是巴洛克时期；第9至13讲梳理了古典主
义时期的音乐；第14至25讲辐射了整个浪漫主义时期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体裁、作品；最后
的26至32讲则介绍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的西方音乐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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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位老师曾问学生：音乐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学生回答：是客观的。
老师笑而不答。
这时，有位学生说：音乐史是客观的，但我们学习的《音乐史》则是主观的，是人们根据存见的资料
勾勒出来的历史框架，并带有主观思想和个人评价。
老师很满意并补充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历史的原貌和全貌，只能通
过遗存的文字资料、文物资料、民间遗存来勾画历史，最大限度地重现历史。
《音乐史》是人的主观作品，每本《音乐史》都有它的不同个性，我们应该客观而全面地去学习它、
接受它，鉴别它。
  音乐是文化，音乐在文化中。
解读西方音乐史实质上就是解读西方文化史，在此认识基础上完成的《西方音乐史》或将有其与众不
同的特点。
一、西方文化中的音乐史音乐是以音符作为基本单位，建构人们审美情趣并传达情感的独特文化存在
。
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含有音乐文化的物理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
在物质文化层面，它联系着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数学、乐器学和乐谱学；在制度文化层面，它
联系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教育学和乐律学；在精神文化层面，它联系着哲学、美学
、神学、宗教学和历史学。
对不同音乐形式的研究，应将音乐放置于特定的文化中，找寻其产生、变化、发展的原因。
  因此，对西方音乐史的描述，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
一部《西方音乐史》必然是在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
西方音乐史的历史分期，正是人们根据该时期的时代特征，借助文学或其他艺术特征来冠以相应名称
，如“巴洛克”源于建筑艺术；“浪漫主义”源于文学艺术；“印象主义”源于绘画艺术；“基督教
”是中世纪的时代特征等。
在西方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音乐体裁的特征和各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一部西方音乐发展史，也就是西方音乐体裁的发展史。
立足于音乐体裁描述西方音乐的发展史，这也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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