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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伍维曦的博士学位论文《纪尧姆·德·马肖的——文本与文化研究》是作者经过长期学习、积累
、思考、研究的成果。
　　14世纪法国“新艺术”是西方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伍维曦的博士论文选取那一时代代表性的诗人、音乐家纪尧姆。
德。
马肖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音乐史上具有一定价值的音乐文献——《圣母弥撒》作为研究对象，以文
本分析／文化研究二分性的模式来分析审视，但又不把二者截然分开，而是运用思辨的历史哲学方法
加以综合。
　　为了求得对问题深入透彻的阐发，作者在论文结构上颇下工夫：全文包括呈现出某种对称的格局
的四部分，即：“作曲家和作品”、“文本分析”、“文化研究”、“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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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尧姆·德·马肖的：文本与文化研究》以中世纪晚期法国“新艺术”代表作曲家纪尧姆·德
·马肖的《圣母弥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作品的音乐形态的分析和对相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揭示
了作品所包含的重要的文本特征和丰富的文化信息，论证了《圣母弥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里程碑意
义以及在多个层面的体现，同时也对作品的文本要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在音乐史学
的框架下认识和理解这部作品进行了探索。
本文由导言、结语和四个部分组成：导言：对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图、研究方法和文献情况的概
述。
第一部分：作曲家和作品。
介绍了马肖的生平和创作概况以及《圣母弥撒》的产生背景、手稿和版本情况及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文本分析。
在“新艺术”音乐形态的背景中，分析《圣母弥撒》各部分的内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从三个不同
的角度对作品的文本特性加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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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维曦，男，四川泸州人，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讲师。
1979年12月生于成都。
1998年－2008年曾先后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
2008年6月通过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西方音乐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硕博连读），导师为陶辛
教授。
2008年9月至今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为音乐史学，同时也从事音乐评论工作。
曾在《音乐艺术》、《上海戏剧》、《人民音乐》、《歌剧》、《音乐爱好者》、《爱乐》等刊物发
表论文和评论数十篇，另有译著数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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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内容提要博士论文评语导言第一部分 作曲家和作品第一章 纪尧姆。
德。
马肖生平及创作简况第一节 马肖其人及其时代第二节 马肖创作概况第二章 《圣母弥撒》的创作背景
、版本情况和研究现状第一节 《圣母弥撒》的创作背景和版本情况第二节 《圣母弥撒》的研究状况
和现代版本第二部分 文本分析第三章 “新艺术”音乐语言的一般特征和14世纪的复调弥撒套曲第一节
“新艺术”时期的音乐理论和记谱法第二节 “新艺术”音乐语言的一般特征第三节 14世纪的复调弥撒
套曲第四章 《圣母弥撒》各部分的结构形态第一节 《慈悲经》第二节 《荣耀经》第三节 《信经》第
四节 《圣哉经》第五节 《羔羊经》第六节 《散席》第五章 《圣母弥撒》的文本特性：三个分析维度
第一节 音结构分析与音乐形式的自足性第二节 音乐语言的风格特征和弥撒套曲的体裁性第三节 审美
分析及时代精神第三部分 文化研究第六章 《圣母弥撒》产生与存在的文化背景第一节 14世纪法国北
部的社会与宗教生活第二节 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其与《圣母弥撒》的关系第三节 朗斯和
朗斯大教堂第七章 《圣母弥撒》的音乐文化因素第一节 《圣母弥撒》为何而作第二节 《圣母弥撒》
的情感内涵第三节 《圣母弥撒》的宗教仪式语境第四节 《圣母弥撒》历史存在的时空环境第五节 《
圣母弥撒》的演绎第四部分 总结与思考第八章 《圣母弥撒》的音乐史文本与文化意义第一节 文本层
面第二节 文化层面第九章 《圣母弥撒》历史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实现第一节 历史观念与艺术史：作为
音乐史事件的《圣母弥撒》第二节 《圣母弥撒》的历史叙事呈现余论附录一 纪尧姆．德．马肖生平
与大事年表附录二 《圣母弥撒》唱片版本一览表图版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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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声部数量也从最初简单的二声部发展到三声部、四声部。
这一时期的和声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始终与织体手法和节奏技术的进步相一致，而14世纪之前，在这一
多声部音乐形态不断复杂和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法国音乐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当然得益于法国教
会音乐在中世纪盛期的高度繁荣。
被“新艺术”音乐家称为“古艺术”的圣母院乐派的复调作品代表了14世纪之前西欧多声部音乐创作
的最高成就。
“古艺术”在和声上的成就也为“新艺术”音乐家所继承和进一步拓展，“从工4世纪开始，西欧音
乐的历史就以在音乐和声领域的不断苦心经营为特质了”。
和声开始成为音乐作品中重要的表现手段。
　　中世纪的调式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对既有的圣咏曲调依照其起始和结束音的不同进行分类。
故而，多声部音乐中定旋律声部所属的调式即是整个多声音乐的调式基础。
由于多声部形态的产生最初是基于现成的圣咏定旋律，在定旋律上方和下方附加声部，故而中世纪“
和声”的本质是各个附加声部和定旋律之间的音程关系及进行。
　　对于不同度数的音程的性质和在声部进行中的作用的认识和理论总结，在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不断
变化的过程。
在古希腊音乐理论中，“和声”系用来描述横向音阶特征的术语，而从9世纪开始，出现了最早的二
声部音乐形式——奥尔加农，在于克巴尔的著作中，“和声”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多声部音乐的纵向
协和关系。
11世纪，奥尔加农已经从最初的平行进行衍化为包含平行、斜向、反向、交叉等多种进行的二声部形
态，圭多的著作讨论了不同音程的协和度极其在奥尔加农中的用法。
至工3世纪，对于各种音程和斜度的分类和使用已经基本定型，见于贾兰蒂亚和弗朗哥的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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