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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小诺编写的《审美心理视野下的西方音乐体裁》由七个章节、绪论和两个附录构成：绪论是对
西方音乐体裁的情感意义、产生和发展的总体论述。
第一章，以圣咏、神剧和弥撒等宗教体裁为例，论述了宗教崇拜中的艺术情感。
第二和第三章，分别以民间舞曲和世俗体裁为例，分析人类原始淳朴情感与音乐体裁类型化的关系。
第四章以音乐元素在音乐历史上下文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点”、“线”、“面”、“体”的规
定性，以及全面规范的代表体裁——赋格和奏鸣曲的形成过程为脉络，论述音乐符号由简单到复杂的
几次由自由发展到格律概括的周期过程。
第五章以奏鸣-交响套曲中的小步舞曲发展（转换）为谐谑曲的过程为例，分析这一现象承载的民族性
、时代性等历史生态环境内容。
第六章、第七章运用符号学的理论阐述音乐体裁的再现性和表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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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诺，1968年出生于山东，现任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助理。
198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获学士学位。
199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于2001年获“作品分析”方向硕士学位、2004年扶“外国作曲家
与作品研究”方向博士学位，导师钱亦平教授。
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于2003年、2005年被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学位委员会评为“上海市
优秀硕士论文”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士论文由以上两单位推选参加“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
文”的评选，并被《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录用发表。
　　曾发表《音乐结构原则形成的心里平衡效应初探》、《拱形结构概念的界定》、《历史画面的生
动展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肖邦c小调夜曲（Op，48 No，1）》、《西方音乐史学
观与史学研究》、《音乐欣赏之想象与联想》、《体验音乐的情感》等音乐分析、音乐审美心理学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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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绪论一、音乐体裁的情感符号性特征（一）情感需要物化释放（情感的符号化替代性释放）（
二）体裁对基本内容的规定性1.体裁是对生活不同领域的把握2.体裁是对情感不同表述样式的把握3.体
裁是不同思维模式的把握（三）体裁的情感“符号性”二、从审美心理视角看西方音乐体裁的产生（
一）人类社会分工的折射（二）人类对自身生活认识逐渐深化的产物（三）体裁是时代情感（社会意
识形态）的反映三、从审美心理视角看西方音乐体裁的发展和演变（一）基本要素的稳定性（二）风
格变化的开放性（三）类型特点的融合性（体裁界线的模糊、体裁风格的交叉）（四）体裁情感内容
表现的扩张性第一章 宗教崇拜的艺术情感——以圣咏、神剧、弥撒为例一、形式——将信念予以具象
呈现（一）圣咏1.格里高利圣咏统一了罗马教会仪式的音乐形式2.格里高利圣咏是罗马教会统治地位的
象征（二）神剧（三）弥撒二、时代的灵魂祈求（一）圣咏——不同时代中相同的审美范畴象征（二
）神剧——对上帝之爱的呼唤（三）弥撒——宗教崇拜的具象替代三、永远感恩的情愫（原始意象的
呈现）（一）“感恩”的情感是一种“原型”（二）感恩是一种崇高的情感第二章 原始情感中的艺术
形式——以西方民间舞曲为例一、审美的发生（一）从人种、生活（生产）方式到思维方式的形成1.
人种、民族的分化2.生活、生产方式——工具的制造3.思维方式的形成（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征服自然与风格分化1.起源于西班牙的舞曲2.起源于法国的舞曲3.起源于德奥的舞曲4.起源于意大利的
舞曲5.起源于匈牙利的舞曲6.起源于俄罗斯的舞曲（三）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关系——音乐节奏形态
特征的形成1.民间舞蹈的来源——模拟式、操练式2.狩猎民族舞蹈节奏的特征——刚性模式3.狩猎民族
舞蹈节奏模式的性格种类二、综合关感的形成与发展（一）宫廷生活浮华的需求——拉丁族国家音乐
素材的多项运用（二）严密思维方式的产物——发生在日尔曼民族国家的舞曲模式化1.四乐章古（舞
蹈）组曲的确立2.古组曲的发展本章附录：巴赫、亨德尔古舞蹈组曲结构图表第三章 世俗情感中的艺
术形式——以摇篮曲、船歌等世俗体裁为例一、体验内模仿、构成移情情景（一）唤起内模仿（二）
产生移情体验1.音乐作品艺术形式方面的因素引起的移情2.音乐作品的内容因素引起的移情（三）移情
与内模仿互为先导的功能1.主动审美状态——移情为先导2.被动审美状态——内模仿为先导二、情感氛
围的营造三、形成引申表达（一）情景化的引申表达（二）意境化的引申表达第四章 音乐形式的自由
发展和格律概括——以赋格曲与奏鸣曲为例一、第一个自由发展到格律概括过程——“点”的规定二
、第二个自由发展到格律概括过程——“线”的规定三、第三个自由发展到格律概括过程——“面”
的规定（一）横向——时间性：节拍、节奏（二）纵向——协和性1.以泛音列为基础依据的协和关系2.
和声（Harmony）四、第四个自由发展到格律概括过程——“体”的规定（一）纵向：音响层次的拓
展（二）横向：主调音乐结构的形成第五章 审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奏鸣-交响套曲中的小步舞曲
与谐谑曲一、小步舞曲的产生与大规模流行——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的折射（一）小步舞曲产
生发展的民族性、时代性沃土1.生态环境与心理遗传2.民族气质、民族性格（二）民族性格、气质与文
化特征的兴衰1.小步舞曲生存沃土的流失2.18世纪厚积薄发的德奥艺术精神二、谐谑曲取代小步舞曲—
—从关注形式到关注内容（一）音乐创作由服务宫廷转变为作曲家自我情感抒发需要（二）奏鸣-交响
套曲（各乐章）由拼贴组合性到贯穿统一性1.丰富音乐的形象和内容、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2.增强戏剧
性的表达3.增强套曲的整体感第六章 音乐表述中的再现性——以叙事曲为例一、关于叙事曲的含义及
来源（一）叙事曲的含义（二）叙事曲的来源（三）艺术符号与现实符号的同构性二、叙事曲“语法
”的象征意义（一）利用核心动机构成转喻原型1.运用固定音调叙述事件发展过程2.运用特定动机指代
特定人物或事件（二）以封闭的结构框架完成叙事意象性组合1.变奏曲式2.奏鸣曲式3.三部曲式4.自由
曲式三、叙事曲“语义”的象征意义（一）叙事曲语义原型（二）叙事曲题材来源1.悲剧性历史史诗2.
神话传说3.叙事性文学作品4.爱情故事5.对现实生活的幻想第七章 音乐表述中的表现性——以幻想曲、
随想曲、狂想曲为例一、符号来源二、表现性体裁的语法分析（一）多动机并存、多意象萦绕（二）
以开放的结构框架完成审美意象性组合三、表现性体裁的语义分析（一）以“第一人称”或“无指称
”的表述方式（二）内容的不可言说性结语附录一：主要分析、参考曲目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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