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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美学与音乐作品研究》以专题方式写作，以讲义方式命名，考虑到处在发展进程中的音乐
美学学科本身的特点，甚至于考虑到为若干年之后的再度修订留出必要的学术空间，就像福柯知识考
古学命题那样，不定与变数是研究生教学的核心叙辞，问题与讨论是研究生教材的核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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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锺恩，1955年3月5日出生上海。
音乐美学家，音乐批评家。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音乐
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
1982-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就读大学本科，师从叶纯之研究员，获学士学位。
1987-2004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研究，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年
鉴》主编、《艺术评论》副主编。
2000-200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于润洋教授，获博士学位。
2004年至今，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从事教学，并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重点学科当代音乐文化
批判研究方向。
10数年来，在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哲学、当代音乐研究、音乐批评、音乐学学科建设等领域
公开发表文论近500万字，著有《音乐文化人类学》（合作）、《临响乐品》、《音乐美学与审美》、
《音乐美学与文化》、《音乐美学与历史》、《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向存在的可能性研究》
、《守望并诗意作业》等，主持编辑《中国音乐年鉴》10余卷及其他各类出版物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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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合式尺度：整体曲式，调关系，以及局部织体和音色，甚至于音响结构中最小尺度的主题动机。
　　在诸多音响结构因素当中，主题动机是最易于感性识别的一个对象。
一个成熟的主题动机，往往包含了其结构展开的所有可能性。
贝多芬交响曲主题动机：高度浓缩的能量，《英雄》第一乐章通过两个bE大三和弦发动并展开。
面对这样的主题动机，一旦通过感性识别而有所把握，则戏剧性冲突就已经展开。
　　几乎在相应技法介入之后开始了合乎逻辑发展的同时，伴随感性识别过程而展开的戏剧性冲突，
正好显示出了既定的时代特征。
　　f.浪漫主义音乐　　在一种近乎铺张的伸展现象中，突出体现音乐作品的标题性和音响结构的变
异性，尤其凸显旋律主导下的抒情性语言。
　　古典主义讲究完美和谐以及对立融合的精神主位，被浪漫主义讲究艺术中的自由主义精神所占据
。
　　和古典主义音乐确定音响结构形式不同，浪漫主义音乐更是一种情感的自由奔放，甚至可以说，
是一次近乎越界犯规的狂泄，尤其，是凸显旋律主导下的抒情性语言。
　　通过古典主义音乐，人们在感性识别方面：主要是形成对音乐作品调关系和主题动机的基本观照
，再加上理性因素对此产生相应概念。
　　通过浪漫主义音乐，人们在感性识别方面：主要是形成对音乐作品旋律叙事以及旋律增长的基本
观照，再加上理性因素对此产生相应概念。
　　所谓旋律叙事，就是通过旋律音响形态来讲述一个故事，其集中体现在标题音乐方面。
　　所谓旋律增长，就是通过旋律音响形态自身的发展来结构音乐作品的整体，典型的个例就是：交
响诗体裁对奏鸣曲式所进行的不规则的合理扩张，以及不同主题显示出来的家族相似及其本身的种子
繁衍，乃至最终形成以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贯穿作品整体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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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锺恩编著的《音乐美学与音乐作品研究》以专题方式写作，以讲义方式命名，考虑到处在发展进程
中的音乐美学学科本身的特点，甚至于考虑到为若干年之后的再度修订留出必要的学术空间，就像福
柯知识考古学命题那样，不定与变数是研究生教学的核心叙辞，问题与讨论是研究生教材的核心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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