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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并提出
以“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基本方针，把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整个中华民族振
兴的突出位置。
教育部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
这一构想与目标，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解决我国目前教育需求不断增长与教育资源相对
短缺矛盾的有效措施。
同时，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
　　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于1950年，已有50余年的教学历史，是我国国家级唯一的一所重点艺术院校和
“211工程”建设大学，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于1999年12月21日成立了“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2001年更名为“现代远程
音乐教育学院”），2002年2月22日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被教育部审核批准为高等院校
远程教育试点单位。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通过远程音乐教育网络，把最新的、科学的、体系化的教
学内容与方法，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全国的各个地区，促进全国音乐教育的民主化（即普及
化，特别关注边远地区）、终身化（具有高度灵活性，不受校园教育的地域、时间、年龄限制）、多
样化（面向社会音乐文化领域中多层次人才的知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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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怎么把20世纪不同流派和风格的音乐叙述得很有条理，是编写中的一个难题。
流派、国家和作曲家三者关系纵横交错，不容易分得既很清晰而又不重复。
现在这本教材的体例与原来的《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一样，突出了流派，但有很大缺陷：把某个作曲
家仅仅放在某一个流派中来进行介绍，这样做，容易使人误解，好像这个作曲家就仅仅是属于某个流
派似的。
而实际上这个作曲家完全有可能也与其他流派有关。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作曲家经常采用多种风格进行创作，不同时期也往往会发生变化
，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固定在某个流派之中。
本教材之所以仍然把他们放在某个流派下面叙述，是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体例，另外，也只是想说明
他们的创作曾经和某个流派有关而已。
同样道理，教材中所列作品选介也只是某个作曲家的作品举例，并不意味着这首作品就一定属于某个
流派。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音乐，如何进行梳理和说明，也许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可以看得更加
清楚。
现在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向读者介绍一些新近的情况，是否恰当，比起其他章节来，更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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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讲其他之一：布里顿与蒂皮特　　1945年以前的音乐中，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流派及其有关的
作曲家外，还必须提及其他一些不宜被纳入某个特定流派的重要作曲家（虽然在介绍不同国家音乐简
况时曾经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以及其他一些较次要的流派。
他们当中，大体有两种情况：或比较靠近传统，或带有更多的实验性质。
前者如英国的布里顿和蒂皮特、苏联的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又如奥尔夫、沃尔顿、米亚斯
科夫斯基等），后者如微分音音乐、噪音音乐。
　　第一节布里顿　　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1913-1976）生于萨福克郡洛斯托夫特。
小时候也是莫扎特式的一位神童。
7岁时就能够像阅读神话故事似的阅读交响乐和歌剧总谱。
到14岁，已写有10首钢琴奏鸣曲、3首钢琴组曲、6首弦乐四重奏、一部清唱剧和许多歌曲。
1930年人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在此之前，已从英国作曲家布里奇（Frank Bridge，1879-1941）学习，为
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音乐学院毕业后，为纪录影片、广播等写了大量音乐，不但积累了戏剧音乐创作的丰富经验，而且有
机会结识了当时一些进步的文学界人士，如诗人奥登（W.H.Auden）等，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1939年，他仿效奥登旅居美国，以求得更好的创作环境。
同行的有英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皮尔斯（Peter Pears），他们两人友谊深厚，布里顿有很多声乐作品是
专为他而写的。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和德国空军大规模轰炸英国，使他感到他必须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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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音乐》这本教材与199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音乐概述》内容基本
相似，进行了一定能够的整理和修改；而《西方现代音乐概述》是从1981年起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
的一门课程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20世纪西方音乐》是西方音乐通史中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涉及印象派以后的西方各种不同流派和
风格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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