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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欣赏十五讲（第2版）》以音乐家串连起音乐史，从西方四五百年的古典音乐史长河中，
选取30位代表性音乐家，讲述其生平故事，赏析其优秀作品，让人物在史的背景中有了立体感而显影
凸立，让史在人物的衬托下有了生动的细节与血脉的流淌。
书中讲了那么多音乐，从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一直到现代音乐的诞生，从
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肖邦、舒曼、勃拉姆斯、比才、瓦格纳、威尔第
、马勒、德彪西、柴可夫斯基⋯⋯一直到理查·斯特劳斯和勋伯格。
可以说，阅读是在欣赏中完成的：打开书的时候，就如同音乐会开始了，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合上
书的时候，音乐会结束了，月光如水，晚风吹拂着，音乐还荡漾在心旷神怡的感觉中。
本次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吸收了最新成果，尤其对第六讲的肖邦、第九讲的瓦格纳、第十讲的马勒、
第十一讲的德彪西和拉威尔、第十五讲的理查·斯特劳斯和勋伯格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丰富了欣
赏实践，并纠正了个别谬误，更适于广大读者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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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复兴，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十年。
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
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
近著有《肖复兴散文100篇》、《肖复兴新散文画作》两卷、《肖复兴音乐文集》三卷、《中国文学百
家·肖复兴卷》等。
曾获得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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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讲 帕勒斯特里那和蒙特威尔第
第二讲 巴赫和亨德尔
第三讲 莫扎特和贝多芬
第四讲 韦伯和舒柏特
第五讲 柏辽兹和李斯特
第六讲 门德尔松和肖邦
第七讲 舒曼和勃拉姆斯
第八讲 罗西尼和比才
第九讲 瓦格纳和威尔第
第十讲 布鲁克纳和马勒
第十一讲 德彪西和拉威尔
第十二讲 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
第十三讲 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
第十四讲 格里格和西贝柳斯
第十五讲 理查·施特劳斯和勋伯格
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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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叔本华早就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指出，音乐的内容联系着宇宙的永恒，音乐的可能性与功能超越其它一
切艺术之上。
对比文字，他曾经这样说：&ldquo;音乐比文字更有力；音乐和文字结婚就是王子与乞儿结婚。
&rdquo;现在，我却要在做这种无力的事情，以有限的文字来阐释无限的音乐。
这本小书，其实就是在做这种王子与乞儿结婚的事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又能够说非得王子和公主才能够结婚，而王子和乞儿结婚的童话，为何就不
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想像和现实？
就让我试着来做一次。
其实，音乐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和文学的发展有非常相似乃至神似的方面。
它们存在的方式都是以时间为单位，读文学，要一页一页的看，听音乐也要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听，
它们都不像绘画，雕塑，一幅绘画我们瞬间就可以把它看完，用不着时间流淌的过程，即使雕塑的背
面你看不见，放一面镜子也就看见了。
尽管音乐和文学的材料不同，音乐的材料是乐器和人的声音；文学的材料是文字。
在一句话当中只能有一个主语，如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发出各自的一种声音，那将是一种新
的声音，却是一种杂乱的声音，我们什么也听不清的声音。
而乐器放在一起，发出各自的不同声音，合在一起却可以是非常好听音乐。
在那里，每种乐器都是一张嘴，可以在同一时间，形成一种众神喧哗，多声部的效果，这就音乐的神
奇。
但是，文学完全可以向音乐学习，巴赫金就创造了复调小说的理论，文学的叙述角度也可以是多声部
的，形成一种交响的效果。
同样，音乐早在几百年前就曾梦想过和文学的联姻。
贝多芬就喜爱文学，借助歌德和席勒的诗融入他的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更是与文学有着割舍不
断的因缘。
一部《浮士德》、《麦克白》和《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曾经演绎出多少风格不同的美妙音乐。
听《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中结尾佩利亚斯异父同母的兄弟戈洛悔恨交加而梅丽桑德死去时候的音乐
，勋伯格用的是小提琴，西贝柳斯用的是大提琴，福莱用的则是长笛，德彪西用的则是整体的弦乐。
乐器选择的不同，很能说明他们内心的潜台词不尽相同，各自情感的表现方式的不尽相同。
小提琴不绝如缕袅袅散尽，将心声轻轻地倾诉；大提琴琴声呜咽盘桓，将爱深深埋藏在心底；长笛则
哀婉典雅，有一种牧歌般寥廓霜天的意味；弦乐的哀婉，不绝如缕，最后以柔弱至极的和弦结束，曲
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音乐家对表现同一题材甚至同一规定情节中的音乐元素之一--乐器的感受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都源
于文学都他们的共同启发，燃起他们不同的想像，拓宽了他们的创作空间。
看来，音乐与文学各有其长，可以相互借鉴，当然这种借鉴不是&ldquo;输血&rdquo;式简单的方式，
而是一种相互的营养吸收，彼此素质的培养。
学文学或学别的学科的人懂一点音乐，学音乐的人懂一点文学，彼此给予营养，是很有好处的。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树立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心，也明确了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希望在这音乐欣赏十五讲中，讲的不是干巴巴枯燥的教材讲义，而能够好看，因为这是我对自己最
起码的要求。
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或学生在听这门课的时候，就像音乐本身好听一样，能够真正在欣赏之中不知
不觉地完成。
你打开书的时候，音乐会开始了，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合上书的时候，音乐会结束了，月光如水，
晚风正在吹拂着，音乐还荡漾在你的心旷神怡的感觉中。
我希望干净简练，所以，我在那么多音乐家中，删繁就简，最后只剩下三十位，每一讲讲两位。
像是把主要的树干勾勒出来，其它的枝干可以按图索骥自己去寻找了。
线条清晰了，地图上的路标清晰了，我们也许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寻找我们要去的地方，十五讲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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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五条道路，三十位音乐家就像是分别站在每条路口上的向导，带领我们和我们想要见到的音乐家
和他们的音乐一起拥抱相逢。
我希望以人物串连起音乐史，哪怕是粗线条也好，让人物在史的背景中有了立体感而显影凸立，让史
在人物的衬托下有了生动的细节与血脉的流淌。
在这本书中，我们毕竟讲了那么多的音乐，从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浪漫主义时
期&hellip;&hellip;一直讲到了现代音乐的诞生。
四百年的漫长历史，音乐真的像是一条河在向我们流淌而来，那么多不同派别不同风格不同性格不同
命运的音乐家像是河里的鱼群一样翻滚着向我们涌来。
只有把他们的性格命运尽可能细致生动地描述下来，他们的音乐才能够更深入我们的内心；只有把他
们放到整个历史的脉络里，你才能发现他们的音乐除了好听或不好听之外存在的意义。
我想，不管我们学文学也好，听音乐也好，把它放到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才能更加深刻的了解它，认
识它。
音乐就像文学一样，没有大历史的眼光作为背景，很难体会其中的乐趣，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不是
以一个大历史作为背景去理解古代的白话小说是一种拟书场形式，现在就会对里面的许多程式感到可
笑，觉得很笨；也就不会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第一篇以主人公我出现的小说的叙事角度的重
要意义有深切的认识。
同样，如果我们缺乏对个案的具体的分析，也许一切会变得大而无当，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恐龙架子。
我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史里面能够看到人类的无与伦比的智慧、天才的创造能力，以及何等丰富的想像
力。
我们知道，音乐最初的发现起源于对空气的振动所发出的声音的理解和创造。
一部音乐史其实人声与乐器在空气中振动不断发现与创造的历史。
从帕勒斯特里那的复调合唱到亨德尔的清唱剧，一直到威尔第和瓦格纳的歌剧；从舒柏特的艺术歌曲
到舒曼到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从蒙特威尔第到巴赫对乐器的顶礼膜拜和发掘，从贝多芬奠定了交响
乐的艺术形式，一直到后来马勒、理查&middot;施特劳斯对器乐新的理解与创造，一直到勋伯格彻底
对调性的打破和十二音体系的建立&hellip;&hellip;音乐微妙的变化，情感曲折的选择，潜在价值的判断
，都在音乐这样的人声与器乐的变迁中折射出时代的光彩与音乐家探索的足印，同时也折射出人类同
奇妙大自然交融的轨迹。
如果从这一点意义而言，人声是音乐投向大自然的回声，器乐则是大自然给予音乐的一面镜子。
我希望在音乐的发展中探索创新与保守之间的关系。
在艺术中，创新与保守的意义各自不同，并不是我们社会学平常意义上的理解的那样唯新是举，而保
守则只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的颓败。
纯粹的古典精神如巴赫那样的掌玉玺者，同浪漫派的革新人物如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乃至勋伯格
所存在的价值是同等重要的；而同后浪漫主义时期如勃拉姆斯那样古典主义保守派的隐士，尽管他们
对于音乐的贡献不尽相同，对于音乐的价值同样也是一样不分伯仲的。
它只是提供给我们那样缤纷多彩的音乐，告诉我们世界的多种多样的之外，还告诉我们人类在发展之
中观念的变化与人性激情永不枯竭地演绎，这演绎才能够带来音乐生命与人类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
因此，一部音乐史也就人类历史的缩影。
在我们的祖先之中，他们从来不缺少创造革新的能力，也不缺少对古典精神的操守，而这样两个方面
，我们现在都是匮乏的。
我希望音乐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弦外之音的思索。
我希望音乐能够为历史留下声音的注解。
书写任何时代的历史，都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生动的细节，填充那些恢弘之间留下的空白和缝隙
。
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背景需要苍茫的图画大写意为其渲染，也需要声音为其伴奏，音乐背景便是不可或
缺的一种伴奏。
我们便能够从帕勒斯特里那触摸到中世纪的脉络、从巴赫看到巴洛克的辉煌，从贝多芬看到资产阶级
革命的风起云涌，从马勒、理查&middot;施特劳斯看到世纪之交的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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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便能够在读完浩瀚的政治经济历史或其它学科历史之后，有了一部声音历史的伴奏，把我们人类
的历史领略得更为活色生香。
音乐便是我们人类历史存在的声音与表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这些。
断断续续，从春天写到冬天，我只是努力做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无论我是不是做好、做到了，我都要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是他将这项任务信任地教给
了我。
说老实话，起初我不敢接受，因为我学的毕竟不是音乐专业，所有的一切只是对音乐的业余爱好，写
几篇单摆浮搁的文章可以，写一本通识课的教材，我怕力不胜任。
是温老师的鼓励，在我写出了十五讲的详细提纲后，又是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之后，这本书才得以完
成。
我一直这样以为，应该感谢这个世界创造了音乐，作为在校的大学生，无论你是读什么专业的，懂得
一点音乐，在你自身的素质教育也好，在自己的青春成长也好，都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拥有美好的音乐，每天能够荡漾在我们喜欢的旋律之间，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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