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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高等师范音乐院校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基地和摇篮，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直接关
系到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成败。
而教师、教材、学生是音乐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其中音乐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影
响到音乐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也一直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音乐教师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问
题。
自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各类教材相继问世，这对我国20多年来的高等音乐教育的
办学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近年来高等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有些教材已不适合新的教育形式的需要，甚至对教
学改革有阻碍作用。
教育部于2004年12月公布了新的《全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不但
确定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同时也为编写和出版更适合普通院校音乐专业使用的教
材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音乐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可供咨询的依据，从而可以更有力地加强和
推动音乐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
基于上述想法，2008年春，廊坊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联合河北、山东、河南三
省16所院校的37名音乐专业教师，共同研究探讨编写出版一套带有自身特色的、完全适合地方院校使
用的音乐专业教材。
现在就已定稿的书稿来看，整套书基本上达到了当初拟定的编写思路与编写要求：教材内容主要面向
地方院校音乐专业本专科学生，在教材中力求体现教学范式的多样化，突出了实用性和时代特色，根
据需要在部分教材中适当加入了提示性的文字，音乐史类教材中尽量加大了图片的比例，音乐欣赏教
材适当考虑兼顾了公共选修课的使用等。
这套教材的内容针对性强且循序渐进，几乎涵盖了高等学校音乐专业所开设的主要课程，适用面较广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满足地方院校音乐专业的教学需要。
适值此套教材出版发行之际，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广大音乐专业教师、学生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其今后能得到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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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高等院校音乐类‘十一五’规划教材”，本套教材面向高等院校音乐类本、专科普修学生
编写，充分结合师范院校教学实际情况，内容充实，简明适度，练习多样，层层递进。
本课程通过对西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20世纪以后
等不同历史时期音乐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西方音乐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风格特征，熟知各历史时
期的主要作曲家及其重要作品，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理解西方音乐和从事其他音乐专业的艺术实践打下
基础。
书中附复习题供学生考试、考研复习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音乐学习者、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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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亚里士多赛诺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音乐理论家，古典世界第一位音乐理论权威。
生于塔伦图姆（今名塔兰托），卒于雅典。
最初在阿卡迪亚师从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者学习，后去雅典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
传其著作有几百种，包括政治、哲学、教育等方面，现存有他的音乐理论著作《和声原理》和《节奏
原理》（不全）。
此外，在后人著作中如克莱奥尼泽斯的《和声入门》中也有介绍。
亚里士多赛诺斯突破了他的前辈，将古希腊的音乐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反对把数理解为音乐的本质这种思辨的态度，强调音乐的感性的、听觉的性质的重要性；他甚至把
感觉和记忆看作是音乐理解的两个组成部分。
这样，亚里士多赛诺斯便为当时音乐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成为后来从心理角度研究音乐的
先驱。
艾托斯学说在奴隶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受到了一些人的否定。
这种倾向在恩皮里库斯（公元前2世纪）和菲洛得穆斯（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他们认为音乐既不能表现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品质，也根本不具有道德伦理作用，断言艾托斯学说是一
种明显的错误。
在恩皮里库斯看来，音乐至多不过对人的感情生活起某种临时的缓冲作用。
以基督教思想为精神支柱的欧洲中世纪音乐美学思想从古希腊吸取了一些观念加以歪曲和改造以适应
其宗教世界观的要求，这样便使古希腊音乐思想中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被抛弃或阉割。
在早期基督教神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_430）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
他一方面承袭古希腊的理论，把数看作是音乐的基础，承认音乐的感情作用和娱乐性，但同时又认为
音乐应该使人们摆脱世俗的邪念，净化人的灵魂，加深人的宗教感情。
这种倾向在对音乐有更为深入研究的罗马思想家A．M．s．波爱修的著作中也能看到。
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认为，音乐的内容既同现实的客观世界无关，也同思维的理念世界无关，而是
同彼岸世界的上帝相联系的。
在他们看来，音乐的根源是上帝；音乐的美不过是上帝在这个对象身上打下的烙印，是上帝自身性质
的体现；而音乐中所表露的情感只能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彼岸世界的憧憬和对尘世苦难的忍耐。
这种看法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音乐观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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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高等院校音乐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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