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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普罗科菲耶夫的8部协奏曲为研究对象，分七章对其中的作曲技法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寻找、发现其中典型的音乐语汇与创作手法，进而归纳、总结出多项20世纪初期协奏曲的创作特征
与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趋势，并探究其成因，肯定其艺术价值与借鉴意义。

??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套曲组织形式与曲式组合原则两个层面入手，分析、论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
协奏曲在结构组织形态方面的创作特征。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主题、和声、复调（对位）、配器四个方面对协奏曲中所使用的创作技法进行
深入剖析。
第七章讨论了最具协奏曲体裁特征的华彩段的使用特点以及各协奏曲中主奏乐器与管弦乐队之间的关
系问题，论述了协奏曲中交响曲思维的渗透现象以及协奏曲体裁在20世纪的发展趋势，即协奏曲与交
响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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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正君（1977－），男，博士，青海人，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分析学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
会员，2011年度广东省优秀音乐家。
200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于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杨儒怀先生，
现任教于星海音乐学院。

??创作有管弦乐《西藏舞曲》、《回旋曲》，民乐合奏《雪白的鸽子》、《老爷山上的刺玫花》，室
内乐《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以及艺术歌曲等音乐作品数十首。
自2003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黄钟》等学术期刊发表《“
单章—套曲”曲式及其基本表现形式》、《20世纪协奏曲中交响性因素的渗透》、《结构性变速原则
及其在边缘曲式中的表现特征》等论文2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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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
二、协奏曲及其发展简史
三、普罗科菲耶夫音乐风格及其协奏曲概况
第一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套曲组织
第一节　三乐章协奏套曲
一、规范的三乐章协奏套曲
二、不规范的三乐章协奏套曲
第二节　非三乐章协奏套曲
一、单乐章协奏套曲
二、四乐章协奏套曲
三、五乐章协奏套曲
小　　结
第二章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曲式结构
第一节　奏鸣组合原则
一、规范的奏鸣曲式
二、变体的奏鸣曲式
三、奏鸣曲式的异化发展
四、有关奏鸣组合原则的其他使用特征
第二节　再现、循环、变奏、并列组合原则
一、再现组合原则
二、循环组合原则
三、变奏组合原则
四、并列组合原则
第三节　两种曲式组合原则的结合
一、再现与奏鸣组合原则的结合
二、奏鸣与循环组合原则的结合
三、再现与变奏组合原则的结合
四、再现与循环组合原则的结合
第四节　三种曲式组合原则的结合
一、再现、并列、循环三种曲式组合原则的结合
二、奏鸣、循环、套曲三种曲式组合原则的结合
三、循环、奏鸣、再现三种曲式组合原则的结合
第五节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曲式结构方面的其他特征
一、插部的使用特征
二、附属结构部分的使用特征
小　　结
第三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主题
第一节　旋律的调式与调性
一、大调式与小调式
二、其他调式
三、调式或调性的模糊
第二节　旋律线
一、旋律中的大跳与半音化进行
二、旋律中的分解和弦与音阶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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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陈述结构
一、方整性结构
二、非方整性结构
第四节　节奏与节拍
一、节拍变换
二、复合节拍
三、移节拍
四、托卡塔式节奏
五、节奏型重复
第五节　主题的主要变奏手法
一、装饰性变奏
二、展开性变奏
小　　结
第四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和声技法
第一节　协奏曲中的传统和声基础
一、和弦结构
二、和声进行中的功能性
第二节　协奏曲中的个性化和声语汇
一、附加音和弦
二、变化音和弦
三、复合和弦
四、和弦的平行进行
五、持续音与持续音型
六、非三度叠置和弦
七、其他类型
第三节　调式、调性的扩展
一、调性浮动
二、调式交替
三、调式、调性的综合
四、其他扩展手法
小　　结
第五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中的复调音乐
第一节　模仿复调
一、二声部模仿复调
二、三声部模仿复调
第二节 　对比复调
一、二声部对比复调
二、三声部对比复调
第三节　其他类型复调音乐
一、对位化声部
二、不同声部间节奏的模仿
三、其他复调因素
第四节　不同复调手法的综合
一、三声部综合复调
二、四声部（及以上）的综合复调
小　　结
第六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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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乐队编制
第二节　个性化音色的使用
一、弱音器的使用（con sord.）
二、弦乐泛音的应用
三、两极（极高与极低）音区的使用
四、滑奏的应用（glissando或gliss.）
五、装饰性色彩乐器的使用
第三节　协奏曲中的主要配器手法
一、单声部旋律的独奏或齐奏
二、“旋律＋伴奏”的主调织体配器
三、复调织体的配器手法
四、配器中的其他复调思维
第四节　音乐发展中的音响布局
一、主题在重复、变奏、再现时的配器手段
二、主题或局部的音响对比与发展
三、其他音响布局特点
小　　结
第七章　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体裁特征
第一节　协奏曲中炫技性的表现特征
一、华彩段（Cadenza）的使用特征
二、非华彩段结构部位的炫技性特征
第二节　主奏乐器与管弦乐队之间的协奏关系
一、主奏与乐队的整体平衡关系
二、音乐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协奏关系
第三节　协奏曲中交响性因素的渗透
一、交响性的主要表现特征及协奏曲与交响曲体裁的相互渗透
二、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中交响性因素的体现
小　　结
结　论
一、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整体创作特征
二、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的艺术价值与贡献
三、论文局限性与后续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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