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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卡特的五部弦乐四重奏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其中时间性要素的创作手法以及这些手法在表现音乐时间性方面的独特意义，进而把握卡特
的时间性创作思维特征，最终理解其创作思想观念。
全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第一章。
绪论就本书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之后，第一章从宏观角度探讨卡特时间性创作思维的文化背景及成因
。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四章。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研究弦乐四重奏中的速度模式素材和音高的结构特征。
第四章从音乐发展的角度，研究作品的结构生成技术及其表现意义。
第五章是对作品曲式结构的分析。
经过这四章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的分析研究，作者认为，卡特以时间性创作思维为主导的艺术实
践过程，是形成他复杂性、流动性和戏剧性音乐风格的内在因素，并指出了卡特创作思想观念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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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是《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快板”中以第一小提琴为主角所陈述的开始片
段。
在第二章分析素材形象时曾单独讨论过该片段主角材料的速度模式特征，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另外3个
声部与第一小提琴声部之间的织体关系。
观察这段乐谱可以发现，除第一小提琴之外的其他3个声部主要有4组大的音群。
第1组出现在第42小节，第2组在第46-49小节，第3组从第50小节开始延续到第52小节，最后一组从第53
小节后半部分到这一段的结尾。
这4组音群大多出现在第一小提琴的长音持续或休止处，起到音响补充的作用。
虽然在第2组音群中，中提琴似乎欲求突出，但终究由于节奏、力度等因素与其他声部关系太近而未
能实现。
从音符时值的分割与组合来看，第一小提琴呈现出灵活的特征，其中有多种音值单位，动态十足，富
于张力。
而另外3个声部以八分音符与八分音符三连音为主组合而成的复合节奏为主，显得平稳安静。
因此，第一小提琴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声部则起到补充衬托的作用。
 有趣的是下方3个声部织体的组织过程。
在前6个小节中，3件乐器只演奏了3个音，这3个音通过不同的演奏法形成不同的音色，相对于第一小
提琴，可将它们视为“点描”烘托。
这3个音的时间间距是相等的，都为51/4个四分音符时值，似乎在为自由速度模式的第一小提琴提供时
间参照物，但由于间隔时间太长而难于发挥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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