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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仲夏时节，一场好雨洗去多日来的燥热。
从窗口望去，挺拔老树、茵茵绿草更显葱茏苍翠，经历风雨洗礼的生命展示出勃勃的生机与顽强的意
志。
如同我们的沈阳音乐学院，她多年来也是这样栉风沐雨、一路凯歌，如今迎来了建院七十周年的辉煌
时刻。
这美好的时刻属于每一个沈音人，正是大家的默默努力、辛勤耕耘，才使我们的学院如此历久弥新。
我常常感动于这样的奉献，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感到幸福和幸运。
学院的七十周年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捧出最好的礼物，为光荣的沈阳音乐学院增光
添彩!    此刻，我手边就正有这样一件礼物——一部厚厚的《实践与思考——2004—2007沈阳音乐学院
优秀论文集》书稿。
这本论文集是三年来我院科研成果的集合，是一部凝聚着学院教师心血的论文集，是学院近几年来科
研、教学成果的集中体现。
论文集包括音乐舞蹈教学研究、理论探索、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秀理论文章，涉及作曲及毛泽东文艺
思想研究、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史学、音乐表演以及舞蹈理论研究、舞蹈表演研究等方面。
这部论文集还收录了部分关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抓住了东北的特色地域文化，
总结出以东北满族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对民族民间音乐理论和民族民间舞蹈
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为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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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尤·霍洛波夫的理论与阿伦福特音级集合分析方法的尝试性结合【内容提要】 20世纪的音乐分析理论
在20世纪音乐的影响下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各种针对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分析理论相继产生并迅速得到推广。
本文尝试将霍洛波夫的分析方法和阿伦·福特音级集合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韦伯恩《弦乐四重奏小品
六首》Op9—1中的音高结构进行分析。
希望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能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透彻。
【关键词】 20世纪音乐；共同逻辑原理；音级集合；音高结构；音程含量随着20世纪音乐创作向着多
元化与个性化方面的发展和深入，各种针对20世纪音乐的分析理论也相继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
如“兴德米特分析理论”、“申克图表式分析理论”、“雷蒂的主题动机分析理论”、“霍洛波夫的
现代和声的共同逻辑原理”、“阿伦·福特的音级集合分析方法”等等。
这些分析方法都为现代音乐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可是，由于20世纪音乐的创作技法发展迅猛，作曲家往往把技法的创新与高度的个性化作为音乐创作
的首要标准。
而这一时期所产生的音乐分析理论又都有其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所以，在分析20世纪音乐作品时
仅用一种方法或一种逻辑思维有时会使分析结果过于片面，或过于抽象。
这就需要分析者明确分析目的，对所要分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避免单一分析方法的局限与隔离
。
本文试对比霍洛波夫的理论方法和阿伦·福特音级集合分析方法各自的优势，运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
韦伯恩《弦乐四重奏小品六首》0p9—1中的音高结构进行分析，并在分析后将两种分析结论进行对比
研究并进行互补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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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思考:2004-2007沈阳音乐学院优秀论文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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