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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于1939年受哈佛大学“诺顿系列讲座”
委员会之邀，以“音乐诗学”为题所做的人次讲座的文稿而整理成书，曾分别以法语和英语出版。
本书不是一本系统严谨的理论研究著作，也有别于一本传授音乐概念性知识的教科书。
它从一位作曲家的角度，结合个人创作实践和亲身体验，以辩论者的姿态现身说法，将创作者个人置
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阐明了作者对音乐本质核心价值的理解，剖析了音乐创作中核心环节的把握
和取舍，并对创作与传承，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独立与结合，社会价值体系与音乐自身的价值规律之
间的分合等一系列美学问题作出了深刻而直白的阐述。
本书虽篇幅短小，但内容充实、涉及广泛、视角独特、言辞洗练。
书中对个别作曲家或音乐事件的评价从不含糊或拐弯抹角，语锋犀利且不乏偏激，虽因此引发种种争
议，但也充分表现出一个大家的无畏与真诚，一个智者的大气与包容。
相信对于音乐家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值得细细品味的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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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
父为圣彼得堡皇家歌剧院男低音歌手。
他曾师从里姆斯基一科萨夫学作曲。
1939年定居美国，并先后入法国籍和美国籍。
作品众多，风格多变。
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作品如管弦乐《烟火》（1908）、芭蕾舞剧《火鸟》（1910）、《披德鲁什卡》（1911）等具有
印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中期作品如清唱剧《俄狄浦斯王》（1927）、合唱《诗篇交响曲》（1930）
等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采用古老的形式与风格，提倡抽象化的“绝对音乐”；后期作品如《乌木协
奏曲》（1945）、歌剧《浪子的历程》（1951）等则混合使用各种现代派手法如十二音体系、序列音
乐及点描音乐等。
哑剧《士兵的故事》（1918）包含舞蹈、表演、朗诵和一系列由７件乐器演奏的段落，却没有歌唱角
色，由此可看出其创作风格的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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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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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导论　　非常荣幸能在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诺顿讲座上（Charles Eliot Norton）①给大家
谈谈音乐诗学（poet—ics），同时也非常感谢委员会能邀请我给哈佛的同学们做这样的讲座。
说实话，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给学生举办讲座，真的难掩内心的高兴，学生不同于一般的听众，他
们总会在做出判断之前，先听个仔细，想个清楚。
　　我这一生，曾多次站在音乐会的舞台上，置身于剧院的大厅内，面对着数量众多的群众，他们就
是平常所说的听众。
但是，面对济济一堂的学生我还是头一次。
我想事先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我将要讲述的内容是严肃的，至少比你们想象的要更为严肃。
学生以学习为本，渴望从讲述的内容当中学到实在的东西，因此，我想你们能够接受我所讲述的严肃
话题。
　　我希望你们不会由于讲座话题严肃，信息繁复而心生畏惧。
我并不想要难倒大家⋯⋯，但如果只对现实情况进行形而下的讨论，就很难把音乐的话题进行下去。
假如我的讲座内容仅仅是我个人学术观点的简单堆砌，然后偶尔穿插一些逸闻趣事或者扯一些引人发
笑的闲篇，如此的上课方式，无异是对音乐的背叛。
　　我知道，我所讲述的主题是诗学。
你们也清楚诗学的确切含义：即“以待完成的研究”。
诗学一词由动词“poiein”派生而来，“poiein”的意思就是“去做，去干”。
古代先哲的诗学并非是用诗歌的文体赞颂人类的天赋智慧和美的实质。
在他们眼中，“技能”（techne）一词不仅包含了“美艺术”（fine arts）和“实用艺术”（useful arts
）两个方面的含义，同时还是用来研究、总结艺术的特定本质规律的工具。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中不断谈论个性化劳作、材料安排和结构等观念。
因此，我在讲述音乐诗学也会涉及以上所谈到的这几个方面。
换句话说，我将谈谈音乐领域中的制作问题。
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应该把音乐当作奇思幻想的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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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诗学六讲》是一部不可忽略的音乐美学名著。
虽篇幅不长，但地位显赫。
这不仅是由于斯氏本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该书一般被看做是“形式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音乐中
的典型代表。
《音乐诗学六讲》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斯氏这位作曲家的音乐观念和艺术理念。
尽管，它的表述较为随意，架构较为松散，章节和段落之间的连续性也没有周密的安排。
这不仅因为此书的底本是公众讲座的演讲稿，也由于作者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个
率性所致的音乐艺术家。
虽然全书涉及了一些音乐思想和音乐美学的根本性命题，但并未刻意求全——作者选择的课题，局限
在他自认有能力触及或他自己感兴趣的范围内。
实际上，作者在全书的一开始就点明，所谓“诗学”，并不是泛指学理性的体系构思，而是特指切实
的制作技艺。
因而，斯氏在此书中所着力论述的，其实是他切身亲历音乐生产、制作和创造过程的实际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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