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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节奏是音乐构成诸要素中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的因素。
一首音乐作品可能没有旋律，可能没有和声，可能没有复调对位，可能没有配器，但决不可能没有节
奏。
因此，节奏是在音乐实体中最具决定意义的第一要件。
　　张巍博士的《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一书，是在节
奏问题这一领域内较早、较完善、较独特的一本学术专著。
此书力图从发展的眼光，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再现真实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存在于音乐的乐句、
音色、织体各方面的具有更广阔含义的“节奏”。
并以此为基础，阐述节奏在音乐结构力及对于音乐动力的作用。
　　在这部专著中，张巍博士论述了节奏概念、节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音乐的各种要素与节奏的紧
密关联，以及对音乐趋于稳定的作用、对于音乐动力的作用、对于音乐结构力的作用、节奏的协和性
与不协和性和风格化、个性化特征等核心问题进行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归纳总结出诸多十分有趣的
结论。
　　在我本人对节奏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节奏是音乐组织体系中最直观反映实
践运动本质的元元素，是‘音乐活性构造’的第一要素，是音乐组织系统中的心与肺，脉搏与呼吸，
是音乐赖以存命的决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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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从一个局部——主要是
时值的组织形态方面——来考察节奏在音乐中的性状，但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始终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
的观点，即“由时值按照某种方式进行组织所构成的‘节奏’”仅仅是一种狭义的、字面的、概念化
的节奏，而真实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节奏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含义，它存在于音乐的各个方面：乐句的
、和声的、音色的、织体的等等。
因此，节奏的研究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来进行。
所以，在《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
“分心”关照其他一些可能会产生某种节奏特征、并对音乐的运动产生影响的方面。
其用意无非是以节奏为中心，力求找到更多观察和研究它的“点”，或者说尽可能去寻求从不同的方
面研究节奏的可能性——有时是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有时是从分析方法的层间，有时是在视角方面。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到节奏研究的内部，发现有价值的途径，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作为一篇研究节奏形态及其功能方面的专著，我的主要目的，是在对以往的节奏研究成果进行观
察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对音乐节奏形态的研究来认识它在音乐运动中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作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对于音乐结构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它对于音乐的
动力的作用。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尝试对那些容易使人产生多种解释（但不能说成是歧义）的节奏与节拍的概念进
行讨论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梳理，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像在第二章中我所谈到的那样，我的一个重要观点就在于“在某一个特定层面上把节拍看成是节奏
”，以便把节奏和节拍做关联性的研究。
　　基于内容的分类考虑，《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共分
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由五章构成。
这五章对节奏的概念、节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与节奏研究紧密关联的各个音乐要素、以及对节奏的
形态研究方面起核心作用的某些方面等进行了论述。
其中，作为本篇研究的重要结论，我提出了诸如“节奏结构是由多种要素来构成的”、“节奏与节拍
具有同一性且在音乐中具有互动作用”、“重音是影响节奏结构最重要的因素”等观点。
这些观点不仅强调了节奏或节拍的概念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这两个概念还与其他的音乐要
素具有更加广泛的联系。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观察节奏结构，才能真正了解节奏在音乐运动的更深层次中到底产生了哪些作
用。
　　以上篇中所讨论的内容为基础，我在中篇中侧重对使音乐趋向于稳定的一些节奏因素进行了讨论
。
其中的三章（第六、第七和第八章）对三个形成节奏稳定因素的、对节奏的运动具有结构力作用的层
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第六章是在节奏构成的要素的层面——即长短关系、方正形态、疏密关系以及抑扬关系；第七章则是
从节奏结构中节奏形态所显示出来的感知和组织特征方面；第八章从节奏在音乐整体运动中的不变性
层面。
这三个层面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协调的作用形成了音乐节奏运动内在的结构力。
　　下篇中的五章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前面的三章（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章）主要承接中篇的内容，从动力的方面来考察不同的节奏形态在
不同的音乐层面对于音乐运动和发展的推动作用。
这几章中所涉及到的几个层面与中篇中的几章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第九章侧重考察节奏结构中一些
节奏形态的不协和性方面，它与第七章是直接相关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对于节奏的暂态和节奏非一
致性的考察与第八章也有紧密的关联。
由此所获得的结论在于，节奏形态的不协和性、节奏在运动中的非定态结构以及非一致性作用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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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内在运动的推动力。
此后的第十二章也是我早期节奏研究成果的一个再现，是对20世纪中的某些节奏问题的一些考察，其
中把节奏放在一个两极的框架中来讨论，这个两极的框架就是严格控制的序列化节奏和自由随机的节
奏。
对于《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而言，这个章节具有一种补
充的作用。
因为对于节奏理论来说，20世纪中的许多节奏问题由于其多样性和作曲家的个性化原因，比之过去的
节奏问题更加难以进行归纳和抽象，节奏体现了更多的风格化得特征。
因此，《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章节中对20世纪音
乐的节奏所进行的讨论也只是对一些作品中的节奏现象的观察，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还远远没有深
入下去。
　　最后的第十三章可以看成是《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
的结论部分，整个部分从六个方面对全文中所讨论的中心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抽象。
应该说，这一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的研究
》形成的一个主要线索和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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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实际情况是，与作曲技术理论中其他音乐构成要素的研究，尤其是与和声（音高）理论方面
的研究相比，对节奏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状况不仅仅表现在其研究成果的量的方面，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表现在作为一种理论其体系的建构
方面。
众所周知，传统和声理论作为一种音高的组合理论，从它开始成型一直发展至今，尽管经过了流派的
、风格的、技术的、观念的重大变迁，但它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其内在结构上的稳
定性，并持续地在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和作曲实践中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虽然今天我们的和声观念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断地在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以便摆脱传
统和声对我们的引力，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不仅把传统和声作为我们建立音乐感知力的最重要的基础
，而且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不自觉地把传统和声作为一把尺子，一个参照系，下意识地用它度量我
们所发明或发现的各种新的音高组合方法和体系，估测二者之间的距离，以便我们来评价我们离开传
统到底有多么远。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传统和声具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
　　全面而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是困难的，况且这也不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但撇开其他方面不论，仅就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对其内部的组织形态进行观察，我们或许能找到一
种有说服力的原因。
这就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传统和声学形成了自己的符号语言并且具备了能说明自身的逻辑解释系
统。
而这一系统的建立是以自然大小调音阶的建立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音阶的建立不仅仅是一种音的排序，更重要的是这种排序本身形成了一种等级观念，在这
种等级观念之上，传统和声的功能体系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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