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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介绍复调知识为主，是专为我院表演专业而编写的教程，原名《复调音乐教程》，初版
于1993年。
成书后承蒙各方同仁错爱，全国各地不少音乐院校多有采用。
1996年荣获文化部高教司优秀教材一等奖。
每每自忖，难免汗颜，由于当时写作条件较差，资料匮乏，誊写制谱全由本人在业余时间完成，再加
上有关方面指定了由非音乐专业出版社编辑印刷，出版质量就很不能尽如人意了。
这次乘着再版的机会，请本院复调讲师叶思敏女士一起参加了这本书的重新编写工作，对原版中的种
种疏漏和不足，予以大幅度的订正和增补改动。
　　尽管作了很大的补充，但限于教程学制的限定，书中的有些内容只能作为知识性的介绍，扼要简
述。
如果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够引起兴趣，进而寻找各种更详尽陈述的专门书籍，这本小册子的使命也
就算是完成了。
　　本书是“复调教学系列”计划中的第一本，专为一般音乐学习者编写；第二本是《复调音乐简明
教程》，专为准专业创作者编写；第三本《复调音乐发展风格史》（暂拟，撰写中）则是为一切愿意
在音乐领域继续深造的学习者编撰的。
如果各位同仁有兴趣，不妨将这三本相互参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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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专为非创作专业学生度身定制而编写的《复调艺术概论》以介绍复调知识为主，共分两编。
上编讲述复调写作技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它们在不同风格写作中的风范；下编简介各个风格时期主要作
曲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中复调技法的运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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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织体”一词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含义。
在多声音乐的类别上，“织体”是指主调、复调或支声之分；在作品音响的构成上，该词又可指各种
成分的表现功能，如主旋律、副旋律、伴奏，低音、呼应等等；就声部的运行方式上，织体一词又可
解释为柱式和弦、琶音分解和弦、“跨步节奏型”、“阿尔贝蒂型”、旋律华彩型、持续音型等形态
的区别。
　　实际上，还是咬文嚼字的解释最具有概括意义，即织体是音乐语言的各种表现因素在音乐作品中
的综合表述所构成的形态。
　　“织体”的词义既然有着不同层次的内涵，而且在每个层次上又有细微的区别，例如，旋律的织
体，就可能是单线条的，或是带有平行三六度附加层的，也可能是带有隐伏线复合型的；而且不同成
分之间的彼此关系也有几种类型：有的是主从关系，有些是平等关系等等。
我们将不得不对它的每种含意进行细致的研究，因为这是音乐作品最鲜活的形态的表现。
可以说，织体是音乐家多声思维的外化形式。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门被公认的有关“织体”的学科。
或许这个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本学科来“代管”了。
因为传统的和声学科已经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固定在和弦的纵向结构及其横向连接的思维方法上，几乎
不触及这些思维所产生的具体形态。
而本学科是一门通过研究音乐作品中线条相互关系而把握作曲家音乐思维动向的学问，因此必须从织
体人手，关注这些线条的形态及其形成的性质，关注它们的和声背景关系，关注声部数量与音响的疏
密，关注不同声部间的节奏互补与音乐整体的动力发展，关注作品中各种因素的组织方式和作曲家藉
此表现出的审美取向等等。
织体形态既和音乐表现力有如此紧密的关系，这也就使得复调学科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了。
　　因此，对于每个音乐学习者，尤其是表演专业的学生，对复调的研究、对织体的研究，是理解作
曲家思路的最重要的切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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