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表演艺术论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

13位ISBN编号：9787810569361

10位ISBN编号：7810569368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前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表演艺术论稿>>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并提出
以“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基本方针，把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整个中华民族振兴
的突出位置。
教育部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
这一构想与目标，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解决我国目前教育需求不断增长与教育资源相对
短缺矛盾的有效措施。
同时，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
　　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于1950年，已有50余年的教学历史，是我国唯一的一所国家级重点艺术院校和
“211工程”建设大学，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于1999年12月21日成立了“观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2001年更名为“现代远程
音乐教育学院”），2002年2月22日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被教育部审核批准为高等院校
远程教育试点单位。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通过远程音乐教育网络，把最新的、科学的、体系化的教
学内容与方法，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全国的各个地区，促进全国音乐教育的民主化（即普及
化，特别关注边远地区）、终身化（具有高度灵活性，不受校园教育的地域、时间、年龄限制）、多
样化（面向社会音乐文化领域中多层次人才的知识需求）、个性化（创造精神与实际能力的提倡与培
养）、国际化（目前的跨地域教育，为以后跨国域教育创造条件）建设，使中央音乐学院在我国音乐
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创造性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音乐教育在国际音乐教育领
域中的地位，为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多渠道促进我国各层次专门音乐人才的成长，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提高在职音乐教师、音乐编辑、音乐研究和管理人员的音乐理论素质与创新精神，以及社会实践能
力，培养在音乐学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水准和系统专业知识的音乐人才，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根据
网络开设课程的需要，编辑出版《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含电子课件）》。
丛书的内容除中央音乐学院多年教学积累的传统优秀课程，如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西
方音乐史、20世纪西方音乐、环球音乐采风、中国民间歌曲概论、中国传统器乐概论、音乐美学基本
问题、音乐表演艺术概论、钢琴、合唱与乐队指挥、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
等课程外，还将推出一批社会发展前沿的新兴学科及社会急需课程，如电子乐器演奏法、电脑音乐制
作与乐队编配、应用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商品与艺术管理、中国兄弟民族音乐文化、中国
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等课程，并
将在音乐教育学与社会实用音乐领域逐步展开教育丛书的撰写工作。
丛书的撰写除主要依靠本院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一批教授外，亦将聘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参
与丛书的写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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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并提出
以“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基本方针，把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整个中华民族振兴
的突出位置。
教育部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
这一构想与目标，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解决我国目前教育需求不断增长与教育资源相对
短缺矛盾的有效措施。
同时，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
　　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于1950年，已有50余年的教学历史，是我国唯一的一所国家级重点艺术院校和
“211工程”建设大学，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于1999年12月21日成立了“观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2001年更名为“现代远程
音乐教育学院”），2002年2月22日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被教育部审核批准为高等院校
远程教育试点单位。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通过远程音乐教育网络，把最新的、科学的、体系化的教
学内容与方法，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全国的各个地区，促进全国音乐教育的民主化（即普及
化，特别关注边远地区）、终身化（具有高度灵活性，不受校园教育的地域、时间、年龄限制）、多
样化（面向社会音乐文化领域中多层次人才的知识需求）、个性化（创造精神与实际能力的提倡与培
养）、国际化（目前的跨地域教育，为以后跨国域教育创造条件）建设，使中央音乐学院在我国音乐
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创造性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音乐教育在国际音乐教育领
域中的地位，为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多渠道促进我国各层次专门音乐人才的成长，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提高在职音乐教师、音乐编辑、音乐研究和管理人员的音乐理论素质与创新精神，以及社会实践能
力，培养在音乐学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水准和系统专业知识的音乐人才，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根据
网络开设课程的需要，编辑出版《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含电子课件）》。
丛书的内容除中央音乐学院多年教学积累的传统优秀课程，如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西
方音乐史、20世纪西方音乐、环球音乐采风、中国民间歌曲概论、中国传统器乐概论、音乐美学基本
问题、音乐表演艺术概论、钢琴、合唱与乐队指挥、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
等课程外，还将推出一批社会发展前沿的新兴学科及社会急需课程，如电子乐器演奏法、电脑音乐制
作与乐队编配、应用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商品与艺术管理、中国兄弟民族音乐文化、中国
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等课程，并
将在音乐教育学与社会实用音乐领域逐步展开教育丛书的撰写工作。
丛书的撰写除主要依靠本院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一批教授外，亦将聘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参
与丛书的写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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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前，1935年生，辽宁新金人。
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全国
音乐心理学学会会长。
1978年以来主攻音乐美学兼及音乐心理学。
1993年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诸同仁一道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
国家一等奖。
2002年获文化部科教司第四届“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
　　主要著作有《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音乐美学基础》（与王次昭
合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嵇康“声无哀乐论”译解》（日文著作，日本交响出版社
，1998年）、《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音乐美学教程》（主编，上海音
乐出版社，2002年）、《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合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等；主要译著有：《改订音乐美学》（［日］野村良雄著，与金文达合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音乐美的构成》（［日］渡边护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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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音乐表演艺术概述第一节第二度创造——音乐表演艺术的本质第二节音乐创作与音乐欣赏的中
介环节——音乐表演艺术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音乐表演创造的美学原则第一节忠实原作与表演创造的
统一第二节历史音乐风格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第三节表演技巧与艺术表现的统一第三章乐谱的版本研究
第一节乐谱版本存在的问题第二节原版乐谱与实用版乐谱第三节中国的乐谱版本第四章音乐作品的形
式分析第一节横向的形式结构分析第二节纵向的总谱分析第三节重视表情术语与表演指示记号第四节
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相结合第五章音乐作品的内涵体验第一节音乐表演艺术家怎样体验音乐内涵第二
节作曲家的时代环境和生活道路的研究与体验第三节作曲家的艺术道路和创作特征的研究与体验第四
节音乐作品内涵的具体研究与体验第五节标题音乐与无标题音乐第六章音乐作品的风格把握第一节对
风格的重视是当代音乐表演的重大发展第二节音乐风格是音乐作品总的艺术特色第三节时代风格、民
族风格与流派风格第四节音乐表演中的风格表现第七章现代音乐美学理论对音乐表演的启示第一节现
代音乐美学对音乐表演相关问题的论述第二节现代音乐美学对音乐表演艺术的启示第八章音乐表演心
理之一——情感与理智第一节音乐表演中的情感第二节怎样做到音乐表演中的投情第三节理智在音乐
表演中的作用第九章音乐表演心理之二——直觉与想像第一节音乐表演中的直觉第二节音乐表演中的
想像第十章音乐表演心理之三——临场心理调控第一节全神贯注第二节自然流露第三节调节和克服怯
场心理第十一章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美学思想第一节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历史
发展第二节中国传统琴论的美学思想第三节中国传统唱论的美学思想第十二章20世纪中国声乐表演艺
术的发展及三种唱法的探讨第一节20世纪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第二节关于三种唱法的探讨第十三
章20世纪中国器乐演奏艺术的发展第一节中国民族乐器的改革与演奏艺术的新发展第二节西洋乐器独
奏、重奏与合奏艺术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第十四章西方现代音乐表演的形成及其美学观念的演变第一
节西方现代音乐表演形成的历史条件第二节浪漫主义音乐表演第三节新古典主义音乐表演第四节原样
主义音乐表演第五节当代音乐表演的综合倾向第六节几点说明第十五章西方音乐表演艺术发展的几个
主要领域及成就第一节指挥艺术第二节钢琴演奏艺术第三节小提琴演奏艺术第四节大提琴演奏艺术第
五节歌唱艺术第十六章成才之路一音乐表演人才的素质、学习与修养第一节音乐表演者必备的特殊素
质第二节音乐表演技术与技巧的学习第三节思想、人生体验与文化修养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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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卡萨尔斯和梅纽因的话中，我们对音乐表演中的直觉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
直觉是一种赋予音乐以生命力的音乐本能，它是音乐表演中的决定性心理因素。
　　第二，音乐表演中的直觉最基本的表现，应该是知道演奏得很美、或者说好的演奏是什么感觉。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一个音乐表演者，哪怕是初学者，对自己或别人的表演是否美缺乏直觉能力，那将会是一个致命
的缺陷。
虽然有些自己一时还做不到，但是如果能够直觉到什么是美的，那就有可能进一步通过努力去实现自
己的要求。
　　第三，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些梅纽因成长的历史就会知道，他早期演奏中的这种直觉，固然有其
音乐天赋在起作用，但是他自幼年开始受到的环境熏陶和严格的音乐教育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这种直觉虽然是获得美的音乐表演的基础，然而它还需要经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在更高
的水平上加以锤炼，而这种锤炼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并付出辛勤的劳动的，只有在这之后才有可能
攀登上音乐表演艺术的高峰。
　　卡萨尔斯和梅纽因的谈话，为我们指明了直觉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以及它自身的发展。
那么，这种音乐直觉具有一些什么特点，它与音乐表演中的其他心理因素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将要引用的钢琴家巴杜拉一斯科达的论述，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他说：“虽然总的说来，忠于某一特定作品和完整的风格非常必要，但与之俱来的，则会有过于注重
理性的危险。
过分理性的方法阻碍通向无意识的道路，通向这个一切音乐演奏的根基所在的大地。
因为艺术毕竟只能凭直觉去掌握。
”他还说：理性必须支持直觉，而且还往往指引它；理性进行组织、分类和分析。
但这些经由理性分离了的分子只有通过感情和直觉的长期锤炼，才能铸造成一个生气勃勃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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