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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开路先锋　　尽管勋伯格不是被听众所广泛接受与喜爱的作曲家，但他却
是一位对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他于1874年9月13日作为家中三个孩子的长子出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第二个行政区里奥波特斯坦
（Leopoldstadt），那里是20世纪犹太人的聚集区。
他的父母开了一个小鞋店赖以为生，勋伯格在很小的时候即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他八岁起即开始
学习小提琴与作曲。
十六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使他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中学学业而进入一家私人银行工作，不久这家私人银
行倒闭，虽然养家糊口很重要，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一位音乐家。
　　他勤奋地练习着小提琴和大提琴，并且进入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yonZemlinsky
）领导的业余室内乐团。
这一乐团是由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每周活动一次。
后来勋伯格成为策姆林斯基的作曲学生，但是策姆林斯基对他的授课并不系统化，而是采用了一种较
为自由，但确实是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比如他们常常就值得探讨的作曲技法与多样化的美学思想进
行深人的学习与讨论，并且勋伯格以他一贯勤奋的作风与坚韧的毅力，通过学习与分析作曲大师们的
经典作品（从巴赫至勃拉姆斯），从而掌握了从古典至浪漫派时期的音乐传统与作曲技术理论。
那时勋伯格最喜爱的两位作曲家是勃拉姆斯与瓦格纳，此外他亦受到了李斯特和布鲁克纳以及胡戈·
沃尔夫的影响。
如他在1897年创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Streichquartett D—Dur）以及在1898至1900年间创作的十
二首早期的艺术歌曲（Op，1—op，3），均散发着晚期浪漫派的音乐情调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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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勋伯格的作品及创作技法研究论文集》以收集到的有关勋伯格研究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
行整理、归类，从“作家作品介绍”、“作品分析”、“作曲技法研究”、“美学研究”、“译著译
文”五个方面③，对国内有关勋伯格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进行梳理、述评，发现、重提一些重要的文献
，展现勋伯格在国内研究的现状，并对勋伯格在国内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展望。
　　尽管勋伯格不是被听众所广泛接受与喜爱的作曲家，但他却是一位对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发展起
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他于1874年9月13日作为家中三个孩子的长子出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第二个行政区里奥波特斯坦
（Leopoldstadt），那里是20世纪犹太人的聚集区。
他的父母开了一个小鞋店赖以为生，勋伯格在很小的时候即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他八岁起即开始
学习小提琴与作曲。
十六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使他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中学学业而进入一家私人银行工作，不久这家私人银
行倒闭，虽然养家糊口很重要，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一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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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开路先锋
尽管勋伯格不是被听众所广泛接受与喜爱的作曲家，但他却是一位对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发展起着决
定性作用的人物。
他于1874年9月13日作为家中三个孩子的长子出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第二个行政区里奥波特斯坦
（Leopoldstadt），那里是20世纪犹太人的聚集区。
他的父母开了一个小鞋店赖以为生，勋伯格在很小的时候即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他八岁起即开始
学习小提琴与作曲。
十六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使他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中学学业而进入一家私人银行工作，不久这家私人银
行倒闭，虽然养家糊口很重要，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一位音乐家。

他勤奋地练习着小提琴和大提琴，并且进入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yonZemlinsky）领
导的业余室内乐团。
这一乐团是由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每周活动一次。
后来勋伯格成为策姆林斯基的作曲学生，但是策姆林斯基对他的授课并不系统化，而是采用了一种较
为自由，但确实是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比如他们常常就值得探讨的作曲技法与多样化的美学思想进
行深人的学习与讨论，并且勋伯格以他一贯勤奋的作风与坚韧的毅力，通过学习与分析作曲大师们的
经典作品（从巴赫至勃拉姆斯），从而掌握了从古典至浪漫派时期的音乐传统与作曲技术理论。
那时勋伯格最喜爱的两位作曲家是勃拉姆斯与瓦格纳，此外他亦受到了李斯特和布鲁克纳以及胡戈·
沃尔夫的影响。
如他在1897年创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Streichquartett D—Dur）以及在1898至1900年间创作的十
二首早期的艺术歌曲（Op，1—op，3），均散发着晚期浪漫派的音乐情调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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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开路先锋理论分析的实践视角——勋伯格的《作曲基本原理》及其与创作
实践的关联论勋伯格的先知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自由无调性音乐作品中的潜在“调性结构力”——以
勋伯格《钢琴小品六首》之六（Op．19，No．6）为例勋伯格自由无调性时期和声思维与技法研究国
内勋伯格研究现状之研究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浅析勋伯格《钢琴组曲》（Op．25）中的织体特点
及其结构意义作为理论家和“勋伯格信徒”的米尔顿·巴比特——译自[美]E．安托科列兹《20世纪音
乐》之第十六章自由无调性作品的创作观念与结构途径——勋伯格《钢琴小品六首》的技法分析勋伯
格是怎样走向“十二音”的《摩西与亚伦》的创作背景勋伯格《乐队变奏曲》的十二音处理与配器技
术罗忠镕、朱践耳音乐创作中对新维也纳乐派音乐观念与技术的借鉴与发扬三种音高体系创作思维的
理念与实践——从勋伯格创立的音列思维谈起“主导动机”在勋伯格交响诗《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中的运用及其结构力作用研究之研究——勋伯格的创作思维与自由无调性作品中的创新自由无调性音
乐的结构逻辑——勋伯格《钢琴小品六首》（Op．19）作曲技术分析“整体艺术品”《幸运之手》中
的视听艺术交融浅谈“后勋伯格”时代序列思维的发展集合一音程思维的当代创作实践——潘德列茨
基《第四交响曲》的音高材料组织手段代附录阿诺德·勋伯格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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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国内派遣作曲家、学者到国外学习，同时邀请外国作曲家到我国讲学，此后国内有部分作
曲家、理论家开始翻译勋伯格的理论技法以及著作，为国内音乐工作者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勋伯
格提供了便利。
他们不仅对勋伯格及其技法进行学术上的研究，而且还将这种研究的成果带进了课堂。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钟子林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西方现代音乐”课程，其中专
辟章节对勋伯格进行介绍；同年，武汉音乐学院的郑英烈教授在武汉音乐学院开设了“十二音序列音
乐”课程，对勋伯格及其十二音技法进行介绍。
他们的讲稿通过整理、修改后正式出版，分别命名为《西方现代音乐概述》①和《序列音乐写作基础
》②。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研究勋伯格的文章中，以介绍勋伯格及其作品、作曲技法等方面的文
章居多。
之后，研究的领域开始扩展，涉及作家作品分析以及美学等领域的研究。
在作曲技法的研究中，开始研究的仅仅是十二音技法的原理和序列，而后出现了将十二音技法与创作
结合的研究以及将十二音技法与中国五声化结合的研究，呈现出逐渐深入、逐步拓宽的趋势。
　　本文以收集到的有关勋伯格研究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整理、归类，从“作家作品介绍”
、“作品分析”、“作曲技法研究”、“美学研究”、“译著译文”五个方面③，对国内有关勋伯格
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进行梳理、述评，发现、重提一些重要的文献，展现勋伯格在国内研究的现状，并
对勋伯格在国内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展望。
　　一、作家作品介绍　　和对勋伯格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对勋伯格及其作品的介绍相对较少。
之所以这样，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随着勋伯格及其作品的介绍被写入音乐史教材，逐渐为音乐院校
的师生所了解、熟知，加之这方面的介绍很难出新意，所以，在国内以勋伯格及其作品介绍为主的文
章不多。
而已有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面向音乐爱好者（主要是非专业人士）介绍勋伯格，多发表在音乐爱好者
们广为熟悉、了解的刊物上。
主要介绍了勋伯格以及与勋伯格相关的新维也纳乐派，表现主义，音乐风格，十二音技法以及其跨时
代的改革意义等。
　　在这些介绍勋伯格的文章中，一般都是关于他的生平、创作、创作技法——无调性和十二音技法
、作品等。
例如徐言的《震撼心灵的音乐——现代派作曲家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一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对
勋伯格进行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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