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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复调为什么会独一无二地在欧洲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诱惑人的问题。
许多接触过西方音乐的人，即使不从事专业性研究工作，也会经常无意识地在心底深处发问：为什么
西方音乐呈现出这样的独特外貌和发展轨迹？
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反倒似乎并不太在意进行过于急迫地追问，这样的话题在西方并没有得到过
广泛深入的讨论。
2002年，我的同事余志刚先生在美国曾带着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欧洲早期复调研究专家、美国音乐史
学家莎拉·福勒（SarahFuller）。
福勒的回答语焉不详，她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也许同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相关，也
可能与西方基督教教会音乐家发明的一套比较精确的记谱体系有联系。
显然，这样泛泛而论的回答很难使人满足，不过我也完全明白，西方学者并没有把这样的议题作为自
己的研究任务。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国内对欧洲早期音乐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不断。
就笔者很有限的了解，有杨勇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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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涉及对复调起源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笔者本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而后紧紧抓住“Troping”与复调产生关系的传统认识，充分肯定、强调和利用了传统的这一非常有价
值的思想，把“Troping”作为复调产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来讨论。
第三章主旨是要讨论“Troping”这种现象的文化渊源。
最后是笔者自感最有意思并具有原创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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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附加的本质附加的本质要到基督教文化的本性中去了解，这种文化的本性中充满着内在变化
的强大趋力。
这里说的“变化”不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可避免的变异，而是理性主动追求的演化，它从自身内在的不
协调中获取动力，由对立和冲突推进。
对于西方9-12世纪的音乐发展来说，附加正是体现出这种内在的“不协调”，它是变化的酵母，也是
驱动历史发展的策源地。
　　附加为音乐的形式构成带来一种二元分离的结果，音乐构成由两个最基本的要件支撑。
这种观念是划时代的，它奠定了日后理性时代音乐形式构成的一个重要原则。
　　从具体的音乐实例中已经了解，附加的存在必须具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存在一个始基或基础，
一个先在的权威——核心礼仪的圣咏，圣咏的权威性必须得到遵从，它不得被随意修改、歪曲，它必
须保持一个不被触犯和变动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保留着它的尊严和主导地位。
正是依靠于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附加以此而展开。
上面情况意味着，音乐形式的构成分离出两种要素：被装饰的与装饰的；本源的与派生的。
这一对二元关系在地位上完全不对等：前者是主导的、处在中心、具有支配地位；而后者是次要的、
边缘的、处于从属和归顺地位。
可以看到，附加为材料的使用划出了一道界限，这个界限不容许随便逾越。
9世纪以来教堂礼拜音乐中出现的附加现象很明显的具有这种特征。
在《新牛津音乐史》（第一版）中，汉德欣（J.Handschin）对附加段这样描述：“插入的材料与正式
的礼拜材料是区别开来的。
‘附加’的地位在礼拜仪式中的地位被清晰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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