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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欣赏提示

舒泽池

一、聆听、欣赏与鉴赏

二十世纪美国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科普兰（我们已经在本

教程第十六单元听过他的作品）写道：“全神贯注地听、有意识地去听、

用自己全部的头脑去听，是我们为了推进这种作为人类光辉之一的一种

艺术（音乐）的最起码的要求。”【注一】在这里，他提出了“听音乐”的三

种类型。“音乐学习四加一”的“一”，即“听一点音乐”，要求的就是

科普兰所说的“全神贯注地听”——聆听，“不是分析，不是鉴赏，要

求人们打开心扉，用心灵感受音乐，让音乐融化心灵”【注二】。这就是我们

一再强调的“感受音乐”，这是一切音乐学习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

一再强调的“思索音乐”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心灵感受的基础上，我

们才有可能“思索音乐”，就是像科普兰所说的那样“有意识地去听”，

由聆听进入欣赏，逐渐学会“用自己全部的头脑去听”——这里需要知

识、需要体验，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才有可能由聆听进入欣赏、由共

鸣产生感悟、由爱好成为知音，升华至“鉴赏”的境界，直至“亲身投

入于音乐圣殿之中参与无穷乐音的神奇造化【注三】”！聆听－欣赏－鉴赏，

这是我们遨游音乐圣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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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的音乐广袤如海洋、深邃如星空。《音乐之门》的功能仅

仅是帮助人们叩响音乐的大门。我们这里的欣赏提示，仅仅局限于两部

分内容：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对于西方音乐，也只能局限于欧洲十七

世纪以来、以创作音乐为主体的、被专家概括为“欧洲经典音乐【注四】”

的那一个狭小的部分。而即便对于这一狭小的部分，我们也只能以最简

短的篇幅，概括地介绍西方音乐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

二、巴罗克时期

西方音乐史必须讲述的开头几个章节：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中世

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我们在这里都省略掉了。但是如果要很深

入地了解西方音乐，例如要理解最“现代”的西方音乐风格的来龙去脉，

这些知识还是很有用的。现在，我们只能从西方音乐这条大河的“中游”

开始涉足。

所谓“巴罗克时期”大体上是指 1600 年到 1750 年这一个半世纪。

“巴罗克”这个词与当时的造型艺术有关。与上一个历史时期（“文艺

复兴时期”）的音乐相比，巴罗克音乐更富于热情和活力，更强调情感

和戏剧性，细节上更注重装饰性，宗教音乐世俗化倾向继续增长，这一

切都和当时科学、文化的进步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音乐

风格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中发展出以高

音（主要旋律）和低音两个声部为主导、以和声组织起来的“通奏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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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继续存在的复调形式被纳入和声的框架之中；中世纪多达 8－12

种的所谓“中古调式”缩减为大调和小调两种，大小调调性和声体系成

熟，并从此主宰西方音乐三百多年；单声歌曲、歌剧、清唱剧、康塔塔

等新形式诞生，注重戏剧性和情感性的表现；器乐由对声乐的依附中独

立出来，甚至处于主导地位。这些特点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可能是无足轻

重，但是在音乐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就是出现在巴罗克音乐晚期。学

习西方音乐而不知道巴赫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了解的作

曲家还有维瓦尔第、亨德尔、斯卡拉蒂、泰勒曼等。

三、古典主义时期

古典主义时期大约是从巴赫逝世（1750 年）开始到贝多芬逝世（1827）

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但是专家们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有的论点认为应

该将贝多芬的后期划归下一个时期（浪漫主义）。Classical 这个词本来

就含有“最好的”、“最高的”、“最典范的”之类褒扬之意，确实，古典

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在这个时期，欧洲的工业革

命和科技发明大幅度推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王权、教权面临崩溃。新

兴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追求

人的自然和天性。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音乐生活更加世俗化，出现于教

堂和宫廷之外的公众音乐会开始繁荣，维也纳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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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制造的进步、乐谱印刷的发展、音乐知识的书籍和报刊的大量发行，

使得音乐更加面向大众（与过去音乐附属于教会和宫廷的历史相比较而

言）。古典主义时期在音乐上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主调音乐与和声写法

取得了音乐创作的主导地位，复调写法并没有消失，却是永远地退居次

要地位了；旋律的地位明显上升，追求具有个性的动人的音乐主题，提

倡形式上的完美即整齐对称的方整性结构；调性与和声成为音乐结构的

重要因素；器乐取代声乐成为作曲家关注的中心；由于对古典美的追求，

奏鸣曲式得到最大的重视，体现在奏鸣套曲形式的广泛运用——从四重

奏、协奏曲、独奏乐器的奏鸣套曲直到多乐章交响曲。大家可以看到这

些古典主义的原则在其后几百年直到今天在西方音乐中的存在，包括二

十世纪的中国创作音乐。

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毫无疑问应该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

芬。贝多芬是音乐的巨人，当之无愧的“音乐的普罗米修斯”。莫扎特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西方音乐史上一个耀眼的瞬间。海顿则被

誉为“交响乐之父”，由他开创了古典主义音乐时代。这三位巨星的光

芒似乎掩盖了其他作曲家的名字，例如格鲁克和克莱门蒂。舒伯特生活

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三十年，创作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是音乐中

的浪漫主义因素则使得有些专家将他划归下一个时期。历史的面貌本来

如此，充满了融合和交叉，不可能人为的“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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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的划分是一个至今没有完全获得一致的问题。一个问

题是从什么年代算起，也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这三十年（贝多芬的中、

晚期和舒伯特的全部）怎么算。另一个问题是时间太长、作曲家太多、

风格变异太大，要将那样多的内容拣到一个“篮子”里去，真是有点勉

为其难。Romantic 这个词的原意包含有“幻想的”、“传奇的”、“不可思

议的”等等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意思。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植根于对

于人性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主张在艺术中表现人的心灵、人的情感、人

的想象、人的体验。因此，浪漫主义音乐不像古典主义音乐那样将追求

理性逻辑、形式完美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多地追求个性与情感，更多地

打破已有的规则和规律，探求旋律的个性色彩和民族风格，力图在调式、

和声、节拍、节奏等诸多音乐要素上有所突破，探索独奏乐器和管弦乐

队的丰富色彩，创造新的曲式发展结构原则并且创造出许多综合性的、

灵活多变的体裁（如交响诗、叙事曲、狂想曲、幻想曲、谐谑曲等等），

在题材上从文学、绘画、戏剧、诗歌等姊妹艺术中吸取灵感与构思，追

求音乐的抒情性、戏剧性、描绘性，普遍强调标题性原则，并且重视社

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等等。这一时期的社会音乐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

音乐的主宰者由王公贵族转换为新生的音乐资产者（音乐出版商、音乐

会和剧场的经理人等等），音乐会和歌剧院的公开演出已经成为社会音

乐生活的主要形式。音乐出版社、杂志和书籍有了更大发展，专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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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纷纷建立，音乐学术得到空前发展。这就是对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

最简略的概述。

对于如此漫长的、繁杂的音乐时期，为了欣赏音乐的方便，我们大

体上采取比较通行的分类方法【注五】，略有变通：

1. 浪漫主义早期 即德奥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主要作曲家有韦伯

（不是二十世纪写音乐剧的那个韦伯）、舒伯特、帕格尼尼。

2. 浪漫主义中期 即浪漫主义音乐的繁荣。主要作曲家有门德尔

松、舒曼、肖邦、李斯特、柏辽兹、圣－桑。

3. 浪漫主义后期 即十九世纪中、下叶的德奥音乐。主要作曲家

有瓦格纳、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

4. 十九世纪的歌剧 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歌剧。主要作曲家有

罗西尼、多尼采蒂、古诺、德利布、比才、威尔第。

5. 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音乐 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强力集团”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等五人）、柴科夫斯基；

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德沃夏克；西班牙作曲家拉罗、阿尔贝尼斯；北

欧作曲家格里格、西贝柳斯。【注六】

6. 浪漫主义晚期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其中包括印象派、

后期浪漫派等多个流派。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德奥作曲家布鲁

克纳、马勒、理夏德·施特劳斯【注七】；俄罗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拉赫

玛尼诺夫【注八】；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注九】、普契尼；英国作曲家埃尔



《音乐之门》附录四

- 7 -

加。

我们可以试着将同属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的作品与斯克里亚宾

的作品放在一起听，或者将时代相近的理夏德·斯特劳斯的作品与普契

尼的作品放在一起听，我们就会发现，“浪漫主义音乐”这个篮子里面，

实在是盛放了太多的不一样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由巴罗克时期

到古典主义时期再到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正在走着一条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多元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二十世纪终于走向了极致。

五、二十世纪

如果我们在十九世纪还可以勉强地将许多五彩斑斓的音乐珍宝放

到“浪漫主义音乐”这个篮子里，还可以粗略地描述这个时期音乐的大

概特点，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准确地说应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

就已经无法用一个什么“主义”的篮子来容纳所有的音乐了。如果非要

概括二十世纪音乐的特点的话，大概只有“多元 ”、“多变”这四个字

吧。

音乐史的分期和音乐风格的分类从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了欣赏音乐的需要，对二十世纪音乐这一部分，只能采取大概的“分

组”的方法，作一个简单的提示。

第一组－无调性音乐的诞生 人类自有音乐以来，或者说，自有记

载的音乐以来，都是有调性的音乐。调性音乐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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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根基的，是合乎自然的。调性音乐发展到极致，走向它的反面，

成为无调性音乐，倒也是符合万物“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颠覆调性，

就是颠覆几千年音乐的基础，这是一件大事情。这件大事，大约在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由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和他的两个学生贝尔格和韦伯恩

完成了，因为这三位作曲家都在维也纳，所以称为“新维也纳乐派 ”。

在整个二十世纪之中，自认为革新派的作曲家，无论自己承认不承认，

都是在勋伯格的启示和影响之下。从这点说（而不是从作品说），勋伯

格无疑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作曲家。

第二组－二十世纪前期 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其他流派，作曲家

有斯特拉文斯基、兴德米特、奥涅格、米约、普朗克、布里顿、艾夫斯、

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不仅“二十世纪前期”已经是一只大

篮子，就连斯特拉文斯基这位作曲家本身，也是一只大篮子，他的一生

音乐风格多变，最有影响的作品（舞剧《春之祭》、《火鸟》、《彼得鲁什

卡》）并不属于“新古典主义音乐”，而是更多地可以划归“二十世纪民

族主义音乐”；就连他的国籍，也很难一句话讲清楚。其他那些作曲家，

例如布里顿、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等，每个人不同作品的风

格的差别也很大，要具体分析。

第三组－二十世纪民族主义音乐 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音乐最大

的不同，是作曲家的主要创作方法不是将民族音乐素材应用于浪漫主义

的传统风格，而是吸收民间音乐精髓创造新的风格的音乐。这方面的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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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者首推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还有他的同胞柯达伊，以及美国的科普

兰、伯恩斯坦、格什温，捷克的亚纳切克，西班牙的德·法利亚、罗德

里戈，罗马尼亚的埃涅斯库，苏联的普罗科菲耶夫（后期）、哈恰图良，

英国的沃恩·威廉斯，巴西的维拉－罗勃斯，墨西哥的查维斯，等等。

以上这些作曲家，有的个人风格也是复杂多变，不能简单的以什么“主

义”划线，这在二十世纪作曲家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第四组－二十世纪后期 主要是二战以后产生的“新音乐”，包含

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流派，作为正在叩响音乐大门的爱好者和并非一定要

研究这些学问的音乐学生，知道这样几位作曲家的名字也就够了：梅西

安、卡特、鲁托斯拉夫斯基、凯奇、布列兹、施托克豪森、彭德雷茨基、

利盖蒂，等等。另外，还可以列举这样一些流派的名称：序列音乐、偶

然音乐、微分音音乐、噪音音乐、简约派、新浪漫主义、第三潮流，等

等。这些名称，还有各自的理论，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了

解这些音乐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依靠耳朵不要依靠眼睛，亲自听一听。【注

十】

关于“二十世纪音乐”，作为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实际音乐生活是

不同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与十九世纪浪

漫主义音乐不同的新的创作潮流，而在实际音乐生活中，二十世纪以后

出现的“新音乐”从来也没有获得过主流地位，不仅在音乐会和各种传

媒中大量传播着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和巴罗克时期的音乐，就是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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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新创作的作品中，绝大多数也是采用浪漫主义技法或者结合一些二

十世纪新技法进行创作的。拉赫玛尼诺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大部

分时间生活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品也是创作于二十世纪，但

是他的创作风格始终保持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风格，因此学术研究中基

本上将他排除于二十世纪音乐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在实际音乐生

活中，他的几部钢琴协奏曲却是二十世纪直到现在最受听众欢迎的作品

之一。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本教程“听一点音乐”的曲目中，绝大多数选自以上提到的作曲家

的作品，不一定是典型作品，更不一定是代表作品。更广泛的聆听，更

深入的探求，是我们进入音乐圣殿之后要尽毕生之力去做的事情。

【注一】请参阅《怎样欣赏音乐》（科普兰著，丁少良译，1957）

【注二】请参阅本教程《前言——叩响音乐的大门》

【注三】请参阅拙著《新瓶装旧酒，犹闻旧酒香——〈乐理新思路软件教程〉前言》

【注四】请参阅《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李岚清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4）“欧洲经典音乐”的概念由著者首先提出。

【注五】请参阅《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注六】如果从生活和活动的年代讲，这些作曲家有的属于十九世纪，有的跨越到

二十世纪；这里的分类主要是依据作曲家的创作风格。

【注七】【注八】【注九】这三位作曲家在二十世纪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依据上述同

样的理由没有将他们划到“二十世纪”的圈子。

【注十】只有用耳朵听一听，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一些年龄和活动年代都很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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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有的划归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有的划归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有些简单地划

归二十世纪。由于二十世纪作曲家本身的经历、思想和风格的多样性与多变性，我

们怀疑是不是能够有真正完全准确的分类。可能从二十世纪开始，给作曲家贴“标

签” 的做法本身就已经过时了。

（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音乐之门》的附录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