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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音乐》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2002—2007年间Music in Art曾刊载的部分文章之中译稿，分“上编-图像中的乐器叙事”、
“中编-视觉艺术中的音乐表述”、“下编-音乐形象中的文化维度与意义”三部分，共26篇文章。其
中，11篇为乐器研究，涉及乐器起源及传播、文化信仰与交流、消费与社会生活、乐器图像志分类、
复制技术与装饰、娱乐与性文化、社会阶层与殖民文化遗迹以及哲学意义与文化象征等；其余15篇则
分别关注了民居建筑图像中的音乐主题、地域风格的表现方式与象征意义、音乐和谐数学比例的关系
、音乐图像及其历史文化语境、崖石刻画与史前人类宗教艺术活动、草图肖像所反映的音乐家性格、
圣诗文本和书页图案与音乐表演、货币装帧与音乐政治、收藏爱好与作曲家生活情趣、器皿装饰与音
乐神话寓意以及弦乐四重奏的视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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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音乐》

精彩书评

1、刊载于7月8日《音乐周报》《艺术中的音乐》（Music in Art）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音乐图像学杂
志。它始于1972年，可以说是一本独辟蹊径的综合艺术期刊。本书汇集了2002至2007年间  《艺术中的
音乐》曾刊载的文章译稿，分“上编-图像中的乐器叙事”、“中编-视觉艺术中的音乐表述”、“下
编-音乐形象中的文化维度与意义”三部分，共26篇，以乐器及乐器图像类研究最多，其余则分别关注
了音乐在表演实践、历史文化语境或视觉意识形态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作者都
来自数十个地区的不同母语者，其文化身份的多样性，固然有助于形成一个汇集多方学识的平台，但
也正出于这个原因，让中文版主编洛秦在前言里直言不讳：“本文集的翻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只能
根据译者的学术专长相应安排。”正如洛秦所言，这本论文集并不包含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分析，
反而更多地落入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音乐图像学”。这一交叉错生的定义看似偏门，实际操
作后，却绽放出了相当奇妙的化学反应，即希望让视觉和听觉两者相辅相成，要么旨在补全图像性材
料中的音乐信息，要么用图像的方式对音乐性材料进行叙事。留给笔者最深印象的是如下几篇。约翰
逊的《“蓝色树荫”和“海之咒”中的乐器》里，作者先是猜测，继而从种种材料中考证两幅油画中
的乐器到底是历史上有据可靠的日本筝，还是画家纯然的虚构？他甚至从画中弹奏者的手势、指法等
角度推导出结论，令人耳目一新。与“研究图像中的乐器”论题相对的，是“研究乐器上图像信息”
的《古代中国古琴的装饰及其图像学研究》，作者拉文格林虽在纽约任教，却掌握了异常丰富的文物
图像资料。在附图中，读者可以清楚看到不同种类动物、人物在古琴纹饰中的多姿多态，堪称本书中
视觉美感的最高享受。同时，这样一篇文章也在提醒我们：若要研究乐器本身，或许始终与各国工艺
美术的发展进程脱不开联系。当涉及到音乐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时，书中有两篇写得格外出色：
《1830-1930年间铜管乐器的商业图像及其图像学研究》和《货币上的音乐》。前一篇很别致地引用了
杂志与报纸中的大量卡通画，在作者看来其实折射出了19世纪铜管乐器摇摇欲坠的标准体系。该文着
眼于早期的乐器商业信息，涉及音乐人不常愿涉足的销售和市场知识，故而这一貌似异想天开的选题
，身处对配器或乐器本身采取研究的“论文丛林”之中，无疑是一抹亮色。而第二篇读来更加带劲。
众所周知，一张纸币上的音乐家肖像很容易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表征，之前笔者虽读过“邮票上的音
乐”等类似的佳文，但既然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的知识覆盖面自然更大。作者玛丽安-芭拉萨在文中
权衡了罗马尼亚纸币上埃内斯库形象的几次改版的利弊，包括对纸币上乐谱截选的图案进行音乐学剖
析，不仅词句生动，而且内部资料翔实，历史逻辑性强，足以能说服人。翻完500多页的全书，不禁让
人啧啧赞叹起这些论文来。无论行内行外，恐怕都能摸出它们一星半点儿的内在能量：如《帕台农神
殿的比例体系》着重于建筑结构和声学效果，没有一点建筑学与数学基础完全搞不出来，而译者同样
会面临很大考验；《犹太管风琴的图像志》的立意建立在了对犹太宗教、文化生活的精确把握上；讨
论画家雅各布.韦德的《色彩交响乐》，对于作者、译者的美术基础同样有很高要求，稍一不专业便会
“露怯”......而更优秀的地方在于，它们的篇幅都控制得不长。从这些别开生面的文章里，我们似乎
得到了这样的讯息：当代音乐学研究的疆域已经被拓展到了惊人的范围，而在这个分工日益明晰的时
代里，“细节技术化”愈来愈凸显其重要性。我想，未来的音乐学论文会不会朝着“更跨界”、“更
细节化”的方向步步迈进？那么，对音乐学人才的这一要求明了之后，“大”社科、“大”理工科基
础会不会因此重获音乐教育体系的垂青？这些都是该论文集给我带来的思索。

Page 3



《艺术中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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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