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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到贝多芬》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西方作曲家的社会地位。主要围绕与作曲家所从事的活动中的几个方面如物质回馈、精神
回馈及社会影响等要素而展开，以个案研究阐述作曲家的社会身份。论文采取观察、比较等社会学方
法，美学－历史双向研究方法，从音乐创作与作曲家的社会间关系，从作品概念的历史形成与音乐形
式因素之发展等方面着手，分层次、多角度地论述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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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滟洲，男，博士，教授，现任职于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本科毕业于武汉音乐
学院音乐学系（1993年），硕士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1999年），博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2007年）。
自1992年起，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2部（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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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沈阳回来后，工作之余想仔细阅读，恰好又赶上上西方音乐史课的进度，所以读得异常的慢。
这是一本从社会学、社会音乐学等多重视角出发研究“作曲家”身份获致问题的博士论文，又是西方
音乐史研究必不可缺的重要文献。国内仅此一家。全文从中世纪开始，详尽地引领读者来到这个叫人
陌生的，彼得拉克称之为“黑暗的时代”，对当时各种音乐文化现象及音乐形态发展进行了梳理，从
记谱法到复调音乐的发展再到推动了作曲技法的不断改良，直接促使“作曲家”行当的萌芽。脉络清
晰地向读者展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作曲家“这一职业早期的发展基因。也让人们管窥到社会历史的
发展和进步为”作曲家“这一职业的获致所带来的机遇，以及在“作曲家”的作品声音中社会又是如
何变迁的，时代又呈现出怎样缤纷的色彩。有时也不得不让人感叹起，历史终究是必然的还是无数个
偶然造就的呢？因为读这本书的缘故，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我在给学生上西方音乐史课时有种讲不完
的感觉，想补充的内容太多，教科书上给的又太少。知识知识，多认知才能有见识。还没读完，相信
在这本书的陪伴下，我这个学期的西音史课会越上越有感觉。哈哈。phoebe在南昌
2、刊载于4月6日《音乐周报》作曲家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一个既为人所议论，也被作曲者自己所关心
的话题。一直以来，它的定义如在云里雾中，普通人概念里，那群“艺术家”时而是不食烟火的创作
者，时而竟又成了仆人或革命家，好像有时，还是饱一顿饥一顿的苦命人？本书讨论的正是这一话题
。作者夏滟洲专于音乐史学和社会学，200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单看书后长达十几页的文献引用
清单，就知道他锻造这份“小题大作”的用心良苦。书中前半部分提到，中世纪歌曲多以口头方式传
承，诗人、作曲家和演唱者常是同一人，他们往来服务于贵族，部分有荣誉称号， 部分得委任职务，
依赖诸侯的资助和恩宠。 西方最早的“composer”，就字眼意思更多的是将素材“拼接到一起的人”
，具备强烈的匠作特征，而个性甚弱，反倒是游吟诗人更配得上“创新之人“的称号。随着记谱法的
普及、教会体制对音乐的提倡，“假借记谱艺术的多声部音乐“决定了严格意义上作曲家的出现，从
马肖开始，我们陆续有了杜费、奥克冈和若斯坎。在不同地区，作曲家获赞助的形式也不同。书中所
列的巴赫工资详单，以及对现状大发牢骚的记录，反映出赞助制度下音乐家的地位竟是如此的低微，
哪怕是堂堂的巴赫，也不得不在教堂、宫廷、教堂-城镇三者间周游。泰勒曼的处境则较好， 每年薪
酬1600马克，不过义务是：每周写出两首康塔塔，每年一部受难曲。歌剧行业不久兴起，一个建立在
盈利基础之上的市场很快成型，必然带动了作曲家经济独立化的趋势，17世纪音乐的商品雏形甚至让
演出变得比作曲更重要。17世纪的音乐会活动多以家庭、教堂和大学社团为中心，此后则以贵族、半
私人或公众的音乐会为主。而到了18世纪末，一系列革命对国王贵族的旧秩序提出挑战，音乐从宫廷
贵族的玩物向市民阶级自然情感的表达过渡。于作曲家而言，贵族的保护虽未立即中断，委约创作的
比例还在，但选择无疑更多了——或靠作曲-教师兼职挣取报酬；或兼作演奏家-指挥家，在管弦乐队
谋求生活；或去试着做企业家，如经营歌剧院等等。贝多芬的年代，正值欧洲革新精神萌发时，新兴
市民文化对人性标榜颂扬，此其一；其二在于成熟的器乐音乐会是音乐进一步自立的标志，因为它们
比声乐的曲目更众，还需系统的节目单和适量新作品供给。书中认为，贝多芬正是凭借这两点弘扬了
他“纯音乐”的理念，正应他自称的“音响艺术家”（Tonkünstler）或“音响诗人”（Tondichter）
——不是“作曲家”哦！其时他真可谓霸气侧漏：“每个乐谱都有六七家出版商要出版，只要我愿意
，多少出版商都能找到，他们已经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多少，便付我多少......”，此时的他，既可
以凭一己之意志写高雅的东西，又可以趋时写一些应景之作，不亦乐乎。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和鲁道夫
大公的资助关系之外，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等具有现代体制特征的保护人，也算是有标杆意义了。此
时的贝多芬，可以说在一种“公开的吸引力和保护下”表达了他真正的艺术诉求，诸此种种运气，不
仅让早逝的莫扎特望尘莫及，同一社会环境下的羡慕者也多得是。贝多芬之后呢？“音乐商品”的意
义无疑进一步凸显。书中有言，音乐之商品化何尝没有负效应？当市场力量控制音乐生活，作曲家抽
身去尝试一些有风险的事情，做得好还行，做得不好，就让位于了明星制度和金钱游戏了，而民众间
，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已被打破。他们于是迈入两难境地：要么屈就公众，要么自顾自创新。想
要平衡吗？得有很强的适应力才行，能在大潮中“幸存”下来的真才杰毕竟仅是少数。当年指挥家魏
恩加德纳一句慨叹，算是替经济大潮之外的那些踽踽独行者说了话：“想想布鲁克纳吧，就这样毫不
动摇地沿着他的路朝既定目标走去，深信不会受重视，除了失败外，一无所得。较之每天获得成功与
得到广告宣传的时髦作曲家，他正无比精细地处理着琐碎小事。我们应向这样的人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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