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么宵万 彻针裸 姐

— 陈铭 志 复调 教 学 体 系 研 究 心 得

林 华

陈铭志教授的两本关于复调音乐的著作

—
《 复调音乐写作基础 》

、
《赋格曲写作

》 已

经出齐了
。

它们的面世
,

使读者们有可能对

这一体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

称之为体

系
,

也许并不过分
:

作者以现代思维方式重

新审视了这门古老的多声写作技法
,

提出了

许多新的课题
。

可以说
,

编撰一部象这套著

作那样的教材一以独特而又系统的教学法论

述复调音乐创作技法
,

研究创作实践中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
正是时代赋予我们

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

没有一门学科会被重复地研究二次
。

在

同一范畴内
,

人们总是时而提出这样
,

时而

提出那样的 问题
。

正是这种侧重面的不断更

迭
,

造成了学科的丰富和发展
。

在胡克 巴尔德 ( I Ju e b a ld ) 的 《
音乐便览

-

中
,

只能提出不 同类型的音程连接问题
,

因

为九世纪正是同时值音符相对的反向复音时

期
,

鉴于这样的背景
,

诸如弗朗科 ( F r a n e。 )

和一些佚名的理论家等
,

对于不协和音程采

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

唯有在花腔复音时 期

后
,

1 5世纪的安东纽斯 ( A nt o ni us )才可能在

有限条件下采用不协和音程
。

1 4 7 7年丁克托

里斯 ( T inc t or si ) 更进一 步指 出
,

不协和音

的运用与它所处的节奏 形 势 与 旋律位置有

关
。

此后的理论家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发

发展对位学的
,

使学利
一

的内容由单纯的音程

处理研究扩大到节奏的处理
,

并 日
.

归纳 出种

种不协和音的运用公式
,

如 经 过 音
、

延留

音
、

以及骄枝 音 等
。

这些教学法的发展
,

可

说是自发地遵循着
“

系统论
”
的原理进行的

,

即把不协和音的个体发生
,

纳入某种相对完

整的系统内
,

该不协和音在新的环境中获得

较为和缓的效果
,

正如查 里 诺 ( Z a r l l i n o )惊

叹的那样
,

延留音那种切分的不协和
,

具有

何等的诗意快感 !

近二百年来某些人们对孚克 斯 (l 恤 x) 于

1 7 2 5年出版的
《天国之路

》的抛弃似乎过份热

情了些
。

这位维也纳的官廷乐师企图使历史

象他那样地抛弃同代人巴赫和韩德尔而回到

帕累斯特里那的时代
。

然而在先他三年出版

的和声学问世之后
,

还坚持以音程结合为声

部粘聚剂的方法
,

未免显得保守了些
。

因此

贝多芬的 对 位 老 师阿 尔勃 列 许 茨贝尔格

( A lb r e e h t s b e r g e r ) 要求学生 们 获得 l
’

和声

知识再研究对位
,

以便专心于分类节奏的训

Jfl
; 。

孚克斯的分类法原则
,

很有点决定论的

味道
,

这种思维方式取决于 某 种 居 先的假



说
,

如孤立性
、

睁止性等
。

他把多声音乐中

灵活多变的节奏归纳为五类而加以练习
。

事

实上二声部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

不是等于
,

而是大于二声部结合的总和
,

因此从现实的

音乐中抽象出来的节奏结合模式
,

是岸上的

死鱼
,

与我们在水里看到的完全两样
。

任凭

你怎样练习这种技法
,

终究不能代替完形创

造的练习
。

孚克斯的音乐风格复辟的企图并

未成功
,

维也纳三杰虽然采用过他的教本
,

但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作风加以改造的
,

而

《天国之路
》
被沿用二百年之久的事实

,

也并

不说明孚克斯的不朽
,

只说明了复调音乐处

在退潮期间理论研究的停滞
。

1 9 1 7年库尔特 ( K
u r t h )的 11手吁是 值得注

意的
。

鉴于呆板节奏 U!1练下线条感消殆 已尽

的形势
,

他的关于线位对位的主张无疑是有

助于恢复复调音乐的勃勃生机的
。

只是可惜

这本著作不是教科书
,

因此在复调数学史上

的影响并不大
。

我不得不浪费一些篇幅谈谈复调教学史

的一些情况
。

按照系统论的方法
,

我们应当

把陈铭志的体系作为一个子系
,

纳入复调教

学发展史的母系中观察 , 非但研究子系中的

各个结构部分的互相关系
,

还要研究这些结

构与母系相应结构的垂直发展关系
;
非但研

究子系本身的发展
,

更要研究它与姐妹学科

的相互渗透关系
。

与此同时
,

还要把它与现

实音乐生 活的实际加以比较
。

我们在陈铭志的体系 中发现了关于
.

织

体类型的阐述
,

这是以现代思维方式审视这

门古老学科后所提出的新课题
。

作者把十六

世纪那种教学方式一把不协和音纳入某种公

式
,

即相对完形中进行观察的方式
,

加以发

展
,

使学生视野的基点扩展到全曲
,

亦即从

完形构造的角度统筹自己的创作
。

作者从整

体角度 出发
,

把复调音乐的节奏组合形式归

纳为几种稳定的类型
,

从而使全曲的节奏连

用获得某种变化而又统一的韵律感
。

通过这

种按照格式塔理论规律 设 计 的节奏组织活

动
,

比起那些 呆板单 一或是杂乱无章的节奏

组合来
,

听众译解音乐符号的信息工作要简

化得多
,

亦更容易唤起美感
。

这样的完形设计的结果并不是两个旋律

的节奏之综合
,

而 是 从 此焕发出更新的意

义
,

达到形象刻划的高度
。

这个飞跃
,

使许

多对位教本在使技法为乐旨服务的训练上比

起陈著教本要略逊一筹了
。

陈铭志教授的著作之受到学生欢迎
,

正

因为这种教学法符合 了审美创作的法则
:

作

者把织体的种种式样作为信息的形式储存在

学生的脑中
,

或为下一届审美活动中主体的

内在图式
。

这种内在图式帮助审美主体进行

知觉选择并提供想象活动的元素
,

孚克斯所

提供的内在图式是极为有限的
:

仅仅是宗教

合唱式的
,
或是被用作节奏密度逐次增加式

的装饰变奏
。

而多种织体类型的掌握
,

使学

生们的内在图式不仅有合唱风范
,

也有器乐

样式
,

不仅有史诗般的事神圣
,

也有世俗性的

谐趣
。

关于小型复调乐曲的介绍
,

是陈铭志体

系的又一特点
。

历来的复调音乐写作教程都只限于对位

技术基本训练和赋格形式写作
。

只有少数的

教本
,

较早的如该丘斯 ( G
o e t s e h i u s

)较 近的

如凯恩瑙 ( K e nn
a n) 等谈到了创意 曲的写作

。

作为大型的格律形式写作的准备
,

创意曲这

一环节无疑是不可省略的
。

然而这种乐曲的

本身并无一定的规范
:
有 些 与赋格 大同小

异
,

有些却又十分自由
,

这二者对于刚刚学

完对位技法的学生而言
,

都有一定的难度
。

因此陈铭志教授以小型复调乐曲的形式取而

代之
,

这样做既能保持对位法与赋格学衔接

的中间环节
,

侧重面则在于使学生能将各种

对位技术加以综合运用 , 又能使复调形式写

作与现实的音乐创作实际相结合
,

从而提高

学生的兴趣
。

在这一章节里
,

作者着力的不是知识传授
,

而是思维能力
。

因此我们在教材中看到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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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种种繁文褥节的规则和这些规则的层出

不穷的例外
,

学生们在这一章中所要记住的

只是这样的原则
,

即
,

复调音乐
,

无非是主

题加间插
。

变奏手段则是实现这一原则的基

本手段
。

掌握了这一原则
,

初学者在自由曲

式写作的领域里不致于茫然不知所措
。

变奏
,

亦即基本 信 息 的盆传递与控制问

题
。

在较为抽象的形式中
,

原始信息的完形

性质更为重要
:

它必须成为一个封闭型的独

立符号
,

才有可能在听众知觉中造成或较为

鲜明的强刺激
。

因此在赋格学部分中
,

作者详

尽地介绍了基本信息码的建立问题一这却是

历来教本都未曾重视的问题
。

主题作为基本

的格式塔
,

既要简约合宜
,

并具有相对的完整

性
,

又要具
“

格式塔
”

压强
,

即稍有复杂
、

稍

有不规则的结构
,

驱使听众在心理上追求更

为完整的形式
。

因此
,

陈铭志的赋格教本中

复调主题动力性的阐述
,

是现代审美学向复

调教学法渗透的背景下赋格教学取得的重要

进展的休现
。

在复调小型乐曲中对于原始信息的要求

并不一定如此严格
,

因为乐曲篇幅不大
、

格

律性不强
,

但处理信息的传递一在时间艺术

中主要表现为重复一却是十分重要的
,

它既

要给听众的知觉中保持一定 的刺激量
: 没有

刺激量的积累
,

听众感到作品是一盘散沙 ,

冗余的信息码刺激
,

又使听众感到作品的单

调
。

作者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
,

总起

来说即变中有不变
,

或不变中有变
,

这样的

阐述
,

既符合创作原理
,

亦使初学者易于掌

握
。

连接段落的介绍亦是十分独特的
。

小型

乐曲中未必有完整的
·

间插
,

但为了避免主要

信息码的连续刺激而造成的单调感
,

必须以

某种手段造成主要信息码的暂时离异
,

以便

造成听众对它的重新回归抱有强烈的审美期

望
。

因此
,

此其说连接段是前后主题段落的

连接
,

还不如说是它们的阻隔
,

按照后面的

理介
,

学生就更有可能把这部分写得十分有

趣
。

早期复调创作中并不存在个性因素
。

乐

曲所表现的感情是概括性的
,

它们的风格也

十分单一
,

作曲家们采用同样的调式结构作

为音乐创作的基础
。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

个性的觉醒
,

作品中有了多 样 化 的 风格差

异
。

民族音调
,

作为
“

集休的个性意识
”
也开

始出现在赋格曲中了
:

我们可以从巴哈的平

均律曲集中找到许多德国的音调
。

在对位学

科停滞的二百年间
,

复调创作实践却有了许

多变化
:

十九世纪末的民族解放连动
;
产生

了更多的民族风格作品
,

它 们 不 仅在音调

上
,

而且在旋法上
、

甚至音列基础上强 烈地

表现自己
,

格林卡的
“
伊凡苏沙宁

”

序幕的合

唱赋格已经非常地道地体现了俄罗斯精神
。

然而复调教学理论的发展却远未跟上
。

较早

论及复调创作中民间调式 运 用 问 题的
,

有

1 9 4 0年出版的斯勃柳勃科夫教本
。

但那是十

分简单的介绍
,

而 目
.

局限在刊腔复调的运用

范围内
。

近年来
,

国内一些有关复调创作的

论著中有不少提到了民族调式的运用
。

作为

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
,

陈铭志的著作是十分

引人注 目的
。

作者并不止于 民族调式理论的

一般性介绍
,

而是更深入一步地把重点放在

探讨民族调式与复调格律发生矛盾的一些课

题
,

如对比复调中的不 同调式结合问短
,
模

仿复调中五声音调的修正问题 ; 五声音列的

答题和同宫系统的调性布局问题 ; 等等上述

间题有的是我国新音乐兴起以来的一 些作品

的分析总结 ; 有的则是借鉴 了调式时代或近

代作品中的一些手法
。

加以改造和利用
。

因

此学生们从教程中得到的不是那种先于经验

的
“

纲领式文件
”
的规定

,

而是前人创作实际

的启示
。

陈铭志教授的这两本著作优点远不止这

些
。

近来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一体系都
一

卜分关

注
,

黄凌
、

高为杰以及朱式瑞等 同 志 都 曾

撰 文 在学 术 期 刊上作了详尽的 评 注
。

本

文认为该体系最为成功之处是在于作者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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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与作品
·

美 国 作 曲 家

阿隆
·

科普兰
〔美〕菲立普

·

腊姆米著 李耀伦 司徒达伟 译

那是去年 7月的一个深夜
,

在 出席过一

个全部由科普兰音乐组成的音乐会后的回家

路上
,

有点喜形于色的科普兰坐在他的流线

型轿车的后座
,

把 头舒服 地 向后一靠说
:

“

这种兴奋激 动 最容易宠坏一个人 !
”
这场音

乐会由探戈森林音乐中心的乐队演奏
。

伯恩

斯坦担任指挥
,

形成音乐会高潮的压台戏是

科普兰的
《
第三交响曲

》 。

那天科普兰在探戈

森林度过了大部份的时间
,

到达后
,

他便在

波士顿交响乐团已故音乐指导库塞维茨基的

故居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

会后
,

尾随着这

位和蔼可亲
、

代表美国音乐的作曲家协会主

席一路溜趾去波士顿现任音乐指导小泽征尔

那间与世离离房子中休息的
,

是一群摄影和

电视录像记者
。

那晚音乐会后
,

当科普兰出

现在台上时
,

好几千听 众 向 他 热烈欢呼致

意
。

这是他近年来日趋减少的与听众见面的

机会 了
。

他已 84 足岁
,

正在朝 85 岁迈进
。

他显得

有些虚弱
,

已经不象过 去 那 样 能夸夸其谈

了
。

他的听觉已经不太灵
,

记忆也模糊
,

胃

口不象过去那样好
,

甚至独 自上下楼梯也有

困难
。

然而他在谈论音乐的兴致上和众所周

知的幽默感却不减当年
。

当科普兰扶着他多

年的老朋友
、

作曲家芬尼的遗墉的手臂在音

乐会前进入音乐棚时
,

听众很自然地站立起

来向他鼓掌欢呼
,

他诙谐地向芬尼太太耳语

说
: `

维娜
,

你猜
,

等他们听完我的 音 乐后
,

还会这样热情么 ?
”

对待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不是一直都是很

公平的
。

当他 1 9 2 7年在波士顿自己演奏他那

部粗犷的
,

具有爵士乐风味的协奏曲时
,

不

论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赞助人或者是评论界

都发出一片责备之声
。

海尔 描 写 他 的协奏

曲
: “

是介于家禽栏和爵士舞厅之间的东西
。 ”

柏克怒气冲冲地说
: “

协奏曲就像那 个 可怕

的吃人精灵格里
,

从头到尾 令 人厌恶
。 ”

同

年夏天
,

当科普兰在好莱坞园型音乐厅里演

奏同一个协奏曲时
,

不仅听众喝倒彩
,

甚至

乐队演奏员也嗤之 以鼻
。

然而待到科普兰成

名后
,

去年仍然在好莱坞圆型音乐厅
、

还是

那首协奏曲却受到听众的赏识
,

许多演奏员

也对这个作品表示关切与好感
。

另一起糟糕透顶的事发生在 1 9 3 0年
,

当

现代思维重新考虑复调教学法
,
提出一些新

课题
。

一

也许评价这一体系的成就为时尚嫌过

早
,

复调音乐学科在我国许多艺术院校还是

初设的课程
,

许多音乐工作者对复调音乐还

感到十分 陌生
,

我们音乐创作虽然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
,

然而在复调手法运用方面还比较

薄弱
。

但可以预料
,

作为我国第一套完整的

复调教学体系
,

它必然会推动我国复调教学

的发展
,

并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复调音乐创作

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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