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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

内容概要

该书以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写作。
以音乐作品及其创意、诠释、接受为中心，相关立美、审美、文化、形态。
相关音乐美学问题者：音响结构与人文设入。
相关音乐文化人类学问题者：耦合相间与互动制衡。
相关音乐形态学问题者：形式至少。
相关音乐哲学问题者：世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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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

书籍目录

前言
题解：惟“一”：1+1=意+易。即使没有结果，也许一种意义
No1 世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
No2 音乐存在方式，以及相应关系
No3 音乐语言，及其转换生成
No4 音乐符号，及其意义诠释
No5 音乐信息，及其传导反馈
No6 结构与功能：一种具有拓展意义的张力
No7 艺术审美从艺术求真中折返
No8 临响经验，作为重返音乐厅的一个策略
No9 重返音乐厅，并场所的历史选择与文化标记
No10 实验室，与音乐厅直接连通
No11 音响形态结构：自然材料经由人文化动作之后
No12 六合之内外：生物巾天，成象在人
No13 临响显意成象，并设个例
No14 从新结构接受层级：听赏，欣赏，鉴赏
No15 何以叙事非叙事性文本
No16 互动：交响的根本动力所在
No17 室内乐感觉与临响位置
No18 曲调行为之长短与损益
No19 时序，一种体式，且有诸多情感意义
No20 乐种：传统文化的一个持续增长点
No21 从题材到体裁，从仪式到作品
No22 边缘作品对中心结构的预备意义
No23 主题：识别辨认，并动力持续
No24 主导动机与同定乐思是否局限？柏辽兹如是作业
No25 无终旋律：一条自动的可持续音带
No26 从七个音到五个音，再到全声音：全人类大同理想境界
No27 在一个无动音律中的无穷诗韵
No28 音阶：纵横互动，并结构一个独立整体
No29 一次壮丽：个别呈示一经过展开一最后成型
No30 别一种CODA：形于终结，意在开端
No31 长时段持续颤音tr的历史遭遇
No32 一张底网，在不停的劳作当中和之后
No33 镶嵌与佩带，拼贴与剪接，参与结构则意义出新
No34 十二音：是否均匀切割，并且平面无隙
No35 由简约派音乐到巴赫的音响结构方式
No36 漆黑的音块与刺眼的白光
No37 音色，为所有非规则声音作了合理的袒护
No38 噪音，居然也登堂人室，并且大摇大摆
No39 流动的建筑，其实系音响空间按时间系列在置换
No40 古老者，在现代遭遇中
No41 [MIDI]：在音响实验之后
No42 现代音乐的自我安全防范
No43 4’33”，后现代开端
No44 文化，无需设定，便有展开
No45 叙事程序，必然跟随事物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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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

章节试读

1、《惟一》的笔记-第100页

        作为半音阶和声技法运用至极的个例，也许，就是其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前奏曲部分，作为一个有相当篇幅的章节，占时约12分钟，从第一小节开始到最后终止，全
曲由各种自由变化着的和弦贯穿，从而形成一片闪烁发光、难以捉摸、不断变化的音响织体，不仅自
由转调得以充分实现，而且，不留下任何有明确调性标记的痕迹。只见终止的条件，而没有终止的结
果，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

2、《惟一》的笔记-第141页

        如果依此来反观巴赫的这部作品（《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前奏曲），可以说，有其同构同态
之处，在其持续不断之中，有细微的差别，即个别音级的变化。而其他一切，包括动机模型和节奏组
合，都是从头至尾，贯穿始终。那么，动力来自何方？很明显，就是来自个别音级的变化。进而，这
个别音级的变化，又依据什么原则？是随意变化？还是有意变化？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很显然，这首作品已经不是依据复调原则来结构的对位性作品，而是依据主调
原则来结构的和声性作品。那么，这些个别音级的变化，无疑，依据和声原则。我曾经反反复复在钢
琴上这样视奏，将原本十六分音符化的织体加以改造，即将分解式的和弦重新收拢起来，以聚合的方
式弹奏出来，果不其然，不仅音响结构没有根本的变化，而且，发现了这首作品的真正动力所在，就
是通过和声的运动来推进整个作品。于是，所谓持续不断，绝不是同一动机模型和节奏组合的重复（
严格说，过度的重复，不仅不能增长动力，反而会消减动力），而正是和声运动所成就的结构张力。
有关这首著名前奏曲的聚合弹奏，可以移步聆听韩老师学生之示范
：http://site.douban.com/225671/?s=430838

3、《惟一》的笔记-No. 55 传统，作为一条通道，是否真正安全

        pp. 220-223
音乐中的极端民族主义也足够需要引起注意。卡尔·马克思曾在其晚年《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中，
批注了这样一段话：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
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
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传统，作为一条通道，是否真正安全？
无疑，传统是不断传动的，进而，之所以传动，就在于成系统。
有人说：传统是一条河流。
有人说：传统就是现在。
无非要表明这样一种学理：传统是一种有规则、有约定、有流向、不断运动着的动态结构过程；是一
种取得了独立意义的主体，不断重生其原在，并不断有流变的过程。
由此可见，变是绝对的，同样，变有所依也是绝对的。
[...]
如果说，传统是严肃的，余下的，自靠来者创造，即使反叛，即使持守，毕竟，已然反有守之本。
就此而言，处于传统之中，严格意义上的原创（即首创）是不存在的，而安全与否的实际保障，就是
由马克思所投注的那份保险：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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