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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艺术史》

前言

　　从我接到司徒华城老师的《弦乐艺术史》遗稿至今整整15年了。　　15年前，由于正在开设《弦
乐艺术史》课的司徒华城教授突然因心脏病逝世，中央音乐学院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接过他的这门
课。于是我从司徒老师的遗孀钱沈英女士手中，接过他的这份沉甸甸（足有好几公斤）的手稿。他在
手稿中严谨的楷书和秀丽的英文字体，足以反映了他的人格、他的修养、他的博学以及他的治学态度
。后来，我又在管弦系和教材科分别拿到他在不同的两届课程中印发过的油印讲义。　　看了他的这
些材料，更觉得司徒老师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司徒老师的父亲司徒梦岩早年留学美国，学习造船
，兼学制作提琴和演奏提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精武会西弦部，是最早一批中国提琴教师之一，除了
教出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尹自重之外，由他亲自调教的几个儿女都在中国音乐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痕迹：上海交响乐团的司徒海城，是上海提琴界巨擘；在台湾的司徒兴城，创记录地成功举办过
四种不同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四首代表性奏鸣曲的独奏音乐会；曾任中央乐
团首席大提琴手的司徒志文，领导“爱乐女”女子室内乐团推广新人新作驰名国内外；成就最大的是
原任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兼巡回演出独奏家小组成员、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司徒华城，他毕业于
上海沪江大学，英文好，并有广博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音乐艺术方面更是师出名门（小提
琴琴艺从师于19世纪一代宗师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威廷伯格）。因而讲授西方弦乐艺术史，对于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司徒华城来说，是胜任有余的。　　但是，就我所知，在国内尚未出版过
全面的西方弦乐艺术史（而不只是小提琴艺术史）方面的书籍，而备课的绝大部分资料，主要都要靠
司徒老师亲自从浩瀚的有关的英文书籍（他家里就有很多藏书，再加上从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借来的
书）中翻译出来，再加以整理。这里的工作量之大，无法估计。　　在他的讲义中，《弦乐艺术史》
实际上主要是西方弓弦乐艺术史。被分为：“弦乐器的诞生及琴与弓制造史”、“小提琴艺术史”、
“中提琴艺术史”、“大提琴艺术史”、“低音提琴艺术史”和“竖琴艺术史”等几个部分。在“小
提琴艺术史”和“大提琴艺术史”中是以各学派的诞生、发展、消亡和各学派的代表人物生平及其贡
献为主线的。在手稿中还有刚刚开了个头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室内乐”部分和“小提琴艺术史”中
尚待补充的“重要作品介绍”的一些片段，他还想写“吉他艺术史”，但只有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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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艺术史》

内容概要

《弦乐艺术史》系天津市高等学校“十五”规划教材之一。作者旨在使音乐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音乐
专业的学生了解弦乐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开阔视野，给演奏者提供有关作品的思想、技巧和美学观
点的历史经验。其主要内容包括提琴类乐器的起源、形成、演变和制作史；演奏技术与风格发展；弦
乐文献；弦乐教育教学思想以及弦乐演奏美学发展等，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弦乐艺术的发生和发展。
《弦乐艺术史》史料丰富，图文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除各音乐学院，高师
音乐院系本科、专科学生使用外，《弦乐艺术史》还可作为研究生自学参考用书，并可供广大音乐爱
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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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艺术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弦乐器的起源、形成、演变、构造及制作家  第一节　弦乐器的起源  第二节　欧洲弓弦乐器
的形成及演变  第三节　提琴类乐器的构造及其发展  第四节　历代著名提琴类乐器的制作家第二章　
巴罗克时期的弦乐艺术　第一节　器乐的兴起——17世纪以前的器乐　第二节　巴罗克时期的音乐特
点　第三节　巴罗克时期的弦乐演奏技术状况　第四节　巴罗克时期的意大利小提琴学派　第五节　
巴罗克时期欧洲其他各国的弦乐艺术　第六节　巴罗克时期的弦乐文献　第七节　巴罗克时期的弦乐
艺术风格及演奏美学观点　第八节　巴赫的弦乐艺术第三章　古典主义时期的弦乐艺术　第一节　古
典主义时期的音乐特点　第二节　古典主义时期的演奏技术状况　第三节　法国学派的兴起　第四节
　古典主义时期欧洲其他各国的弦乐艺术　第五节　古典主义时期的弦乐文献　第六节　古典主义时
期的弦乐教学及理论研究　第七节　古典主义时期的弦乐艺术风格和演奏美学观点　第八节　维也纳
古典乐派对弦乐艺术的贡献第四章　浪漫主义时期的弦乐艺术　第一节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特点　
第二节　帕格尼尼的成就及其影响　第三节　浪漫主义时期弦乐艺术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第四
节　浪漫主义时期的弦乐文献　第五节　浪漫主义时期的弦乐教学及理论研究　第六节　浪漫主义时
期的弦乐艺术风格和演奏美学观点　第七节　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对弦乐艺术的贡献第五章　20世
纪的弦乐艺术　第一节　20世纪的音乐特点　第二节　20世纪作曲家对演奏技术的新探索　第三节
　20世纪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家　第四节　20世纪的弦乐文献　第五节　20世纪的弦乐教学及理论研究
　第六节　20世纪的弦乐艺术风格和演奏美学观点　第七节　弦乐艺术在各国的发展第六章　提琴类
乐器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提琴音乐创作的历程　第二节　中国民族风格提琴曲的特点　第三
节　中国提琴作品目录　第四节　中国提琴艺术教育、交流和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五节　中国举办的
提琴类乐器演奏、创作和制作比赛以及参加国际比赛获奖情况附录　一、世界著名弦乐演奏家姓名索
引（按字母顺序）　二、国际提琴类乐器的比赛（按字母顺序）　三、世界著名室内乐团（按字母顺
序）　四、术语解释（按字母顺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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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艺术史》

章节摘录

　　二、提琴的诞生　　即使有了远祖和近亲，但是假若没有新的思潮和新的美学观念，没有先进的
科学和生产技术，提琴是不可能诞生的。　　在威尼斯等意大利的沿海城市，由于海上贸易发达，新
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感情都得到解放。15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灭亡前后，有许多希腊的学者跑
到意大利来避难；他们以宣讲古希腊的文学和艺术为业，同时借此鼓吹自由、民主，提倡科学、人权
，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潮和意大利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被恩格斯称为“人类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的文艺复兴运动，加速了对新文化的探索。于是，“中世纪的幽灵
消失了，意大利出现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恩格斯），他们以古希腊的自由艺术为样板，强调对“
人”的兴趣（而不是对神），力图发挥人的创造才能，表现人的意志和感情，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些
造型艺术大师的人体雕塑和油画，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的珍品。　　音乐也逐渐从中世纪的约束中被
解放出来。过去在禁欲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专业创作手法单一：旋律必须是钦定的（如格里高利圣咏
等）、节奏型十分死板、乐句的结构要讲究所谓“诗体”、律制限制在毕达哥拉斯律（即“五度相生
律”）之内不得逾越、连调式也只准用七种教会调式。现在的新兴市民阶层可不管那一套了，在自由
的民间艺人倡导下，音乐艺术出现了以下的一些变化：在复调音乐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主调音乐兴
起；音调的表情扩大了，例如，音量强弱的幅度增大了，音域增宽了；不依附于声乐、戏剧的独立的
器乐音乐大大增加，器乐的技巧性和表现个体意识的独奏音乐得到了发展。这些变化归结到一点，就
是要摆脱“神”的约束，表现“人”的情感，寻找“人”的声音。这时，维奥尔琴的音响和性能（供
宗教仪式合奏或贵族们在闺阁中娱乐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市民阶层的需要。人们期待着一种新的
弓弦乐器，她能够更接近于“人”的声音，能表现人类自己的（而不是在冥冥中的“神”的）强烈的
、具有个性的、自由奔放的感情。　　为了使琴发出人的声音，意大利的制琴大师们曾经为此走遍整
个欧洲，研究各种教堂、宫殿、桥梁、城堡，观察各种雕塑、油画、壁画，思索它们的美的形象与音
响震撼人心的源泉。他们追求的不单是外形美（小提琴那优美的曲线使人想起雕塑中的天使），也不
单是结构科学、便于演奏，而首先是胸中蕴藏着一种大胆的设想：用几十片木片发出人世间最美妙、
最动听的音响——类似人的歌唱，表现人的感情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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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艺术史》

精彩短评

1、好过《欧洲弦乐艺术史》（韩里著）
2、老师的著作！
3、崩溃死了，终于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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