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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大家风采》是一套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文库。为什么要

特别出版这样一套图书呢？只要看看当前市面上的书刊内容，

我们便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您是一位学校校长，您的学生陷入了“追星族”“发烧

友”的狂热之中，而您又想改变学生的兴趣与注意力，使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您一定想选择几本具有正确价

值取向、能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课外读物。这时候，您也许会感

到失望和沮丧，您会发现真正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类图书实在

少之又少。

在社会上的各类人群中，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总

是最受尊敬的人群。他们的力量最大，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他们的奉献精神最强，是

他们把知识与智慧酿造成甘霖，洒向全世界，造福民生。他们对

人类对社会的贡献总是巨大的，是引导当今青少年树立正确人



生观、价值观的楷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大

家风采》丛书。

全套图书从１８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中具有代表性

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

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们的名字已被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

史上，有兴趣阅读此套丛书的青少年，一定能从中获取力量，获

取智慧，获取豪情，获取对未来的新向往；惟有这一点，才是我们

编写这套丛书的共同愿望。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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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卓越的２０位作曲家

巴赫

巴赫

姓　名：巴赫
出生地：德国爱森那赫
生卒年：１６８５—１７５０年

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　　

　　巴赫的作品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为全人类音乐的进步和发展指明了宽广的远景，为世界古

典音乐树立了丰碑，因此，巴赫被称为“不可超越的大师”，甚

至被誉为“欧洲近代音乐之父”。

１６８５年３月２１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生于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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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爱森那赫市。虽然这是一个小城镇，可它的市民却酷爱音

乐。据说该市古代的城门上竟刻着“音乐常在我们的市镇中

照耀”的字样。巴赫家族是地地道道的音乐世家。对于具有

极高音乐天赋的小巴赫来说，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原是十分

幸运的，然而命运之神却偏要找些麻烦：他９岁丧母，１０岁丧

父，只得靠大哥继续抚养。

↓
相关链接

康塔塔
康塔塔于１７世纪初叶起源于意大利。最早的康塔塔是一种独唱的世

俗叙事套曲，以咏叹调和宣叙调交替组成。１７世纪中叶传入德国，遂发展

成为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在这一点上与清唱剧相似。两

者区别在于清唱剧篇幅较大，人物众多，而康塔塔则篇幅较小，故事内容较

简单，往往偏重于抒情。康塔塔与清唱剧有时不易分清。

１７世纪康塔塔扩展到宗教领域，巴赫很喜欢这一体裁，他曾专为教堂

谱写康塔塔，每星期一部，数年间共写了三百多部。近代也有许多作曲家

创作宗教康塔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１９３０年）、《康塔塔》

（１９５２年）、《圣歌》（１９５５年）、《哀歌》（１９５８年），布里顿的《学院康塔塔》、

《怜悯康塔塔》等。

尽管家里存放着大量音乐资料，可专横的兄长就是不

允许他翻阅学习，无论他怎样苦苦恳求也无济于事。小巴

赫只得趁哥哥离家外出与深夜熟睡之际，在月光下偷偷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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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爱的曲谱一笔一画地抄下来，历时长达半年之久，因而

大大损坏了他的视力。他的晚年在双目失明中痛苦地度

过，直至去世。如此高尚而执著的追求竟打动不了他的兄

长———当他发现了弟弟的秘密时，立即暴跳如雷，不仅无情

地没收了小巴赫的全部心血，而且还严厉地惩罚了他，毫无

自省与怜悯之心。

巴赫１５岁时，终于只身离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他靠美妙的歌喉与出色的古钢琴、小提琴、管风琴的演奏技

艺，被吕奈堡米夏埃利斯教堂附设的唱诗班录取，同时进入神

学校学习。这里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古典音乐作品，巴赫一

头钻进去，像块巨大的海绵，全力汲取、融合着欧洲各种流派

的艺术成就，开阔了自己的音乐视野。

为了练琴，他常常彻

夜不眠，通宵达旦。每逢

假日，他都要步行数十里

去汉堡聆听名家的演奏。

１７０３年４月，巴赫任

魏玛宫廷小提琴手，工资

单中写明是“仆役”。８月

往阿恩施塔特任 “新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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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管风琴师。１７０５年冬，巴赫请假徒步赴吕贝克听杰出的

北德乐派管风琴家Ｄ．布克斯特胡德演奏，深受启迪。数月后

方返回阿恩施塔特。为此巴赫两次受到宗教法庭的审讯，除

因“擅自超假”外，还被谴责为“在众赞歌中作出许多惊人的变

奏，混入许多陌生的音响，使公众为之惊惶失措”，并曾“把一

个陌生的少女带进教堂中演唱”，以及“在星期天讲道时间上

酒馆”等等。巴赫愤而辞职。

１７０７年６月巴赫任米尔豪森教堂管风琴师。同年与堂

姐玛丽娅·巴巴拉结婚。不久因与教堂监督发生矛盾，其演

奏受到指责，又离去。１７０８年７月任魏玛宫廷管风琴师，兼

为宫廷作宗教音乐。１７１４年起被任命为宫廷乐师，每月为宫

廷创作新曲，因而创作大量康塔塔。１７１７年秋，巴赫赴德累

斯顿与法国哈普西科德演奏家Ｌ．马尔尚进行演奏比赛。临

赛前马尔尚不辞而别，巴赫不赛而胜。魏玛公爵与其侄发生

争执，巴赫倾向后者，致使公爵恼怒。巴赫要求离职不准，竟

被公爵无理监禁４周，罪名是“由于其倔强，强行要求辞职”。

巴赫在被监禁期间写下《管风琴小曲集》。

１７１７年８月巴赫任克滕宫廷乐长后的６、７年间，是巴赫

一生中处境较为顺利的年代，也是创作上（尤其在世俗性器乐

创作上）丰收的年代。克滕公爵热爱音乐，对巴赫非常器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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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一起奏乐，一起旅行。他以国库收入约１／３０的经费作为

其宫廷乐队的开支。此期间巴赫写下许多最重要的代表作：

《平均律钢琴曲集》上卷（１７２２年）、《勃兰登堡协奏曲》

（１７２１—１７２３年）、《小提琴独奏奏鸣曲》（约１７２０年）、《大提

琴独奏奏鸣曲》（约１７２０年）、《创意曲》（１７２３年）等。１７２０年

７月他的妻子去世，１７２１年与安娜·玛格达勒娜结婚。１７２０

年１１月旅行汉堡时，在赖因肯面前演奏管风琴，他以各种方

式即兴演奏众赞歌变奏《在巴比伦河边》达半小时以上，博得

赖因肯的赞叹。

１７２４年，巴赫以其《约翰受难曲》作为接受考核的作品，

去争取莱比锡托马斯教堂乐长这个颇具声望的职位。莱比

锡市议会和教堂认为该作品过于“戏剧化”，但由于找不到

更合适的人只得录用巴赫。同时他还在尼可拉教堂供职，

并兼事托马斯教堂附属学校的教学和演出工作。巴赫在莱

比锡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写下了２６５部宗教康塔塔、６部经

文歌、５部弥撒曲、４部受难曲、２部清唱剧等宗教性乐曲，

又创作了《平均律钢琴曲集》下卷（１７４４年）、《意大利协奏

曲》（１７３５年）、《戈尔德贝格变奏曲》（约１７３６年）等世俗性

乐曲。在莱比锡，他常与莱比锡市议会、教堂的主持人、教

堂附属学校的校长等发生冲突，也曾因反对教规、校规以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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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不符合教堂要求等，而屡遭谴责。巴赫并不屈从，曾上

书议会和法庭进行自辨，致使市议会成员认为巴赫已属“不

可改正”，１７３０年决议予以减薪处分。１７３７年，他向德累斯

顿的萨克森选侯奉献作品，请求赐予“德累斯顿宫廷作曲

家”的头衔，获得批准。“宫廷作曲家”的头衔，有助于改善

巴赫的处境。１７４７年，巴赫访问波茨坦，为普鲁士皇帝菲

特列演奏。返回莱比锡后，他又根据普皇的一个主题写作

了一部乐曲《音乐的奉献》（１７４８年）献给普皇。最后，巴赫

还写作了一卷《赋格的艺术》（未完成）。

巴赫晚年为医治眼睛曾两次做了手术，结果不仅未能重

见光明，反而摧垮了身体，终于在１７５０年７月２８日离开了

人间。

巴赫一生作品浩如烟海，主要作品有：二百多部宗教及世

俗“康塔塔”、若干部宗教《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平均律

钢琴曲集》、《创意曲集》、《古钢琴组曲》、小提琴和大提琴《无

伴奏奏鸣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六首、《乐队组曲》四首和大

量管风琴曲及晚年所著《赋格的艺术》一书。

巴赫的音乐创作标志着德意志民族音乐的开端，对后世

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屈服在外国

的压力和影响之下，经济的落后、政治的分裂、精神文化的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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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使得德国几乎无民族意识可言。文化受法国影响的支配，

宫廷操法语，学术界用的是拉丁文，主宰剧院和乐坛的是意大

利人。当贵族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日益依靠外国，在音乐上日

益崇拜和模仿外国音乐的时候，当粉饰封建统治的宫廷音乐，

死气沉沉的宗教音乐，以及追求享乐的浮华、浅薄的乐风盛行

的时候，巴赫的音乐坚持并发扬了质朴、坚实的德意志民族音

乐的风格。当德意志民族的语言还未能统一的时候，巴赫的

音乐却已标志着德意志民族音乐语言的形成；当第一个使德

国文学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德国文学家Ｇ．Ｅ．莱辛还没有

出现的时候，巴赫的音乐却已为德意志民族音乐奠定了基础。

这对于促进德意志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有着积极

的历史作用。

尽管巴赫在世时，他的作品

未能广泛流传，但经过时间的推

移和历史的发展，他的音乐日益

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从

１８０２年德国音乐学家Ｊ．Ｎ．福克

尔出版了第一部巴赫传记以来，

尤其是１８２９年Ｆ．门德尔松重新发掘、演出了巴赫的久被人

遗忘了的《马太受难曲》以来，巴赫的音乐在现实音乐生活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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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创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日俱增。巴赫音乐思维

的高度逻辑性和哲理性，其艺术技术手法的严密、精巧，始终

是学习作曲者的楷模。１８世纪末叶的古典乐派大师 Ｗ．Ａ．

莫扎特在其晚期创作中明显地吸取了巴赫复调音乐的精神和

手法。Ｌ．ｖａｎ贝多芬在音乐的逻辑性上更直接继承和发扬了

巴赫的成就。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家，如Ｒ．舒曼、Ｆ．门德

尔松、Ｆ．Ｆ．肖邦等，也从巴赫的音乐中吸取灵感。２０世纪各

种不同倾向和流派的作曲家，也分别从巴赫的音乐中获得新

的力量，如民族乐派的Ｂ．巴托克就把巴赫、贝多芬、Ｃ．德彪西

列为他从中获益最多的３位作曲家。Ｉ．Ｆ．斯特拉文斯基和

Ｐ．欣德米特，更直接以巴赫的线条对位和巴洛克的音乐形

式、手法作为其音乐写作乃至音乐风格的基础。法国“六人

团”的Ａ．奥涅格也在“音乐建筑”的严密性上以巴赫为楷模。

综上所述，巴赫及其音乐不仅是他之前音乐成就的集成者，更

是以后音乐发展的启迪者。

———传世佳言———

谁能像我一样勤奋，谁就能拥有和我一样的成就。

贝多芬（评论巴赫）：“他不是小溪（巴赫的名字德文Ｂａｃｈ，是‘小
溪’的意思），是大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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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遍世界各地，到处都能听到巴赫的音乐。其中，

许多作品早已被列为艺术院校培养学生的必修教材和国际重

大音乐比赛的参赛曲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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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

亨德尔

姓　名：亨德尔
出生地：伦敦埃治威尔
生卒年：１６８５—１７５９年

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　　

　　亨德尔与巴赫并称为巴洛克音乐（巴洛克音乐是指欧洲

１６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盛行的一种音乐风格）最伟大的作

曲家。作为歌剧、古键琴奏鸣曲、管风琴赋格、协奏曲、管弦乐

曲和神剧等多方面的能手，亨德尔是当时除巴赫以外最有声

誉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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