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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www/htdocs/webapps/music1/courseware/null/tpl_info_conf.js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io.RandomAccessFile.open(Native Method) 
 at java.io.RandomAccessFile.<init>(RandomAccessFile.java:212) 
 at java.io.RandomAccessFile.<init>(RandomAccessFile.java:98) 
 at com.whaty.RandomAccessFile.<init>(RandomAccessFile.java:8) 
 at _courseware._300503._tpl_0info_0margin__jsp._jspService(/www/htdocs/webapps/music1/courseware/300503/tpl_info_margin.jsp:48)
 at com.caucho.jsp.JavaPage.service(JavaPage.java:75) 
 at com.caucho.jsp.Page.subservice(Page.java:506) 
 at com.caucho.server.http.FilterChainPage.doFilter(FilterChainPage.java:182) 
 at com.caucho.server.http.Invocation.service(Invocation.java:315) 
 at com.caucho.server.http.CacheInvocation.service(CacheInvocation.java:135) 
 at com.caucho.server.http.RunnerRequest.handleRequest(RunnerRequest.java:346) 
 at com.caucho.server.http.RunnerRequest.handleConnection(RunnerRequest.java:274) 
 at com.caucho.server.TcpConnection.run(TcpConnection.java:139)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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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到第四讲（古代与中世纪） 
1．何乾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第一部分，古希腊罗马时期，人
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2．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音乐词典词条汇辑——西洋音乐的风格与流派》，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1－17页“中世纪音乐”、18－23页“古艺术、新艺术”、185页“巴黎圣母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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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谷文娴：《西方艺术音乐的渊源—格里高利圣咏》，《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
第2期。 
4．姚亚平：《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2
期。 
5．毕祎：《欧洲古艺术时期的经文歌》，《音乐艺术》1998年第4期。 
6．林敬和：《教皇若望廿二世关于复调音乐的法令－介绍兼及翻译》，《中央音乐
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7．J.尤德金著：《欧洲中世纪音乐》，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   第五讲到第七讲（文艺复兴） 
1．J.布克哈特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音乐词典词条汇辑——西洋音乐的风格与流派》，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 
   24页“复合唱风格”、26页“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40页“帕莱斯特里纳风
格”、188页“勃艮第乐派”、192－201页“尼德兰乐派、法国－佛兰芒乐派”、202
页“威尼斯乐派”。 
3．姚盛昌：《1600年以前欧洲多声音乐发展概况》，《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
期。 
4．管谨义：《概述欧洲早期声乐艺术》，《中国音乐》1990年第1期。 
5．周耀群：《马丁·路德与德国新教音乐文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4
期。 
6．Alan Atlas, Renaissance Music. NewYork: Norton, 1998 
 
●   第八讲到第十讲（巴罗克） 
1．格劳特：《巴罗克音乐的基本特征》，苏柒拾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
第2期。 
2．约·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第三章，黑暗时代，杨燕迪译，《歌剧艺术》
1991年第4期。 
3．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音乐词典词条汇辑——西洋音乐的风格与流派》，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41页“巴罗克”、58页“情绪说”、214－217页“波伦亚乐派”。 
4．夏楠：《一位功绩卓著的巴罗克音乐大师－评科雷利的创作》，《音乐学习与研
究》1990年第3－4期。 
5．尚家骧著：《欧洲声乐发展史》第五章“阉人歌手及花腔演唱的盛衰”，华乐出
版社，2003年版。 
6．于润洋：《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
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比较》，《人民音乐》1985年第11－12期。 
7．李应华：《巴赫第四康塔塔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5年第1期。 
8．余志刚著：《音乐的大海－巴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Claude V. Palisca, Baroque Music. 3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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