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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２０世纪是个复杂而又奇特的世纪。它既是大动荡、大倒退的世纪：

经历了血与火的煎熬，文明摧残，生灵涂炭，人性灭绝，野蛮黑暗，还有生

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却又是大繁荣、大进步的世纪：科技突飞猛进，

文化日新月异。人类对自身的复杂性的认识和感悟，比以往任何时代更

为深刻。

这种惊心动魄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在文学艺术中有所反映，于是就需

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它与以往的大不相

同，是另类的，丰富多样而又十分复杂。由此，２０世纪的现代新音乐就应

运而生了。它比起前两个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明朗悦耳的音

乐来说，自然就 显 得 十 分 怪 异、艰 涩、深 奥、难 懂。另 外，从 音 乐 本 身 来

看，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以往任何时代有作为的、卓越的作曲家

都是力求创新的，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的加速化，现代音乐的创新，步子

也就越来越快，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对传统观念（包括审美观、哲学观

等）以及传统的技法与规范，进行了最激烈的挑战和最彻底的颠覆。几

乎每个现代作曲家都在追求创作个性的张扬。经过离经叛道（“大破”）

和别出心 裁 的 发 明 创 造（“大 立”），各 式 各 样 的 新 技 法、新 体 系、新“主

义”、新流派层出不穷，各显神通。从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地发

挥，这是音乐艺术本身进步的必然。

但就普通的音乐听众来说，由于欣赏习惯一时跟不上来，他们只觉

得现代音乐太古怪，五光十色，目不暇接，不知所云，无所适从，陌生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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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排斥感。其实，这种“跟不上”的现象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更烈罢

了。因此，很需要有一些入门、导读之类的书籍，来帮助听众们、音乐专

业和文艺专业的学子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现代音乐。朱建先生的《二

十世纪音乐漫步》，正是这样一本有益的读物。

这本书挑选了四十位有影响力的西方知名作曲家，采用对每人各取

其一部或两部代表性作品用“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办法，逐一加以分析讲

解。资料丰富，文 字 生 动，娓 娓 道 来，引 人 入 胜。特 别 是 通 过 对 时 代 背

景、人文背景、创作背景的具体介绍，作曲家本人的自白，再对作品的内

容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手法和风格进行剖析，使读者能有较全面和深入的

理解，从而在作曲者和听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位爱乐者的文章中讲到的切身体会。他初听

那无调性的现代音乐作品时，感到刺耳难听，甚至反感，丝毫不能接受。

朋友劝他不妨以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情，静下来多听听。果然，他渐渐

地走进了那陌生的音响之中，越听越有味，终于，他认识到，在反映现代

人的精神感受与生活经验方面，无调性音乐来得更直截了当，细腻透入，

因而更易于直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引起精神上的共鸣。

由此可见，现 代 音 乐 同 样 也 是 表 达 心 灵 之 声 的，也 能 与 听 众 沟 通。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欣赏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正如俗话说的“少见多怪，

多见不怪”，您不妨也试试看？

朱践耳

２００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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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

与印象主义音乐

　　我必须抓住“印象”这词，

我重视它，因为它给我以自由。

———德彪西

“多少世纪以来，音乐一直以追随其他艺术的觉醒而称著。这 话 对

印象派的音乐更为确切。”

１８７４年，在巴黎著名的落选者沙龙中举办的一次画展里，法国青年

画家莫奈展出了一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这幅画以特殊的感受与

新颖的技法描绘了晨雾弥漫的泰晤士河上的日出印象：水面上倒映出天

空与太阳的颜色，水天在朦胧的朝雾中融成一片，扁舟与远景都模糊不

清，没有明确的形状，仿佛画面上的一切景物都为晨曦与雾气所融化了。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它完全背离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统治着绘画

的“忠于自然”的原则，创立了一种“直接利用外光绘画”以及“捕捉自然

界瞬间即逝的景象”的新绘画原则。主张这种观点的画家认为客观形体

在人们视觉中的表现是光的反映，而光又是瞬息万变的，捕捉一瞬间由

形体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色彩印象，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将

物体周围的色彩、光影、气氛看得比轮廓分明的实体更为重要，而且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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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息的物体及虚无缥缈的事物如水、雾、光、云等特别感兴趣。为了适

应这种新的追求，他们改变绘画的技法，以不断变换的线条以及模糊变

幻的色调代替了清晰的外形和客观的颜色。但当时的迂腐学究对此十

分蔑视，贬称他们为“印象主义”。然而，就是这个“印象主义”，不仅形成

了绘画的革命，而且在音乐、诗歌、哲学、伦理学乃至更广泛的思想领域

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的青年作曲家德彪西（Ｃｌａｕｄ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Ｄｅｂｕｓｓｙ１８６２—１９１８）与

这些印象主义画家如莫奈、德加、雷诺阿以及象征派诗人魏伦、马拉美、

波德莱尔、路易斯等朝夕相处，深受他们艺术思想的影响，并在创作上采

用了类似的方法创立了一种新颖的“印象主义音乐”。德彪西本人因此

而被人公认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奠基人及“旗手”。

但是，十分有 趣，德 彪 西 对 别 人 称 他 为“印 象 主 义 者”大 不 以 为 然。

１９０８年，他写信给出版商杜朗，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我试图加进某

些新的东西，创造一种独特的真实———无知之徒竟称之为‘印象主 义’，

这是人们，尤 其 是 艺 术 家 们，使 用 得 最 不 合 理 的 一 个 术 语。”后 来 又 说：

“象征主义或印象主义，这是用来贬抑同行的最方便的话了。”看来，他对

“印象主义”这词深恶痛绝，同时也厌恶别人称他为印象主义者。当然，

德彪西的创作确实有超越印象主义的地方。但是从他的艺术思想、美学

观点以及创作手法的总体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印象主义作曲

家。

１９０１年他曾说过：“我必须抓住‘印象’这词，我重视它，因为它给我

以自由，使我 的 情 感 不 受 任 何 寄 生 性 的 审 美 观 的 影 响。”并 且 表 示 要 去

“倾听在自己周围的大自然的无数声音”，“去捕捉这个大自然所提供的

无止境的瞬息万变的音乐”。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与印象主义的画

家一样，尽量地在大自然中捕捉永无止境的瞬息万变的音乐。他的作品

很多是取材于大自然的，例如：《夜空的声音与芳香》（Ｌｅｓｓｏｎｓｅｔｌｅｓｐａｒ

ｆｕｍｓｔｏｕｒｎｅｎｔｄａｎｓｌａｉｒｄｕｓｏｉｒ）、《水中倒影》（Ｒｅｆｌｅｔｓｄａｎｓｌｅａｕ）、《雪花

飞舞》（Ｄｅｓｐａｓｓｕｒｌａｎｅｉｇｅ）、《雨中花园》（Ｊａｒｄｉｎｓｓｏｕｓｌａｐｌｕｉｅ）、《原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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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Ｌｅｖｅｎｔｄａｎｓｌａｐｌａｉｎｅ）、《浓雾》（Ｂｒｏｕｉｌｌａｒｄｓ）、《帆》（Ｖｏｉｌｅｓ）、《月

光》（Ｃｌａｉｒｄｅｌｕｎｅ）、《阴云》（Ｎｕａｇｅｓ）、《大海》（ＬＭｅｒ）、《枯叶》（Ｆｅｕｉｌｌｅｓ

ｍｏｒｔｅｓ）等，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不像 贝 多 芬 和 柴 可 夫 斯 基 那 样，偏 重 于

写实性、戏剧性和心理的表现，而是非常细腻地描绘出景色给人的瞬间

印象。他也效 法 印 象 派 画 家 不 求 实 物 的 清 晰 轮 廓，而 着 力 于 色 彩 的 追

求，将调性、和 声、音 色、旋 律 乃 至 节 奏、速 度 都 作 为 创 造 色 彩 的 一 种 手

段。例如，为了色彩，他采用了多样化的调式结构，运用各种可能获得的

调性、调式来谱写色彩斑斓的音乐。他的钢琴曲《月光》、《淹没的教堂》

（ＬａＣａｔｈéｄｒａｌｅｅｎｇｌｏｕｔｉｅ）、《雨中花园》、《萨拉班德》（Ｓａｒａｂａｎｄｅ）以及歌

剧《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ＰｅｌｌｅａｓｅｔＭｅｌｉｓａｎｄｅ）的第一动机与弦乐四重

奏的第一主题都是采用多里亚、弗里几亚、混合里底亚、爱奥尼亚等中世

纪调式写成的。另外，还有些作品则采用五声音阶（如《亚麻色头发的女

郎》（ＬａＦｉｌｌｅａｕｘＣｈｅｖｅｕｘｄｅｌｉｎ）、《塔》（Ｐａｇｏｄｅｓ）等）、半音音阶（如前奏

曲《牧神午后》（ＰｒéｌｕｄｅｌＡｐｒéｓｍｉｄｉｄúｎｆａｕｎｅ））以及全音音阶（如《帆》

等）写成。而且有时调性游移，段落不清，有时调性布局十分复杂，有时

一曲中采用多种不同的调性、调式，有时采用人工的调式，这样就丰富了

整个作品的色彩变化。在和声上，他首先考虑的也是色彩的效果。他脱

离了德、奥式的功能和声的基础，而运用独立的绝对和声，这就是说，不

要求 一 定 的 和 弦 进 行 及 调 性 进 行 的 逻 辑 性，而 只 追 求 特 殊 的 魅 力 与 效

果。这样，色彩的因素统治了和声的结构，乐音混合的现象胜过了调性

和弦结构的原则，不协和音的作用因此起了变化，它的采用与否完全决

定于它的色彩价值。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平行和弦、附加

音和弦、高叠和 弦、增 和 弦、空 四、五 度 等 的 色 彩 性 表 现 手 法。例 如，在

《月光》一曲中，他运用降Ⅲ级和弦来替代原来功能和声中的 Ｖ 级和弦，

减弱了和声进行的力度，使色彩显得柔和、黯淡一些，非常准确地描绘了

月色朦胧的夜景。在《水中倒影》中，他运用了Ⅱ７－Ⅲ、Ⅵ－Ⅱ７两种和

弦的快速连续交替出现，给人以一种闪闪发光的感觉，惟妙惟肖地描绘

出水光荡漾的湖上景色。在配器上，色彩的追求就更为突出。德彪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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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庞大乐队的洪亮音响及丰满的和声，他所迷恋的是轻柔、新颖、黯淡

的音响。为此，他偏爱木管乐器的低音区、加弱音器的铜管乐、分部很细

的弦乐器、音量微弱的打击乐器……每种乐器演奏的乐句都极短促，这

样，使不同乐器的色彩相互辉映、对比、嬉耍，构成了一种不断跳动之感，

犹如光的闪烁，透明而晶亮，甚至阴影部分也都充满了反光。对于钢琴，

由于它兼有和声，而且具有精细色彩变化的性能，德彪西对它的要求更

多。他要求钢琴的演奏要“多暗示，少表白”，他结合不同的触键及踏瓣

技巧，创造出一种音色明暗法，像加了面纱般的“音晕”。这样就使音乐

充满了诗意及特殊的韵味。同时，还要求钢琴的演奏具有乐队的色彩概

念，要能奏出诸如长笛、小铃、锣等乐器的色彩，使钢琴能在人们头脑中

获得乐队的音响感觉。

德彪西通过探索千变万化、形形色色的手段与技法，创造出一个色

彩斑斓、绚 丽 多 姿 的 印 象 主 义 音 响 世 界，打 开 了 跨 入２０世 纪 音 乐 的 大

门，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作曲家，例如法国的杜卡（Ｐ．Ｄｕｋａｓ１８６５—１９３５），

英国 的 司 各 脱 （Ｃ．Ｍ．Ｓｃｏｔｔ１８７９—１９７０）、戴 留 斯 （Ｆ．Ｄｅｌｉｕｓ１８６２—

１９３４），意大利的雷斯庇基（Ｏ．Ｒｅｓｐｉｇｈｉ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卡塞拉（Ａ．Ｃａｓｅｌｌａ

１８８３—１９４７），西班牙的法雅（Ｍ．ｄｅ．Ｆａｌｌａ１８７６—１９４６）、阿尔 贝 尼 兹（Ｉ．

Ａｌｂｅｎｉｚ１８６０—１９０９），美国的洛埃弗莱（Ｃ．Ｍ．Ｌｏｅｆｆｌｅｒ１８６１—１９３５）、格

里西斯（Ｃ．Ｔ．Ｇｒｉｆｆéｓ１８８４—１９２０），波 兰 的 席 曼 诺 夫 斯 基（Ｋ．Ｓｚｙｍａｎ

ｏｗｓｋｉ１８８２—１９３７），俄罗斯的斯克里亚宾（Ａ．Ｎ．Ｓｃｒｉａｂｉｎ１８７２—１９１５）、

雷比可夫（Ｖ．Ｒｅｂｉｋｏｆｆ１８６６—１９２０）等都汇集到印象主义音乐的大旗之

下，形 成 一 股 国 际 性 的 巨 大 力 量，推 动 了 整 个２０世 纪 音 乐 的 发 展 与 前

进！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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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施特劳斯

歌剧《莎乐美》中的

《七层披纱之舞》

　　这显然 是 一 件 天 才 的 作 品，非 常 有 力，肯 定 是

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马　勒

独幕歌剧《莎乐 美》（Ｓａｌｏｍｅ），作 品５４号（１９０４—１９０５），是１９世 纪

后期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施 特 劳 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８６４—１９４９）不

朽的声乐作品中的第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层披纱之舞》（Ｄ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Ｖｅｉｌｓ）是整部歌剧中的一个顶点。

歌剧《莎乐美》是根据英国著名文学家王 尔 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４—

１９００）的诗剧写成的。１９０２年，奥地利诗人林德纳（ＡｎｔｏｎＬｉｎｄｎｅｒ）将自

己改编的脚本送给施特劳斯看。施特劳斯不感兴趣，自己去找了拉赫曼

（Ｈ．Ｌａｃｈｍａｎ）的德译本来阅读。开始的诗句“今晚，莎乐美公主是多么

美丽啊！”吸引了施特劳斯，他认为这非常适合于谱写音乐，就开始构思

起来。１９０２年１１月，当别人问起这事时，他回答说：“我已准备写作了。”

１９０４年夏季，他写完草稿，１９０５年７月２０日全剧脱稿。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９
日，在著名指挥家舒奇（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Ｓｃｈｕｃｈ１８４６—１９１４）的指挥下进行了

首次演出，由德累斯顿宫廷歌剧院（ＤｒｅｓｄｅｎＣｏｕｒｔＯｐｅｒａ）的女高音维蒂

希（ＭａｒｉｅＷｉｔｔｉｃｈ１８６８—１９３１）饰莎乐美，女低音夏瓦纳（ＩｒｅｎｅｖｏｎＣ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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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ｎｅ１８６８—１９３８）饰希罗狄雅丝，男高音皮利安（ＫａｒｅｌＢｕｒｒｉａｎ１８７０—

１９２４）饰希律王，男低音贝隆（ＫａｒｌＰｅｒｒｏｎ１８５８—１９２８）饰先知约翰。演

出获得极大的成功，施特劳斯谢幕达２５次之多，很多主要的歌剧院都争相

上演。但是这个歌剧在奥地利和英国却因为没有通过检查官的审查而遭

到了禁演。

（一）

《莎乐美》是 英 国 唯 美 主 义 文 学 家 王 尔 德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诗 剧，作 于

１８９３年。这部 作 品 取 材 于《圣 经》中 莎 乐 美 引 诱 希 律 王 杀 死 先 知 约 翰

（Ｊｏｋａｎａａｎ）的故事。原作先以法语写成，后由友人译成英语。这出戏强

烈地反映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为了追求美与享受，可以不顾一

切，牺牲一切。而 剧 本 写 作 的 风 格 上 都 与 梅 特 林 克 的 象 征 主 义 作 品 相

近。

歌剧的情节简述如下：事情发生在公元３０年的蒂贝利亚斯。夜晚，

神秘而惨白的月亮高悬夜空，在希律王（Ｈｅｒｏｌｄ）皇宫的大平台上，年轻

的侍卫长纳拉博斯（Ｎａｒｒａｂｏｔｈ）伫立在台阶上，探头向宴会厅里张望。一

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貌美的公主、王后希罗狄雅丝（Ｈｅｒｏｄｉａｓ）的

女儿莎乐美。一位王后的侍从发现了他，向他警告说：“假如你老盯住莎

乐美看个不停的话，恐怕将有什么不幸的事可能发生。”突然，一阵洪亮

的声音从水牢深处传出，这是希律王的俘虏、先知约翰的声音。他预言

着救世主耶稣的降临。这时，身穿锦绣长袍的莎乐美从宴会厅里走出，

她厌恶继父希律王老盯住她不放。独身出来，呼吸夜空里的新鲜空气。

突然，先知约翰又在水牢里大声宣讲着耶稣的教义。莎乐美被这奇异的

声音所吸引。她问侍从，这是否是一个老人。卫士答道：“不，公主，他很

年轻。”莎乐美为好奇心所驱使，一定要见见这位先知。但是，希律 王 有

令，谁也不敢 将 约 翰 带 上。莎 乐 美 无 法，只 能 勾 引 纳 拉 博 斯 为 她 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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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博斯抵挡不住她的魅力，乃派士兵下水库将约翰带上。约翰脸色苍

白，头发肮脏蓬乱，身穿一件粗劣的苦行僧的服装，两眼直瞪地站在水牢

边。当获悉莎乐美是希罗狄雅丝的女儿时，他斥责道：“走开点，你母亲

的淫荡玷污了整个大地。”可是莎乐美却倾心于他，热切地要听他说话，

并且渴望占有他。她甚至支支吾吾地说出了自己对他的身体、他的头发

以及他的嘴唇的强烈的欲望。约翰对她厌恶至极，大声斥责说：“滚开，

索尔登的女儿！”但她还是纠缠不放，最后竟提出要吻他的嘴唇。这 时，

侍卫长纳拉 博 斯 见 状 悲 痛 而 绝 望，拔 剑 自 刎，倒 在 莎 乐 美 及 约 翰 之 间。

但公主全然无动于衷，一心死死盯住约翰，嘴里不停地念叨说：“我一定

要吻你的嘴唇。”约翰在盛怒之下，大步走下水牢。

这时希律王、王后希罗狄雅丝以及一批朝臣也来到平台上呼吸新鲜

空气。当神经过敏的希律王发现了纳拉博斯的尸体时，惊慌万分。可是

他又突然看到了莎乐美。这样，他就忘了一切，色迷迷地要莎乐美挨着

他坐，陪他喝喝酒，吃果子。水牢里不时传出约翰的谩骂声，但希律王全

然不顾，一股劲儿地缠着莎乐美，要她跳舞，并且答应赏给她任何她想要

的东西。这下，莎 乐 美 满 意 了。女 仆 为 她 拿 来 了 香 水 和 七 层 披 纱 的 舞

衣，她更衣换鞋，走上了平台，跳起了《七层披纱之舞》。

在打击乐器狂野节奏的伴奏下，莎乐美婆娑起舞。她边舞边揭去一

层层的披纱，然后几乎全身赤裸地扑倒在希律王的座下。希律王心花怒

放，允许将半壁江山酬谢莎乐美，可是公主什么都不要，只要把约翰的头

颅放在一个银托盘上给她。希律王因对先知有一种迷信的恐惧，听到这

个要求毛骨悚然，大为震惊，恳求莎乐美回心转意。但是，莎乐美坚定不

移。最后，希律王无可奈何，只能打铃叫侍者执行。黑黝黝的刽子手，手

持大斧走下水牢，舞台上顿时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寂静。刽子手终于走出

了水牢，手里托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莎乐美紧紧

抓住盘子，希律王见状恐惧万分，将脸藏到外衣里去。希罗狄雅丝则笑

开了，并且使劲扇起扇子来。基督教徒们开始跪下祈祷。这时莎乐美对

着头颅说：“啊！约翰，你不让我吻你的嘴唇。好！现在 我 将 要 吻 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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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用牙齿咬它，犹如一个人咬一个熟透的苹果一样。……约翰，你 对

我无能为力……你曾拒绝我。你曾对我诅咒……好，我 仍 活 着，但 你 已

死去，而你的头是属于我的了。”

希律王恐惧地望着妻子，喃喃地说：“来，希罗狄雅丝，让我们到宫殿

中躲藏起来吧！我害怕。”他下令将火炬统统熄掉。霎时间，舞台上漆黑

一片。

这时只听得莎乐美以微弱而得意的口吻说：“啊！我终于吻了 你 的

嘴唇，约翰。……你的嘴唇上有一丝苦味，这是鲜血的味儿吗？……不，

不，这可能是爱情的滋味。……人们说爱情有一点苦味。但这又有何关

系呢？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的嘴唇。”

月亮从云堆后探头窥望，正好映照着莎乐美在热烈地拥抱那可怕的

人头。希律王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过身来，怒视莎乐美，狂喊道：“杀掉这

个女人！”士兵们一拥而上，用盾牌将莎乐美压死在地上。

（二）

《七层披纱之舞》被称为“历史上有名的舞蹈”。但在剧本的原著中，

只有这样一句舞台的提示：“莎乐美跳起了七层披纱之舞。”可是，在歌剧

里，这舞蹈成了一个核心。莎乐美跳起这一色情而肉感的东方舞蹈并不

是为了挑动起这位昏君的热情，而是利用这个舞蹈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那时，她沉溺于迷恋约翰的美梦之中。而就是这个内心的幻影，支配了

她整个舞蹈 的 动 作。她 以 一 种 叙 述 性 的 哑 剧 舞 姿，表 达 了 她 内 心 的 一

切。可是，不少演员过分渲染，使表演显得下流而淫荡。施特劳斯 对 此

万分恼火。他写道：“莎乐美是一位贞洁的处女和一位东方的公主，必须

以最纯朴及最有分寸的姿态来加以表演。”他在总谱上，注明了他所需要

的一切注解，因此，不需要再作任何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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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个舞曲是以一种火热粗野、节奏强烈的音乐开始的。在这段音乐

上，作曲家标明“十分快速有力（音乐师们开始跳起了一个狂野的舞蹈，

莎乐美依然呆若木鸡）”。

音乐的步伐迟缓了下来。“现在莎乐美高高站起，并向乐师们 做 了

一个手势，粗野的节奏立即消失。音乐变得轻柔而摇晃。”这时，莎 乐 美

开始扭动，婆娑起舞，半掩半露的披纱在她身边轻轻飘荡，犹如笼上了一

层轻柔的玫瑰色的薄雾。“莎乐美跳起了《七层披纱之舞》。”乐队中提琴

及长笛奏出了简短的莎乐美的主导动机（Ｂ后１４小节）：

紧接着，英国管奏出了一支迷人的东方旋律，既温暖而又略带一点

黯淡的色彩（Ｃ前３小节）：

舞蹈随着节奏及浓度的变换而不断地变化，有时舞步轻盈而 流 动，

有时则急促而旋转。然而，弦乐、圆号、单簧管、上低音双簧管及英国管

奏出了一支端庄、华贵、带有浓郁东方风味的第二主题（Ｐ后７小节）：

经过不断地向前发展，音乐逐渐升向高处，显得无比辉煌、华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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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弦乐和长笛上出现了挺秀的莎乐美的主题（Ｔ）：

音乐开朗、明亮，充满了一种喜悦之情。但是，不久音乐又回复到了

消沉、倦怠的第一主题（Ｖ）。总谱的提示是这样写的：“莎乐美转瞬间变

得萎靡不振。”可是，不多久“她精神振作起来，重新显得轻松起来”（Ｙ）。

这时的音乐轻盈、敏捷，充满了一种机灵、潇洒的感觉。接着，音乐渐趋

狂热，铜管的声音大作，霎时间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突然，音乐戛然而

止。在一小节的全乐队大休止后，音乐更为狂热，并且出现了强烈的颤

音。这时舞台上出现了莎 乐 美 的 大 跳 及 旋 转。但 立 刻 音 乐 变 成 了 一 种

可怖的高音上的颤音（Ｋ 后４小节）。“莎乐美以一种梦幻般的姿势在

囚禁着约翰的水牢前迟疑了一会儿……”紧接着，一股旋风般的音乐席

卷而过（Ｉ）。最后结束在三个响亮的和弦之上。这时，莎乐美脱去了最

后一件披纱，“向前冲去，扑倒在希律王的脚下”。

原载《名作欣赏》讲义第１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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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祖诺夫

的《第五交响曲》

　　这部交响曲贯串着一种刚勇、坚定和乐观的情

调，充满着欢乐的感情和鲜明的民族色彩。

———基柯洛夫

葛拉祖诺夫（Ｇｌａｚｕｎｏ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ｏｎｓｔａｎｏｖｉｃｈ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出生

于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位出版商，母亲是位钢琴家，从小就有极高的音乐

天赋，有一双极灵敏的耳朵和特强的记忆力。９岁学琴，１１岁就开始作

曲。他最早的老师是艾伦柯夫斯基 （Ｎ．Ｅｌｅｎｋｏｖｓｋｙ）。１８７９年，他碰到

强力集团的巴拉基列夫，推荐他去向里姆斯基·柯萨柯夫学习作曲。学

习持续了两年，据里姆斯基·柯萨柯夫说，他的进步“不是以天计算的，

而是以小时计算的”。此后他们终生保持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１８８２年，葛拉祖诺夫的《第一交响曲》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

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著名的俄罗斯艺术保护人、音乐出版商贝利亚耶

夫 （Ｍ．Ｐ．Ｂｅｌａｉｅｖ１８３６—１９０４）对他倍加关爱。１８８４年带他去西欧旅游，

在魏玛结 识 了 李 斯 特，他 的《第 一 交 响 曲》也 获 得 了 演 出 的 机 会。１８８５
年，贝利亚耶夫在他圣彼得堡的家中，组织了每星期五的“俄罗斯交响音

乐会”，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贝利亚耶夫集团”，取代了当时已趋衰落的

“强力集团”。葛拉祖诺夫当然是成员之一，就连里姆斯基·柯萨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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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罗丁、里亚多夫（Ｌｉａｄｏｖ）、斯克利亚宾 （Ｓｃｒｉａｂｉｎ）、布卢曼菲尔德 （Ｂｌｕ

ｍｅｎｆｅｌｄ）等都参与在内。据里姆斯基·柯萨柯夫所说：“强力集团是革命

性的，而贝利亚耶夫集团则是进步型的，两者略有不同。”１８９９年，葛拉祖

诺夫被聘为圣 彼 得 堡 音 乐 院 教 授。１９０５年 被 任 命 为 音 乐 院 院 长，直 至

１９３０年卸职，共工 作 了３０年 左 右。这 一 时 期，他 的 创 作 达 到 了 一 个 高

峰，特别是《小提琴协奏曲》及《第八交响曲》，真可谓是力作。同时，他也

获得了不少国际荣誉，如牛津、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等。１９２８年，由

于不愿参与世事纷争，他离开祖国去巴黎。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间，他走遍了

葡萄牙、西 班 牙、法 国、英 国、捷 克、波 兰、荷 兰 及 美 国 指 挥 音 乐 会。于

１９３６年逝世于巴黎。

讲到他的《第 五 交 响 曲》，苏 联 当 代 著 名 的 音 乐 理 论 家 阿 萨 菲 耶 夫

（ＢｏｒｉｓＡｓａｆｉｅｖ１８８４—１９４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葛拉祖诺夫的《第

五交响曲》中可以听到你所熟悉的亲爱的俄国的一切，令人神往……就

像在路途前面呈现一幅美丽的景象。”这句话正好概括地说明了葛拉祖

诺夫这一交响曲的特色。的确，葛拉祖诺夫的《第五交响曲》有着深刻而

丰富的内容和明朗而突出的音乐形象，它能够充分地展示俄罗斯大自然

的壮丽景色。

第一乐章，庄严肃穆的中板—快板，降 Ｂ大调，４／４。乐曲以宽大、

雄伟的引子开始，它好像昭示着春的来临，而且也描绘了俄罗斯大自然

的庄严景象。

接着出现了第一主题，３／４，它好像是积雪从高山顶上开始融化，无

数细流潺潺地沿着山坡而下，渐渐汇合成许多小溪直向那大海奔泻。河

水眼看翻腾起来，似乎要溢出河床。宽阔的河流汹涌地挤过了山谷，冲

向那广阔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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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柔美而富有田园风味的第二主题：

它使人感觉到初春平原上的欣欣向荣。跟着，两个 主 题 互 相 交 错，

重重叠叠地发展开来。祖国河山的秀丽、峻严的景色，一幅幅地展现在

人们的眼前，使 人 不 由 自 主 地 燃 烧 起 热 爱 祖 国 的 感 情。这 感 情 渐 趋 高

涨，几乎达到了无法遏止的地步。这段音乐实在可算是交响音乐中高度

抒情的杰作。

第二乐章，中板，ｇ小调，２／４。这是一首与前一乐章形成对比的诙

谐曲。音乐轻盈、灵活，好像是湖面上闪闪发光的水波，更像是从隆冬中

苏醒过来的小动物，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跳跃、嬉戏，带来了一种新生的

气息。

第三乐章，行板，降Ｅ大调，６／８。这是一段沉思的、内心的、高度抒

情的音乐。这里充满了对 乡 土 无 限 怀 念 的 心 情。它 有 时 带 着 回 忆 般 的

甜蜜，有时有着会心的微笑，有时又显得无限感慨，有时则又如春潮般的

涌动。

第四乐章，终曲，庄严肃穆的快板，降Ｂ大调，２／２。这一乐章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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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兴奋、狂热的狂欢节的气氛。这里有着热忱、生动活泼、无羁无绊的

欢乐的音乐形象：俄罗斯的民间舞蹈、农民的集体轮舞、小丑的表演以及

群众爽朗的笑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这些形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掀

起了无比欢乐的高潮，形成了人间盛典的景象。

总之，人们听了这部作品以后，不仅会被它高度的技巧、多彩的风格

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会为它健康、乐观的精神所感染。应该说，葛拉祖诺

夫的《第五交响曲》不仅是他交响音乐创作中的一个极品，也是俄罗斯交

响音乐中的扛鼎之作。

此文原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３日星期音乐会播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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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近代英国风格的典范之作
———沃恩·威廉斯的　　　　　

　　　　《托马斯·塔里斯主题幻想曲》

　　作曲家必须热爱他祖国的曲调，而它们必须成

为他自身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沃恩·威廉斯

历史的沉浮有时真是令人无法捉摸……

中世纪后期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音乐在世界乐坛上煊赫一时。当

时它拥有一批杰出的复调音乐的大师伯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ｙｒｄ１５４３—１６２３）、

塔 里 斯 （ＴｈｏｍａｓＴａｌｌｉｓ１５０５—１５８５）、莫 利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ｌｅｙ１５５７—

１６０２）、威尔克斯（ＴｈｏｍａｓＷｅｅｌｋｅｓ１５７６—１６２３）以及享有国际声誉的珀

池赛尔（ＨｅｎｒｙＰｕｒｃｅｌｌ１６５９—１６９５）等，他们的作品在乐坛上光芒四射，

大放异彩。但当最后一位大师珀池赛尔逝世以后，英国的音乐突然出现

了一个巨大的真空。此后 整 整 两 百 年 的 时 间 里，英 国 乐 坛 成 为 一 批 杰

出的外国作曲家展现才华的舞台：１８世 纪 有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曲 家 亨 德 尔

与巴赫的儿 子 约 翰 ·克 里 斯 汀· 巴 赫（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ａｃｈ１７３５—

１７８４）；１９世纪则有德 国 的 门 德 尔 松、勃 拉 姆 斯 等 和 意 大 利 的 贝 利 尼、

威尔第等。

待到１９世纪后半叶，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文艺思潮席卷了整个欧

洲。各国的音乐家都想使 自 己 的 民 族 音 乐 在 世 界 乐 坛 上 展 现 风 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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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匈牙利、波兰、捷克、挪威、芬兰、西班牙等国的音乐家披荆斩棘，相

继走出了自己民族音乐的道路。这种思潮同样也冲击着英国的作曲家，

他们震惊，同时热切地渴望重建中世纪英国音乐的伟大传统，以摆脱两

百年屈服于德国与意大利的可悲历史。不少音乐家为此作出了贡献，但

真正首先创作出国际公认的“英国风格”的作曲家，应该要推拉尔夫·沃

恩·威廉斯（ＲａｌｐｈＶａｕｇｈ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８７２—１９５８）。

沃恩·威廉斯出生于格罗斯特郡的下安普内，是一位牧师的儿子，

曾先后在伦敦的卡特豪斯和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以及皇家音乐院学习，

他的民族主义的美学思想就是在皇家音乐院学习时孕育的。他师从英

国音乐复兴运动的杰出领袖、皇家音乐院院长帕里以及斯坦福教授学习

作曲，思想上 受 到 他 们 很 大 的 影 响，开 始 认 识 到 复 兴 英 国 音 乐 的 意 义。

１８９６年，他开始深入到诺福克地区采风，同时还参加了农村的节目及音

乐比赛。实践 给 他 的 思 想 带 来 了 更 大 的 启 示 及 影 响，他 下 决 心 加 入 了

“英国民歌协会”，专心从事民歌的研究。对民歌的研究真正转换了他的

音乐美学思想，为他开辟了一个音乐的新天地。他说：“两年中，我与世

上某些美好的曲调（也有某些最坏的）朝夕相处。这是一种胜于大量奏

鸣曲及赋格曲的更好的音乐教育。”由此，他更进一层地领悟到：“音乐艺

术超乎其他一切艺术，是一个国家灵魂的体现。作曲家必须热爱他祖国

的曲调，而它们必须成为他自身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经过几年的探

索，１９０５年，他终于开始以搜集的诺福克民歌为基础，创作了他的“英国

风格”的处女作：《三首诺福克狂想曲》（３ＮｏｒｆｏｌｋＲｈａｐｓｏｄｙ）。此后，他

的一系列作品———甚至包括室内乐———也都使用民歌素材，如：《温洛克

的边缘》（ＯｎＷｅｎｌｏｃｋＥｄｇｅ）、《Ｇ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首神秘之歌》（５

Ｍｙ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ｎｇｓ）、《云 雀 翱 翔》（ＴｈｅＬａｒｋ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黄 蜂》（Ｔｈｅ

Ｗａｓｐｓ）序曲以及叙事歌剧《牲口贩子休先生》（ＨｕｇｈｔｈｅＤｒｏｖｅｒ）等。这

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英国的风格。

除了民歌以外，他还在创作中吸收了代表英国传统音乐的都铎王朝

时代的复调 音 乐。他 之 所 以 关 注 这 类 音 乐，首 先 是 由 于 老 师 帕 里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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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写合唱音乐，合唱音乐才与英国人和民族主义者相称。”威廉斯在此

确实受到启示，并 为 此 下 过 功 夫。但 更 重 要 的 是，他 于１９０４年 参 加 了

《英国赞美歌集》的编辑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他大量地接触和研究了１６
世纪英国的复调声乐作品，这里包括帕里、塔里斯、塔沃纳的弥撒曲、经

文歌；莫利、威尔克斯的牧歌以及塔里斯的格律诗篇等，并吸收了文艺复

兴时期英国复调音乐的许多因素，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大批篇幅宏大的

合唱作品及乐队作品，如《祝福》（Ｂｅｎｅｄｉｃｉｔｅ）、《圣母颂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

《都铎王朝的五个人物画像》（ＦｉｖｅＴｕｄｏｒ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Ｇ小调无伴奏弥撒

曲》等，显示了强烈的英国风格特征，为“英国风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中特别是为弦 乐 四 重 奏 及 双 弦 乐 队 写 的《托 马 斯·塔 里 斯 主 题 幻 想

曲》（ＦａｎｔａｓｉａｏｎａＴｈｅｍｅ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Ｔａｌｌｉｓ），一直被人认为是他“英国

风格”的 一 个 典 范 之 作。著 名 的 音 乐 作 家 彼 得·斯·汉 森 认 为：“随 着

《托马斯·塔里斯主题幻想曲》的出现，英国摆脱了两个世纪以来德国音

乐的统治……他发展了一种不仅具有民族的和个人的，而且具有国际意

义的音乐风格。”

塔里斯（ＴｈｏｍａｓＴａｌｌｉｓ１５０５—１５８５）是１６世纪英国复调音乐的作曲

家，是亨利八世、爱德华二世、玛丽女皇及伊丽莎白女皇统治时期的皇家

圣堂的堂士，日后与伯特同为皇家圣堂的管风琴师。他谱写了大量的宗

教及世俗音乐，他的四十声部的经文歌、七声部的卡农、弥撒曲《天瑕圣

母歌》（Ｍａｓｓ“Ｐｕｅｒｎａｔｕｓｅｓｔｎｏｂｉｓ”）以及《圣歌集》中的经文歌等所体现

的精湛技巧及高度艺术性，使他成为１６世纪中叶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１５６７年，塔里斯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的《格律诗篇》献上了九个曲

调，每个曲调以一个调式写成。沃恩·威廉斯在编纂塔里斯的《赞美诗

集》时，对其中的弗里几亚调式的第三曲产生了兴趣，因此采用了这个曲

调作为主题，并按照塔里斯时期流行的英国“幻想曲”的形式———专为一

组提琴类乐器谱写的———创作了这部举世闻名的杰作。因 为 这 部 作 品

是为格罗切斯特教堂举办当年的“三大合唱团音乐节”而谱写的，当合唱

团在教堂那共鸣巨大的大厅里演出时，为了适应这一音响环境，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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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弦乐编制。

整个弦乐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弦乐四重奏，由各弦乐组的

首席组成；第二层次是弦乐队的主体，称为第一弦乐队；第三层次是由各

弦乐声部的第三谱台的两位演奏员，再加上一个低音提琴共九人组成。

三个层次的乐器按照１６世纪宗教合唱中的“交替圣歌”的风格写成，所

谓交替圣歌 就 是 采 用 应 答 方 式 进 行 演 唱 的 圣 歌。在 文 艺 复 兴 时 期，两

个、三个乃至四个合唱团可以在教堂广场上各自摆开，然后互相轮换、互

相呼应，或在不同音色组合下轮流演唱。

整个乐曲一气呵成，由一个简短的全奏广板引子开始。在高音弦乐

的持续八度 Ｄ音下，中、低音弦乐在低音区上奏出了一个动机（ａ），接着，

这一动机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副歌型的乐句（ｂ），而这个乐句以后一直连

续以不同的和声变化在这首乐曲中再现。

完整的主题是在乐句（ｂ）呈现两次以后，由弦乐器展现出来：

接着，整个乐队以更丰满的织体重奏一次，使主题的内涵得以更好地

揭示出来。之后，两个乐队各以（ａ）的动机及（ｂ）的副歌轮流穿插，作应答

式的轮奏。这时和声不断变换，并且其中还插入了引子的曲调。这样，音

乐就显得更为厚实与丰富了。可是，不久音乐即逐渐淡出，在低音弦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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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步下沉声中，独奏中提琴如歌般地奏出一个由塔里斯主题第二段中衍

生出来的旋律，音乐十分典雅、动听：

接着，独奏小提琴跟着演奏一次，然后转变为一段简短的四重奏复

调音乐。再往下，一段副歌先在第一弦乐队上奏出，接着，再由两个乐队

同时演奏。紧接着是一个展开性的段落，旋律的各种片段以不同的方式

逐渐积聚起来形成一个高潮。高潮的音乐主要还是以塔里斯主题的第

二段的素材构成的。高潮后，插入了一个引申出来的段落，由近似（ａ）的

动机组成。这时独奏小提琴演奏主题，独奏中提琴则在下面演奏一个装

饰性的对位，而整个乐队则以颤弓作着伴奏；

最后，乐曲在独奏小提琴向上飘扬的袅袅余音中渐渐结束。

这部作品虽然始终散发出一种古色古香以及永恒的庄严肃穆的气

息，但是英国评论家埃立克·布洛姆（ＥｒｉｃＢｌｏｍ Ｗａｌｔｅｒ１８８８—１９５９）认

为“它必须作为一部现代作品来加以欣赏”。理由可能是十分简单的，正

像英国音乐评论家福勒·梅依特兰所说，“作品是神奇的，因为它将人们

引导至一个音乐思维及感情的未知领域之中”。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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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的

交响诗《死亡岛》

　　无限的悲怆———没有一线希望，无可挽回的命

运的劫数……

———萨班涅耶夫

１９０７年 ５ 月，拉 赫 玛 尼 诺 夫 （Ｓｅｒｇｅｙ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Ｒａｃｈｍａｎｉｎｏｖ

１８７３—１９４３）为了参加俄罗斯音乐演奏会来 到 了 巴 黎。在 那 里，他 见 到

了瑞士浪漫主义画家阿诺德·博克林（ＡｒｎｏｌｄＢｏｃｋｌｉｎ１８２７—１９０１）极享

盛名的一幅 油 画《死 亡 曲》（ＤｉｅＴｏｔｅｎｉｎｓｅｌ）的 黑 白 复 制 品，深 受 感 动。

这幅画是画家于１８８０年创作的。关于这幅画的创作意图，博克林 曾 在

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作了如下的叙述：“它要创造出这样一种鸦雀无声的

宁静效果，以致任何人听到一下敲门声就毛骨悚然。”但当拉赫玛尼诺夫

在德累斯顿（Ｄｒｅｓｄｅｎ）和瑞士再次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时，这 最 初 的 深

刻印象再也找不到了。

１９０９年１月，拉赫玛尼诺夫根据自己最初的印象，在德累斯顿开始

进行创作。关于这曲的创作经过，他自述如下：

　　我作曲的进度并不太快。我长时间地漫步在乡村之中，端详着

那青翠碧绿的树叶在暴风雨后闪闪发光，细细地聆听着那树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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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响声。夕 阳 西 下，地 平 线 上 呈 现 一 片 朦 胧 不 清 的 红 色。突 然

间，一串音乐涌上心来，《死亡岛》就这样创作出来了。四五月间，写

完了绝大部分。搁笔之后，这曲究竟是如何开始的，似 乎 已 经 讲 不

清了。但那已是我心中涌现的、令我喜爱的和被我记录下来的东西

了。

经过三个月的创作，交响诗终于在４月１７日完成。这 部 作 品 的 主

题是 拉 赫 玛 尼 诺 夫 在 德 累 斯 顿 结 识 的 一 个 朋 友 尼 古 拉 · 斯 特 罗 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ｖｏｎＳｔｒｕｖｅ）推荐给他的。所以，拉赫玛尼诺夫就将这部 作 品

呈献给他。

１９０９年４月他全家迁回莫斯科居住，碰巧遇上一件事情，伟大的指

挥家尼基许（Ｎｉｋｉｓｃｈ）正准备指挥莫斯科交响音乐会的演出，但最后却无

法前往了。莫斯科交响音乐会就求援于拉赫玛尼诺夫，他同意在音乐会

中指挥演出两场音乐会。拉赫玛尼诺夫就在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８日（俄罗斯

新历５月１日）亲自指挥莫斯科爱乐协会乐队首次演出了交响诗《死亡

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皇家音乐协会的副主

席。渥托·陶布曼（ＯｔｔｏＴａｕｂｍａｎｎ）还曾将此曲改编成钢琴曲。

（一）

博克林的这 幅 油 画《死 亡 岛》在 当 时 极 负 盛 名，经 常 能 在 画 册 中 见

到，这幅画是这样的：

　　在阴霾密布的宁静海面上，浮现着一座异样的小岛。岛上古柏

参天，郁郁葱葱，四周则是悬崖峭壁。壁上有几个洞穴依稀可见，也

许这是古人在此置放棺木的。岛前有一个岩石堆砌的神秘入口，一

叶扁舟正缓缓地向小岛驶来，船头上横放着一具白布覆盖的 棺 木。

一位身裹素衣的人，面对棺木，俯首祈祷。船尾有一 位 摩 尔 族 的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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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划着桨板，将小舟轻轻摇向入口处。四周的一切 是 如 此 的 阴 森、

静谧、凄惨……

有人认为画中的景色是虚构的，作者将它如此真实地描绘出来，这

仅是一种幻想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已。其实，这并不是凭空的幻想，很明

显地，这是位于那不勒斯海湾北部的阴森的蓬察岛（ＰｏｎｚａＩｓｌａｎｄ）的一个

写照。

（二）

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诗《死亡岛》虽自博克林的绘画中取得灵感，但

在艺术的绚丽和感情的深沉上要略胜一筹。在中间段落他表现了亡灵

对生命的热切的渴望。他曾在给他作品最优秀的 解 释 者 之 一———著 名

指挥家斯托考夫斯基（Ｓｔｏｋｏｗｓｋｉ）的一封信里谈到了这点：“它必须与这

作品的所有其他部分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稍快些、更 加 有 力、更 加

深情———好像这个片段是不属于这幅‘图画’的那样。实质上，它是画的

一种‘补充’———由 于 这 个 事 实，对 此 就 成 为 更 加 需 要 的 了。前 者 是 死

亡，后者是生命。”

《死亡岛》里最重要的就是一首古老的葬礼歌曲《愤怒的日子》（Ｄｉｅｓ

Ｉｒａｅ）：

拉赫玛尼诺 夫 曾 将 它 用 在 其 他 作 品 中，作 为 一 个“固 定 乐 思”（ｉｄéｅ

ｆｉｘｅ）。但是，在这首曲子中，拉赫玛尼诺夫从不全部引用，仅仅从中取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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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片断，作为这首乐曲的主要动机的素材。当然，这曲子对这首涉及死亡

的乐曲是十分合适的。

（三）

交响诗《死亡岛》是拉赫玛尼诺夫早期作品中的一篇杰作，也是作曲

家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乐曲是从缓板，ａ小调，５／８ 拍子开始的，低音弦乐器先泛出了一个

个低沉的主音ａ，犹如那死寂的海面上微微的波涛。四小节后，进入了一

个八分音符琶音式的音型：

这音型一上一下，一紧一缓，完全与船夫划桨的节奏及依呀声相近

似，这里似乎是描绘着一叶扁舟缓缓地向死亡岛驶去。这个动机贯穿全

曲，有时作为乐曲的主要部分出现，有时则作为乐曲的背景，有时是２＋

３／８，有时则变为３＋２／８，它就像画面所显示的那样，这叶小舟似乎一直

在划动之中。

随了这划桨声响不断地延续，悲哀的感情逐渐发展成了恸哭，就在

这情绪逐渐高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个抒情的旋律：

先在圆号上，后在其他乐器上浮现出来，而这个主题是全曲的主要

主题，它贯穿全曲，起着一个统一全曲的作用。在这段音乐里，木管上还

出现了一些快速的上行半音阶的音型，这似乎是激浪拍岸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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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划船的一段音乐再现以后，在小提琴的高音区上，飘浮着一支宁

静的抒情曲调：

它犹如送葬者的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然后，这曲调出现在低音单

簧管及双簧管上，但这次转到了ｂＢ大调上。接着，又出现在第一、二提

琴上，而调性又转为ｂＡ 大调。这时音乐的速度从“渐渐稍活泼”ＵｎＰｏ

ｃｏＰｉｕｖｉｖｏ而逐渐加快，这时大提琴上出现了一个恸哭性的曲调：

待到（１０）“渐稍快”ＵｎＰｏｃｏＰｉｕｍｏｓｓｏ，音乐逐渐高涨，划船的音型

也加上了附点，似乎更加有力地向前划动，织体更为繁复，音量也逐渐加

大，它给人以一种逐渐逼近小岛之感。当音乐达到高潮的时候，竖琴上

的一阵快速的上下滑奏使音量逐渐减弱下来，进入３／４拍子。这时，加

弱音器的第一提琴奏出一个半音下行的切分音动机渐弱地

顺序而下，导出了铜管上强烈的众赞歌曲调。它似乎暗示着小舟已经到

达了小岛。接着，音乐转入了ｂＥ大调。高音、中音木管乐器及第一、二

提琴奏出了一个三连音音型的抒情旋律：

这个旋律充满了一种忐忑不安、渴望、祈求的心情，但却明朗、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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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种生的气息。逐渐地，音乐发展成一个高昂而激动的动机：

这些动机前 仆 后 继 地 向 前 推 去，形 成 了 一 个 激 动 异 常 的 高 潮。接

着，音乐低沉下 来，英 国 管、双 簧 管、圆 号、大 提 琴 以 及 第 一 提 琴 在 单 簧

管、大管、中提琴和低音提琴的三连切分音的伴奏音型上，以浑厚而深沉

的音色轮奏着类似主要主题的短句。经过不断地摸进及转调，音乐逐渐

高涨起来，最终达到了全曲的最高潮。在铜管的几个响亮而刚强的和弦

以后，音乐进入了广板。在第二提琴的四分音符震音的背景上，圆号轻

轻地奏出了《愤怒的日子》曲调开始的四个音符。不过这是以缓慢的二

分音符及切分奏出的。接着，独奏小提琴的连接部导出了双簧管的３／４
那段忧郁的旋律，经过了一段铜管的众赞歌似的音乐，乐曲又回到了５／８
的那段划船音乐，不过这次在划船的音型上，出现了第一小提琴上的怀

念的乐句，最后音乐渐渐消沉下去，又恢复到最初的那种死寂与宁静。

原载《名作欣赏》讲义第１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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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

与他的《行星组曲》

　　　 天空的运动只不过是一首连续的几个声部

的歌曲。

———开普勒

２０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时期，人类借助科技的飞速

进步为自身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空间，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应该说就

是人类进入了太空，对宇宙进行探索，实现人类征服太空的美梦。人类

智慧的发展通常大都是以同步的形态展开的，科技的进步也同样强烈地

影响着整个文艺的发展：敏感的艺术家就在科技开拓的领域中捕捉自己

的创作灵感及题材，而在作曲家中第一位对太空产生兴趣，又以此作为

题材 而 进 行 创 作 的 大 约 就 要 算 是 英 国 作 曲 家 古 斯 塔 夫 · 霍 尔 斯 特

（ＧｕｓｔａｖＨｏｌｓｔ１８７４—１９３４）了。

霍尔斯特是一位体弱多病、神经衰弱、喜欢冥思的 人，因 此，他 对 唯

心主义的哲学产生兴趣，对一些玄妙而难以理解的事物具有强烈的探索

意识。他不仅对占星学着迷，而且对难以理解的古印度宗教语言“梵文”

进行了刻苦钻研，并从１９０６年开始进入了“梵文”创作时期。他以许多

有关印度古典文学的题材进行创作，写下了一批极有价值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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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１９１１年。１９１３年当他准备去西班牙度假之前遇到一位名叫克利福

德·巴克斯（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Ｂａｘ）的人，从他那里学得了一些占星学知识并为周

围的朋友占星算命，十分灵验，以致不能自拔，他自己称之为“可爱的恶

习”。占星学的启示促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创作意念，这就造成

了这部组曲的诞生。

其实，关于天体运动与音乐的关系，历代的学者都 有 所 论 述。中 国

古代《吕氏春秋》中就说：“音乐之所由来远矣，始于度量，本于太一”。古

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公元前５８０—前５００）：“弦之发声中

有几何原理，宇宙空间中包含着音乐”。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的

想法则更奇妙，他认为每颗行星都有一位长发美女在低吟着一支与她特

殊有关的行星旋律。最不可思议的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ｅｐｌｅ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竟然也认为：“太空的运动只不过是一首连续的几个

声部的歌曲，它为智力思维所理解，但不为听觉所感觉。这音乐，好像通

过抑扬顿挫，根据一定的、预先设计的、六个声部的韵律进行，借以在不

可估量的时间川流中定出界标。”但是，说来真是奇妙，亨德米特的学生、

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副教授鲁夫和耶鲁大学地质学教授、钢琴家罗杰斯利

用普林斯顿大学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子合成器，把开普勒的天文数据译成

具体声音，竟然获得成功，并且录制了一套“行星音乐”的唱片。这里，金

星的音乐像短笛，又尖又脆；水星的音乐在四个半音的范围内哼着；地球

的音乐低沉哀 伤，听 了 使 人 鼻 酸；火 星 的 音 乐 快 速 而 开 朗；木 星 像 男 低

音，深沉而缓慢；土星像闷雷；天王星的声音滴答滴答；海王星咔哒作响；

冥王星的声音好似鼓声咚咚。

但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ｓＳｕｉｔｅＯｐ．３２）都不是按

照天体运行的原理来进行创作的。１９２０年，这曲首演时，他与记者谈了

一席话，从中就能看出他创作的意图。

这些曲子的创作是从行星在占星学的意义上得到启示的。它 们 虽

不是标题音乐，也没有因为名字相同而与古代神话中的神仙发生任何联

系，假如这篇音乐一定需要什么说明的话，那么，每首曲子的小标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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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广义的意义看，就很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部作品是从１９１４年春天开始创作《火星》开始的，到１９１７年才全

部完 成，整 整 花 了 三 年 时 间。１９１４年 秋 天，完 成 了《金 星》和《木 星》。

１９１５年，完成《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作为第三乐章的《水星》却最

后到１９１６年才完成。整个组曲的配器完 成 于１９１７年。作 品 大 都 是 在

圣·保罗女子学校的隔音的音乐室内写成，而其余部分则是在埃塞克斯

靠近泰克斯台德的乡村小屋内完成的（冥王星在１９３０年才发现，因此未

列入组曲之中）。组曲曾在１９１８年及１９１９年作过三次公开性质与不完

整的演奏。正式的首演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５ 日由艾伯特·科茨（ＡＩｂｅｒｔ

Ｃｏａｔｅｓ）指挥，在伦敦皇后大厅演出，演出后舆论反映不同，有人认为“浮

华、喧闹、缺乏魅力”。但在１９２０年的首演后舆论评论说：“霍尔斯 特 是

我们时代最机智和最有独创性的人物之一，他开始在大部分其他人不感

兴趣的 一 个 音 乐 问 题 上 开 始 工 作。”英 国 著 名 作 曲 家 沃 安 · 威 廉 士

（ＲａｌｐｈＶａｕｇ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认 为 这 部 作 品 将 使 作 者 名 扬 天 下，成 为“一

位现代作曲家”而永垂史册。

整个《行星组曲》共有七个乐章，虽说是组曲，伊文思在《音乐新闻》

上却认为“……事实上……它是超出了一部组曲的范围而成为一部交响

诗”。这个意见确实有一定道理。

第一乐章，《火 星———战 争 使 者》，快 板，Ｃ 大 调，５／４。音 乐 一 开 始，

由弓杆击弦的弦乐，竖琴以及木槌敲打的定音鼓奏出了５／４节拍的一阵

阴森、冷酷的战鼓声。它显示出战争的冷酷无情与凶狠残暴的愚昧。接

着，大管和圆号奏出了一种具有挑衅性的音调，将音乐逐渐推向第一个

高潮。紧接着，长号与大号合奏出一支悲恸而半音进行的附点音型的第

三主题，这是战神发出的怒吼。经过一段发展，次中音大号奏出了一个

战斗号召，战斗的狂热气氛不断增长，冲向了第二高潮。这样就结束了

全部三个主题的呈示，此后，三个主题又相继陆续出现，但这次给人以一

种心惊胆战、悲惨凄凉之感。最后音乐终于激起了最终的高潮，几个不

协和弦发出了骇人的胜利叫嚣，似乎是战神吞噬了整个世界，接着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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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促而强烈的音乐急冲而去，结束了全曲。

第二乐章，《金星———和平使者》，缓板，降 Ｅ大调，４／４。新的 一 章，

换了人间，柔 和 的 圆 号 独 奏 将 人 带 进 了 一 个 和 平 的 世 界，一 切 宁 静、平

和，没有一丝 干 扰。接 着 大 管 和 圆 号 奏 出 了 水 波 荡 漾 似 的 切 分 音 型 和

弦，独奏小提琴在上面吟唱着一支爱情之歌，歌声随着水波在空中回荡。

最后，这个乐章在长笛、钢片琴、竖琴和弦乐组的冷漠如银铃似的音色中

渐渐 隐 去，整 个 音 乐 给 人 以 和 平 之 感，霍 尔 斯 特 所 以 将 一 乐 章 置 于《火

星》之后，主要是为了淡化前一章强烈的战斗气氛。

第三乐章，《水 星———飞 行 使 者》，急 板，６／８。水 星 是 理 智 与 智 慧 的

象征，它是偷窃犯的庇护者及守护神，因此，这个乐章就具有一种机智、

敏捷、谐谑的性格，一开始，两个远关系调的和弦一拍一个地快速交替出

现。这样就产生一种闪烁发光的效果，另外再加上音乐上快速地作上下

四五个八度的大起大落，这样，造成一种机灵、精巧、敏捷的感觉。接着，

经过一个短小的插段进入了 Ｂ段，这是独奏小提琴奏出的二、三拍交替

出现的抒情小曲：这段小曲在各种乐器上轮番演奏后，又回到了 Ａ 段，最

后，进入了结尾，前面所有的主题在此都若隐若现地显示一下即匆匆结

束，这个乐章最为短小，这可能因为水星是最小的行星。

第四乐章，《木星———欢乐使者》，欢乐的快板，Ｃ大调，４／４。木星是

众神之王，最大的行星，可能因此而在这组曲中成为最长的一个乐章，依

照霍尔斯特的意见，朱比特是“……享乐生命的那些肥头大耳，欢天喜地

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乐曲一开始即出现了一个欢闹的主题，此后又出

现了一个铜管上的三拍子舞蹈性音乐，逐渐达到一个高潮，这时，却出现

了一个缓慢而庄重的主题：这一主题听起来并不十分欢快，因为霍尔斯

特的欢乐意义 包 括 了“一 种 糅 合 了 宗 教 与 民 族 节 日 的 更 为 仪 式 性 的 欢

乐”。这支宏伟、庄重的旋律完全具有这样的气氛，它似乎扎根于一种更

为深沉和更为持久的愉快之中，接着前面出现过的全部主题又在不同的

乐器上再现一次，最后在一种无比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这一乐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作为前四曲的一首终曲，也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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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四曲的一个开始乐章。

第五乐章，《土星———老年使者》，缓板，Ｃ大调，４／４。这是霍尔斯特

心爱的一个乐章，不像其他六个乐章，它是用一种戏剧性的交响诗形式

写成的，并且具有叙事的内容。音乐在一串空漠、阴沉的切分和弦上开

始，此后，低音提琴奏出了一个阴郁而悲哀的曲。这似乎是老人对生命

即将枯竭而发出的一种呻吟及叹息。后面出现了低音提琴的拨弦，描写

老年使者以沉重的步伐逐渐走来，他步步紧逼，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老人

恐惧而紧张的叹息，不久，竖琴以泛音奏出了一支“天堂之歌”，这时音乐

渐渐趋于崇高，光明而优美，老人终于走上了天国。

第六乐章，《天王星———魔法师》，急板，Ｃ大调，６／４。天王星发现于

１７８１年，它掌管着独创的事物、怪癖以及无法祈求的事物。因此，霍尔斯

特认为它是宇宙中的魔法师，在这段音乐中，魔术大部分出现在低声部。

低音提琴、大号及大管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乐曲以小号、长号奏出的一个由四个长音组成的降神曲调开始，然

后再在中音及低音大号与定音鼓上作一次压缩性的再现，这显示出一种

神秘感以及魔法的威力无比。此后，大管像着了魔一般，首先婆娑起舞。

接着，其他乐器也陆陆续续地参加了进来，音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潮，

这时，弦乐与圆号奏出了一支雄伟壮丽的曲调。尔后，音乐平静下来，又

出现了开始时的降神曲调。当音乐再次掀起高潮时，在一阵管风琴痛苦

而强烈的上滑音声中音乐戛然而止，只留下弦乐器上的空洞，单薄的长

音和竖琴上轻微的声响，似乎显示出魔法无边，令人恐惧得颤抖、发呆。

第七乐章，《海 王 星———神 秘 客》，行 板，５／４。海 王 星 发 现 于 １８４６
年。肉眼看不 到，因 此 可 以 说 是 一 颗 凭 直 觉 感 受 的 神 秘 行 星。在 神 话

中，海王星是海洋之神，霍尔斯特就抓住这个特点，在这个乐章中，他以

空荡的音浪将我们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一个无词的六部女声合唱

在远处回响，或许这就是太空的音乐，这些音乐在我们四周散开，似乎使

我们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这篇音乐是霍尔斯特的一篇杰作，也是一

首印象主义音乐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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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从两支长笛和低音长笛的神秘曲调开始，由双簧管的和弦轻轻

地加以对答，其后的一段音乐整个是在竖琴、钢片琴和弦乐流动的背景

上开展起来的，然后，单簧管奏出一支如歌的曲调：它在整个神秘、朦胧

的乐曲中出现，犹如透过云层的一线阳光，给人以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

这时出现的一曲虚无缥缈的六部女声合唱，似乎在应答着单簧管曲调的

回声，婉转动听，沁人肺腑。最后，整首乐曲在朦胧、空 漠、神 秘、苍 茫 的

气氛中，渐渐消失，好像将人引入了无限深远、空旷的未知太空世界。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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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奇才艾夫斯

　与他的《康科德奏鸣曲》

　　《康科德奏鸣曲》是“哲理的构思，超然的音乐，

是一种新的印象主义”。

———斯洛尼姆斯基

艺术创作是奇妙的。

当２０世纪欧 洲 作 曲 家 正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背 叛 一 切 音 乐 创 作 的 旧 传

统，热衷于探索新的音响世界，寻觅新的表现手段之时，在音乐文化十分

贫瘠的美国土地上出现了一位叱咤风云、超越时代的伟大作曲家。他可

以说是２０世纪音乐的一位先知。他使用无调性早于奥地利的勋伯格，

使用复合节奏早于俄罗斯的斯特拉文斯基，使用不协和和弦早于匈牙利

的巴托克，使用多调性写作早于斯特拉文斯基及法国的米约，使用微分

音早于捷克的哈巴，使用音束早于美国的考埃尔，使用偶然音乐早于法

国的布莱兹……他在音乐上的探索成就可以说是显赫的，超越任何作曲

家的。但是，可能因为超前意识过强，跨越时代的步伐过大，距离常人的

认知过远；也可能由于他在作曲上一无所求，只图传递个人独特的信息，

致使局外人难以接受和理解。在他生前，除了美国音乐界的一批有识之

士如 作 曲 家 卢·哈 里 森（Ｌｏｕ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１７—　），作 曲 家、指 挥 家 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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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格尔（ＬｅｈｍａｎＥｎｇｅｌ１９１０—　）、贝尔纳德·赫尔曼（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ｒ

ｍａｎｎ１９１１—１９７５）；作曲家埃·卡特（Ｅｌｌｉｏｔ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０８—　）；作 曲 家、指

挥家 与 音 乐 学 家 尼 · 斯 洛 尼 姆 斯 基 （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ｌｏｎｉｍｓｋｙ１８９４—　）；

作曲家、钢琴家亨·Ｄ·考埃尔（ＨｅｎｒｙＣｏｗｅｌｌ１８９７—１９６５）；作曲家、画

家卡·拉格尔斯（ＣａｒｌＲｕｇｇｌｅｓ１８７６—１９７１）；钢琴家约·柯克帕特里克

（Ｊ．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９０５—　）等支持他的音乐以外，他在社会上始终默默无

闻，直至逝世以后他的价值才逐渐被人认识与推崇。２０世纪音乐巨匠勋

伯格曾情不自禁地赞赏说：“有一位伟人住在这个国家（美国），他是作曲

家。他 理 解 如 何 自 爱、自 强、不 卑 不 亢、宠 辱 不 惊，他 的 名 字 就 叫 查 尔

斯·艾夫斯。”

艾夫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Ｉｖｅｓ１８７４—１９５４）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除了

独特的强化家庭音乐教育赋予的能力外，更主要的还是他在创作上寻求

超越一切、摆脱一切———特别是欧洲音乐传统桎梏———的努力。他期望

在美国文明的基点上，运用美国人的心灵、认知以及美国生活中的一切

现实，谱写真正具有美国精神及气质的音乐，来传递他个人独特的讯息，

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他这种自由无羁的创作和富有独创性的音

乐，必然会增强乐曲理解及演奏的难度，但这决非唯一的理由。应该说，

他对音乐的认识以及他的哲学信念，才是真正促使他音乐深奥、难以理

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位音乐家，他认为：“音乐的真挚，意味着表

现的自由……音乐之所以乐趣无穷，乃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伟大而生动

的体验，而不只是动听的音响，供人赏心悦目。”作为一位新英格兰的先

验主义的信徒，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重要事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而必

然是盘根错节，内涵繁复，不易理解的。因此，世事的陈述决不可简单而

直率。任何企 图 简 化 内 涵、平 铺 直 叙 的 陈 述 都 是 不 负 责 任 和 不 切 实 际

的。因此，他寻求叙述的复杂化及哲理性，蔑视那些“投人所好，讨人喜

爱”的廉价音乐。

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了他的创作实践。１９０９—１９１５年之间，他写出了

一部具有 代 表 性 的 钢 琴 曲：《第 二 钢 琴 奏 鸣 曲“康 科 德·马 萨 诸 塞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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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ＰｉａｎｏＳｏｎａｔａＮｏ．２：Ｃｏｎｃｏｒｄ，Ｍａｓｓ．）。曲后，还专写

了一篇论述该作品的论文《写在一首奏鸣曲前的序论》。他要以此毕恭

毕敬地奉献给那些“不赞成他音乐的人或不赞成他序论的人，或既不赞

成他音乐的又不赞成他序论的人”。１９２０年，他自费印刷了曲谱及论著，

分赠给自己的至亲好友。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４日，钢琴家约翰·柯克帕特里

克在市政厅首演了这部作品，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至此，艾夫斯才被公认

为美国的一流作曲家。人们开始认识到他在美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正像斯洛尼姆斯基日后所评价的那样：“许多美国作曲家认为，艾夫

斯或许是唯一的２０世纪美国人，他发展着一种深深扎根于美国民族音

乐的独特的创作手法。他所创作的每首乐曲都可以作为美国生活某些

方面的一种参考，就像标题所显示的那样。”

《康科德奏鸣曲》共有四个乐章，每个乐章记述一位曾于１８４０—１８６０
年间活动在康科德的美国文学家。他们分别是诗人、散文家爱默生（Ｅｍ

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小说家霍桑（Ｎ．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４），作家阿尔

科特（Ｌ．Ｍ．Ａｌｃｏｔｔ１８３２—１８８８）父 女 以 及 作 家 与 哲 学 家 梭 洛（Ｈ．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１８１７—１８６２）。按照作曲家的意见：“此曲意在表达一个人的先

验印象。这印象是与半世纪前在麻省康科德城生活过的那些人相连接

着的。”作品虽称奏鸣曲，而实际上不过是四首小曲连缀而成的套曲，全

然没有按照奏鸣曲的曲式写成。作曲家说：“所以叫奏鸣曲，是因为没找

到更合适的名称。”整个乐曲是以试验风格写成的，其中包含了不少独创

的手法，例如乐曲结构的特殊，速度处理的自由，新音响的创造，不协和

音及音块的运用等等，赋予作品一种新颖、独创的特色。

第一乐章：《爱默生》。爱默生是美国文坛中的一位巨匠，在艾 夫 斯

心目中，他是一位“美国精神世界中最深刻的探索者”。这一乐章的创作

就是企图捕捉爱默生超自然的意识。

乐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由两个贯串全曲的主题所

构成。乐曲是由两个反向进行的不协和对位化旋律线开始的，而它的低

声部上的那个曲调就是全曲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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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出现了一个近似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命运主题”的主题。

按照艾夫斯的意见，他所以采用这一主题，主要是为了表现爱默生所谓

的“打开神的玄秘之门———人 的 灵 魂———的 那 一 敲 击”。但 是 整 个 音 乐

的奇妙何止于此？这段音乐既不分小节，也没有轻重节拍之分，更没有

明确的调性，一切是如此的松散与自由。诚然，这全是因为音乐的内涵

涉及的是爱默生的散文，而不是诗歌之故。紧接着，乐曲的气氛骤变，刺

耳的不协和和弦与强烈的力度使整个音乐狂放起来，特别是其中一个高

度密集的二度结构的不协和和弦的出现，据说这是为了表现爱默生拟作

一次超自然旅行所突然发出的一声吼叫。第二部分的音乐似乎恢复了

常态。平静的 低 声 部 的 分 解 和 弦，轻 轻 地 衬 托 着 高 声 部 断 断 续 续 的 旋

律，像是一首诗意盎然的随想曲，使人引起无穷的遐想。最后出现了一

段富有神秘色彩的结尾。在减五度的持续音上，浮现了点点滴滴的轻微

乐音，忽现忽隐，闪闪烁烁，十分引人入胜。作曲家解释说，这是“人类灵

魂的一种反照”。

关于这一乐章的演奏，艾夫斯也有奇想。他认为“速度不必拘 泥 于

划一”，原因是“爱默生的同一诗篇，在黎明与黄昏的时间里朗读，可以容

许有些不同的感觉”。音乐比起诗歌，当然可以更为自由、洒脱一些。

第二乐章：《霍桑》。这一乐章创作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之间，而且与日

后创作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这一乐章不

是描述霍桑其人的，作曲家只是试图在这里暗示出霍桑“梦幻似的冒险

来到了半人半仙的王国”所遭遇到的迷惘而怪诞的奇遇，而音乐中确实

也出现了惊人之笔。作曲家竟然在此采用一根近１５英寸长的木条来演

奏一个宽达两个八度的密集音束。木条压下一排琴键，发出阵阵刺耳的

音响，听起来确实十分怪诞。可是中间部分又转换了气氛。一支朴素的

古老赞歌曲调的出现使人步入了一个迷惘而恍惚的境地。不久，在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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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拍之中，又响起了一支欢腾、通俗的进行曲曲调。音乐的风格再次

发生了碰撞。这样的多次突变，加强了这一乐章的诙谐性格。

第三乐章：《阿尔科特父女》。这是一个宁静、流畅而缓慢的乐章，散

发着浓郁的田园气息。特别是那些古老的福音赞歌、客厅歌曲等曲调，

惟妙惟肖地勾画出１９世纪末阿尔科特父女一家平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情趣。这里依然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主题，可是这次似乎不是为了敲击

“玄妙之门”，而是因为阿尔科特一家人喜爱贝多芬的音乐之故。

第四乐章：《梭洛》。这是一首描绘这位沃尔登哲学家一天生活的乐

曲。音乐慢条斯理，含情脉脉，具有一种随想曲的风格。在这段音 乐 中

可以听到一大段长笛音乐。据作曲家说，这是因为梭洛喜爱长笛，并且

“希望在沃尔登听到笛音”。在乐曲行将结束之时，音乐对前面的一些基

本主题作了一些回顾，最后依然在贝多芬主题的乐声中结束，这似乎意

味着“神的玄妙之门”最终被敲开了。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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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艾夫斯·
《新英格兰三景》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以在一代或几代人

以前的新英 格 兰 露 营 集 会 的 福 音 赞 美 诗 中 获 得 极

大的吸引力。

———艾夫斯

伟大的土地

两个世纪前，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美国东北部的顶端有一块四个州

相连的广阔地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地区———“新英格兰地 区”。

这块土地不仅是北美最早的一块殖民领地，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摇篮。

这里汇集了许 多 美 国 文 化 的 历 史 名 人，他 们 有：文 学 家、思 想 家 爱 默 生

（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索 洛（Ｈ．Ｄ．Ｔｈｏｒｅａｕ１８１７—１８６２），诗 人

朗费 罗（Ｈ．Ｗ．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惠 特 曼（Ｗ．Ｗｈｉｔｍａｎ１８１９—

１８９２），小说家霍桑（Ｎ．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４），教育家及哲学家奥尔科

特（Ａ．Ｂ．Ａｌｃｏｔｔ１７９９—１８８８），女 作 家 奥 尔 科 特 （Ｌ．Ｍ．Ａｌｃｏｔｔ１８３２—

１８８８）等。精英的汇集与碰撞爆发出灿烂的思想火花。以爱默生为首的



３８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一批思想家，在此产生了“先验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重视人的直觉、

人的创造力和人的个性；反对盲目迷信宗教，强调个人的天赋价值；反对

重金钱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主张发挥人类精神的崇高作用；反对一

味模仿欧洲的文艺倾向，呼吁创造具有民族精神的美国文学。这种思潮

影响了整个美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因

此“先验主义”思潮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之称。它对整个美国

文艺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艺的崛起也推动了音乐的发展。早在１８世纪下 半 叶，这 里 曾 出

现过第一新 英 格 兰 乐 派。这 些 人 出 身 低 微、地 位 不 高 又 未 受 过 专 业 训

练，只是编纂各种歌集及教材，辛勤地为普及音乐文化而默默耕耘。时

至１９世纪下半叶，由于进步思潮的推动这里再次出现第二新英格兰的

乐派，涌 现 了 第 一 批 具 有 专 业 素 养 的 美 国 作 曲 家 及 音 乐 家，如：佩 恩

（Ｐａｉｎｅ１８３９—１９０６）、查特威克（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１８５４—１９３１）、帕尔克（Ｐａｒｋｅｒ

１８６３—１９１９）、梅逊（Ｍａｓｏｎ１８７３—１９５３）等，同时出现了第一批美国作曲

家自己的作品，在世界乐坛上崭露头角。此外，他们开始在各地创办音

乐学院、音乐学校、大型音乐厅、歌剧院、交响乐团、歌剧团等，并且编纂

出版了不少音乐著作及刊物，在美国掀起了一阵音乐热潮，推动整个美

国音乐文化向前迅猛发展。就在这块生趣盎然的大地上，不久就孕育出

一位———

杰出的英才

查尔斯·艾夫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Ｉｖｅｓ１８７４—１９５４）出生在新英格

兰大地上，他呼吸着新英格兰清新、自由的空气，吸吮着新英格兰独特、

进步的学术思想，感受着新英格兰纯朴、动人的曲调……新英格兰哺育

着艾夫斯，艾夫斯成了一名真正的新英格兰的作曲家。先验主义的思想

指导了他的创作；新英格兰的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等构成了他创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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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题材；新英格兰的曲调形成了他音乐语言的基础。艾夫斯几乎与新英

格兰结成了一体。

艾夫斯生活的康涅狄格州，正是先验主义活跃的地区。他的父母受

此思潮的影响也成了新潮人物。当年，爱默生是他家的常客，奥尔科特

则和他家交往甚密，另外一些进步的文艺家如马克·吐温、斯蒂芬·福

斯特等也常去他家。幼小的艾夫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先

验主义思想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

思想。他声称：“……真实的艺术没有任何例外，它直接来自内心，来 自

对生活的体 验，对 生 活 的 思 考 与 实 践。”又 说：“……如 果 艺 术 家 从 生 活

中、社会中、人民中或任何有价值的客观事物和经验中看到了什么优秀

的东西，并忠实地、直觉地将它们反映到他的作品里，那么，他和他的作

品都在某种方式上是那优秀事物的一部分。”遵循这一原则，为了使听众

能直接体验到他作品中的内涵，他的创作大多取材于新英格兰的现实与

历史，并且写成人民喜闻乐见的标题音乐形式。他的《第三交响曲》取材

于新英格兰的史诗；他的《康科德奏鸣曲》（ＣｏｎｃｏｒｄＳｏｎａｔａ）、《爱默生协

奏曲》（Ｅｍｅｒｓ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ｔｏ）等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历史名人；他的《新英格

兰三景》（ＴｈｒｅｅＰｌａｃｅｓｉｎ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光荣历史及

自然景色；他的有些 歌 曲 则 用 新 英 格 兰 诗 人 索 洛 等 人 的 诗 篇 写 成……

为能使听众接受，他尽力采用新英格兰的音调作为他创作语言的基础。

他曾说：“一个土生土长 的 美 国 人，可 以 在 一 代 或 几 代 人 以 前 的 新 英 格

兰露营集会的福音赞美 诗 中 获 得 极 大 的 吸 引 力”，因 为“他 可 从 中 找 到

生机活泼的、深刻的感 受，一 种 充 满 乡 土 气 息 的 节 奏，忠 诚 而 强 有 力 的

感情。它们能将他带到 比 起 最 伟 大 的 天 主 教 堂 圣 咏 中 的 离‘人 民 的 上

帝’近得多的地方”。他 的 作 品 始 终 散 发 出 浓 郁 的 乡 土 气 息，易 于 为 人

民所接受。

但是，反映现实，就要反映它自然的、本来的形态，决 不 应 加 以 任 何

艺术的修饰。现实始终是复杂的，同时有一定的神秘性。如何才能真实

反映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呢？他按照父亲的启示，对传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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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大胆创新，毫不犹豫地使用无调性、多调性、不协和和声、复合节奏、音

簇、随意音乐、四分之一音等技法来真实地描绘复杂、神秘的现实，创造

了多彩的音乐语言和崭新的作曲技法，开拓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纯正美国

音乐艺术。１９０８年后，艾夫斯离开家乡，移居纽约。但新英格兰的光辉

历史、人物、风土人情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他以创作来寄托他的思

念之情。十年后，他写成了一部新英格兰交响曲———《新 英 格 兰 三 景》，

这是一部———

动人的作品

第一乐章：《波士顿中心的圣·高顿斯纪念碑；上校肖和他的“黑人

联队”》。

在波士顿市中心，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圣·高顿斯。纪念

碑上镌刻着一些动人心魄的浮雕，它描绘出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将领

罗勃特·Ｇ·肖上校率领北方部队的第一个“黑人联队”（即第５４马萨诸

塞州志愿军团队）为解放黑奴而英勇战斗的形象，这些英雄的形象唤起

了艾夫斯的创作灵感。他先赋诗一首，歌颂那些为争取自由而勇敢献身

的黑人士兵：

　　前进、前进、赤胆忠心！

　　一代受苦的人，

　　命运之神，频频招手，

　　引我走向自由！

　　……

然后，以诗谱曲写了这一乐章。音乐在肃穆、平静的 钢 琴 与 长 笛 的

动机中开始，接着，他采用南北战争时期的几首群众歌曲如《自由战歌》、

《行军经过乔治亚》等曲调作为素材，将它们交错重叠，使人有战士云集、

人声鼎沸、歌声四起、斗志昂扬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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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了人们对南北战争时期火热斗争场面的回忆。

第二乐章：《帕特南露营地·雷丁·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雷丁

镇附近有一座公园。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年间，曾为南北战争时期抵御加拿大入

侵部队的联邦军帕特南将军部队的宿营地。为了纪念这一古迹，艾夫斯

创作了这一乐曲，并撰写了一段文字说明：

　　有一年７月４日，大家来此野餐。一个男孩离开大家，跑进附

近的树林，想寻找过去的士兵。后来他睡着了，梦见 在 这 古 老 的 兵

营里出现了自由女神，她告诫士兵不要忘了他们的职责。士兵在当

时战 歌 的 伴 奏 下，开 始 行 军。帕 特 南 将 军 来 了，他 招 呼 士 兵 回 来。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喜容。小男孩醒后跑回野营的地方，那里有节日

的铜管乐队在奏乐……

这个乐章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节日气氛的渲染及节日情景 的 描

绘。音乐十分喧闹，既有嘹亮的教堂钟声，又有铜管乐队欢快的曲调：

还有人们吟唱的南北战争的歌曲，其中还夹杂了古老民歌的 音 调，

似乎军民在此欢聚一堂，共庆“美国独立纪念日”的到来。

后段刻画了男孩梦境中的各种情景。开始时，弦乐反复不断地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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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的节奏。钢琴则演奏 着 一 个 个 音 响 庞 杂 的 音 块 在 旁 助 兴。此 后 出

现了南北战争时期的战歌《英国近卫军》的曲调：

此后，又有一些进行曲曲调穿插进来。进行曲间管乐又分作两部演

奏了一些多调性及复合节奏的乐句，显示了梦境中熙熙攘攘的各种群众

场面。最有趣的是乐曲的最后一个高潮，这是由两个铜管组各自在不同

的调上演奏的不同曲调。逐渐慢慢融合在一起，这似乎表现狂欢节时乡

村铜管乐队各吹各的调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的热闹情景。音乐有

点古怪，但十分逼真而形象。难怪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最足以鼓舞人心

的段落”，而著名的指挥家及理论家 Ｎ·斯洛尼姆斯基则更认为这一乐

章堪称是一部“美国的革命音乐剧”。

第三乐章：《斯托克布里奇的霍斯托尼克河》，极慢板。霍斯托 尼 克

河是艾夫斯家乡附近的一条小河，他十分钟情于它。他选择了诗人 Ｒ·

Ｕ·约翰逊的诗篇《木桩桥》作为乐曲的解说：

　　静静的河流、朦胧的国土，

云般的垂柳，羽状的榆树。

……

男耕女织，繁衍生息，

人间疾苦，你最知悉，

……

你端庄秀丽、踌躇满志，

仙境般的山峦，一望无际，

驰骋想像，银色的天宇，

飘然而过，绿色的小溪。

……

这段音乐具有浓郁的扑朔迷离的情趣，犹如一幅意境朦胧的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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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绘画。细柔的弦乐音响轻描淡抹地勾画出一条小河潺潺流动的情景。

在这弦乐的背景上，圆号、英国管则不时奏出断断续续、不相关联的史诗

型的曲调，好似在诉说着一个引人思念的历史故事：

接着，整个音乐在互相碰撞的织体及参差错杂的节奏组合下，蜿蜒

前进，起伏不 已。最 后，渐 渐 淡 出，构 成 了 余 音 缭 绕、使 人 神 往 的 境 界。

评论家Ｐ·罗森费尔对这乐章推崇备至，称之“是壮观的飞瀑，是光彩夺

目的珠宝，是令人惊异的美国管弦乐的杰作”。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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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伯格：
　弦乐六重奏《净化之夜》

　　我凭自己的感受去创作。

———勋伯格

１８９９年夏末，勋伯格 （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１８７４—１９５１）和他的老师

岑林斯基（Ｚｅｍｌｉｎｓｋｙ）一 起 到 维 也 纳 南 部８０公 里 的 派 尔 巴 赫（Ｐａｙｅｒ

ｂａｃｈ）山区去度假。他从诗人理查德·德默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ｅｈｍｅｌ）于１８９８
年出版的诗集《女人与世界》（ＷｅｉｄｕｎｄＷｅｌｆ）一书的最初三十六行诗句

中取得了灵感，在９月短短的３个星期中写成了这部不朽的作品，当时

他才２６岁。根据勋伯格传记的权威传记作家施笃根·施米德（Ｓｔｕｃｋｅ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考证，这部作品于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８日首次公演，由维也纳爱乐

乐团的首席提琴手阿诺得·罗塞（ＡｒｎｏｌｄＲｏｓｅ）的四重奏团，另外再聘请

了两名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员一起演出的。乐曲演出不久，立即获得

了成功。它并 不 像 那 首 原 诗，始 终 没 有 受 到 过 一 点 恶 意 中 伤。乐 曲 于

１９０５年由比尔恩巴赫（Ｂｉｒｎｂａｃｈ）公司出版。

弦乐六重奏《净化之夜》是勋伯格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也是他的

成名之作。

这件作品原由２只小提琴、２只中提琴及２只大提琴演奏。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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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的音乐具有较为强烈的交响性及戏剧性，因此，如果是在较大的

音乐厅中演出，总有不足之嫌。１９１７年，作曲家将此曲改编为弦乐队的

合奏曲。增加了演奏员，而且加上了低音提琴及几个独奏弦乐器声部，

使音色、音量以及表现力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勋伯格本人十

分喜爱这部作品。虽然自１９０７年开始，他放弃了调性，从事于十二音体

系的音乐 创 作，但 仍 然 在 他 的 成 名 作 品 中 继 续 不 断 地 提 高 它 的 地 位。

１９４３年，他再次修订弦乐队的总谱，将两处低音提琴的音乐删去，变为休

止。

舞蹈家安东尼·图德（ＡｎｔｏｎｙＴｕｄｏｒ）还曾按此音乐编了一部芭蕾

舞剧《火柱》（ＴｈｅＰｉｌｌａｒｏｆＦｉｒｅ）。该剧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在纽约的大都

会歌剧院首次公演，很受群众欢迎。

（一）

德默尔的诗篇，由亨利·克莱贝尔（ＨｅｎｒｙＫｒｅｈｂｉｅｌ）用英文意译如

下：

　　两个生灵正穿越一片冷寂、荒秃的小树林。月光浮掠过巍梧的

橡树，橡树在皓月下伸展出枯瘦如柴的树枝。一个 妇 女 说 话 了，她

向身边的男 子 承 认 了 自 己 的 罪 过。她 怀 孕 了，但 他 不 是 孩 子 的 父

亲。她对欢乐已经失去了信心。为了追求生活的美满，为了母爱和

母亲的责任，她遗弃了她自己，颤抖着投入了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男

人的怀抱中去。她臆想自己是有福分的。但是，如今生活向她进行

了报复，给了那个陪伴她的男人的爱情。她蹒跚地 向 前 走 去，睡 眼

惺忪地凝视着追随她的月光……

男人说话了，不要使她的灵魂因犯罪而心情沉重。看！月亮的

光芒普照大地，他们一齐涉足冰凉的湖水而过，但每人都有一颗火

热的心温暖着对方。这火也使新生的婴儿美化了，她将要为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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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她受了他内心辉煌的光芒的启示，为他 生 下 一 个 孩 子。

他们互相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他们接吻时的气息在空中汇合 在 一

起，两个生灵在奇妙的月夜中漫游、彷徨。

（二）

１９世纪末，所有具有现代倾向的青年作曲家都在写作瓦格纳风格的

歌剧和大型乐队的交响诗，可是勋伯格却在弦乐六重奏的范畴里应用标

题音乐的原 则 上 创 作 了 这 部 最 具 个 性、完 全 崭 新 的 室 内 乐 作 品。应 该

说，这是一部交响诗型的弦乐六重奏。

《净化之夜》的结构按照诗的形式，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１．两个人踯躅于一片光秃而冷漠的森林之中，月亮随着他们移动，

他们却凝视着树丛。月亮在高耸的橡树的上空浮动，万里无云，皓月当

空，月光中留下了树杈的黑影憧憧。

２．一个女人在说话，她坦白诉说了自己的罪孽与悔恨。

３．四行写景诗，情绪比较缓和：她拖着沉重的脚步，高 高 仰 望，月 光

随着她而浮动，月光下，她那忧郁的眼神全然消失。

４．男人在说话。他的崇高思想，鼓励、安慰以及最后激起的热情。

５．开始的场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再现：“两个生灵在崇高而明净的

月夜中漫步、遨游。”

按照勋伯格传记的作者威尔兹（Ｗｅｌｌｅｓｚ）的意见，音乐亦以相应的五

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三、五段具有叙事性质，并且也深刻地描绘了在

寒冷的月夜中，一对游荡的情人的温顺、深厚的感情。第二段写妇女的

动人的怨诉，第四段写男人的答话，表达了深切的理解及温情。

乐曲自一个暗示着滞重步伐的连续不断的低音 Ｄ以及一个情绪压

抑的乐句，反复多次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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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以听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这段音乐以一个尖锐的 和 弦

结束（２１小节）。现在出现一个温和的乐思：

但这个乐思如昙花一现，并未发展下去，在一个短暂的“渐强”中，音

乐进入第二部分，妇女开始了她那热情的怨诉，充满了一种忏悔之意（２９
小节）：

妇女的怨诉达到高潮以后，逐渐慢慢抽搐着安静 下 来。这 时，男 女

之间带有痛苦感情的对话开始了（５０小节）：

这个描写形成了一个冗长的发展部分。但这里又 突 然 转４／４拍 子

为３／４，出现了一个崭新而富有表情的乐思（７５小节）：

这里，音乐时快时慢，变化频繁，然后又回到４／４，在一个新的高潮以

后，出现了一支温柔而优美的旋律，这暗示了对母爱的渴望与欢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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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

这段音乐逐渐发展，变得十分粗野起来，最后音乐逐渐紧张、急迫起

来，达到了一个巨大ｆｆ的高潮。

第三段音乐由第一提琴的一个宣叙调式的旋律引入（１３７小节）：

然后由中提琴接上，引出了怨诉主题的再现。音乐 逐 渐 激 动 起 来，

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并且也可以听到那沉重的脚步声。这段音乐的

末尾，有一个提琴和中提琴高把位上的一个极其轻柔的和弦。这是描绘

那月色朦胧的夜景的（２２４小节）。

第四段音乐，由男子慰藉的答话开始，它是以一个由丰富而清晰的

和声所支持的大提琴独奏的动机来暗示的（２３０小节）：

音乐逐渐进入一个神奇而美妙的景色，犹如诗句中所写的那样：

　　啊，你看！宇宙在闪闪发光！

这光芒把大地照得金碧辉煌。

在加弱音器的第二提琴与第一中提琴的六连音的流动音型及第二

中提琴与大提琴的泛音背景上，第一小提琴奏出了一支优美而迷人的旋

律（２５５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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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出现了小提琴和大提琴之间的男女对话。但是乐曲开 始 时

的一个情绪压抑的乐句一经出现，这个对话就中断了（２２６节），此后又出

现了第一小提琴上的一支新的旋律（２７８小节）：

这曲调充满感情，给人以一种无限温顺的感觉，到后来发展成为一

种激情（３１０小节）。这激情终于化为一曲炽烈的爱情之歌（３２０小节）：

音乐终于进入了最后一段（３７０小节）。第一提琴和大提琴的对话，

以及第二提琴的金光闪闪的伴奏，描绘出一幅多么生动、迷人的情侣夜

游的图画啊！最初的情绪 压 抑 的 动 机 再 次 重 现。但 它 已 摆 脱 了 悲 哀 的

情绪。最后（４０７小节）音乐进入了一种奇幻而圣洁的境地，万物都在皎

洁的月光的普照下。一切显得如此地崇高而神圣。

原载《名作欣赏》讲义第１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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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尔：
《达夫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

　　我写它的意图是想创作一幅宏伟的音乐壁画。

———拉威尔

１９０９年，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第一次在巴黎演出，由于一个偶然

的机会，剧团的总裁迪阿济列夫①听到了拉威尔 （ＭａｕｒｉｃｅＲａｖｅｌ１８７５—

１９３７）的音乐，深受感动，他暗暗记下了拉威尔的名字，准备日后请他合

作。凑巧，剧团的舞蹈编导福金正好用古希腊的传奇《达夫尼与克洛埃》

（ＤａｐｈｎｉｓｅｔＣｈｏｌｅ）写了一个舞剧台本。迪阿济列夫认为拉威尔擅长传

奇题材的音乐，就把音乐创作的任务交给了他。拉威尔对福金的台本和

画家巴克斯特的东方色彩的舞台美术兴趣索然，不想接受，但剧本的题

材、情趣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后接受了任务。从此

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埋头苦干起来。拉威尔对待创作极为严肃，精益

求精、刻意求工，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仅《酒神之舞》一段前后就写了

① 迪阿济列夫（ＳｅｒｇｅｉＤｉａｇｈｉｌｅｖ１８７２—１９２９），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建人及总

裁。１９０９年建团后，为了创作一些新颖而独特的芭蕾舞剧，他广罗人才。一些杰出

的艺术大师，如：画家毕加索、玛蒂斯、巴克斯特、贝努瓦，作 曲 家 斯 特 拉 文 斯 基、德

彪西、拉威尔、德·法拉、普罗柯菲耶夫，舞蹈家涅金斯基、巴甫洛娃、福金等都参与

了他的舞剧创作。他的剧团在世界艺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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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年，直至总谱已经出版，才交付给迪阿济列夫排练。由于这种情

况，这部巨著的创作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到１９１１年才全部脱稿。

舞剧《达夫尼与克洛埃》是拉威尔最宏伟的作品，通常也被认为是他

作品中最感人的。他自己认为《达夫尼与克洛埃》“是一部三部曲体的舞

蹈性交响曲，受俄罗斯芭蕾剧团总裁迪阿济列夫之委托而写的。我写它

的意图是想创作一幅宏伟的音乐壁画。在这壁画中，我不太考虑古色古

香的情趣，而只求忠实地再现我梦幻中的希腊，这和１８世纪法国画家所

想像的和描绘的极为近似。由于它有一个调性模进的严格计划，这个作

品是用极少的主题组织得非常交响化的，它的发展部保证了这部作品的

匀称”。斯特拉文斯基则对它推崇备至，称之为“整个法国音乐中最优美

的作品之一”。代谬特则认为它是“法国音乐中的里程碑之一，作为一部

舞剧，它的地位可与《彼得鲁什卡》相媲美”。汤姆生也认为“这份总谱表

现了拉威尔才华的顶点”。

１９１２年６月８日，舞剧《达夫尼与克洛埃》在涅琴斯基主演，在皮埃

尔·蒙多指挥下，由俄罗斯芭蕾舞团于小城堡剧院进行首次公演。舞剧

的音乐超群绝伦，并有这么一批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合作，理应成功，但结

果恰好相反，原因在于拉威尔的古希腊观点近似法国画家华陀，而迪阿

济列夫坚持更加古典的概念，两者难以吻合，音乐、舞台美术和舞蹈设计

间缺乏思想间的协调，甚至引起了人事的纠纷；另外，再加上舞蹈演员对

独创性的音乐不太习惯以及排练仓促等等原因，舞剧没能取得成功。后

来，拉威尔从舞剧中选出一部分乐曲，编纂成两套供音乐会演出的管弦

乐组曲，才获得成功。而这两部组曲，特别是第二组曲，至今已成为法国

管弦乐作品中最经常演出的曲目之一。

（一）

舞剧《达夫尼与克洛埃》的台本是著名的舞蹈编导福金根据古希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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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朗格斯（Ｌｏｎｇｕｓ）的田园诗改编而成的。舞剧是呈献给迪阿济列夫的，全

剧共分三场。

第一场：圣林外的空地上。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岩石雕琢出来的牧羊

神的雕像。一群青年男女手捧着供给女水仙的贡品走进舞台，而女水仙

的塑像正镌刻在一个岩洞的入口处。青年男女很虔诚地跳着一支庄重

的舞蹈。这时，一对情人达夫尼与克洛埃出现了，青年男女一齐簇拥上

去，将他们分别团团围住。有一个牧羊人，名叫道康，也爱慕克洛埃，独

自凝神注视 着 她。达 夫 尼 见 了 妒 火 中 烧，大 为 愤 怒，要 求 和 道 康 比 舞。

道康为了克洛埃，欣然同意，随即跳了一支“怪诞的舞蹈”。达夫尼当然

不甘示弱，立即跳了一支“轻巧而优雅的舞蹈”。达夫尼胜利了，克洛埃

奖了他一个吻。群众走散了，他们带走了克洛埃，场上只留下达夫尼一

人，孤孤单单，极为可怜。这时，一位迷人的姑娘莱茜妮奥出现了，她要

求和达夫尼跳舞，达夫尼毅然拒绝了，依然一个人孤独地留在那里。突

然，粗野的叫嚣声大作，惊醒了达夫尼。原来，海盗来袭击这个岛屿，妇

女们慌忙逃散，可是，克洛埃却被海盗掳掠而去，达夫尼见状焦急万分，

匆忙追赶上去。但是，太迟了，没有赶上，只拣得了克洛埃挣扎时丢失的

一只便鞋。达夫尼悲恸欲绝，跌倒在岩洞的入口处。这时，女水仙 从 她

们神龛的神座上走了下来，婆娑起舞。当她们跳完一段缓慢、抒情而神

秘的舞蹈后，突然发现了达夫尼。当她们知道克洛埃被俘，都劝他去祈

求牧羊神的帮助。这时，牧羊神显形了。

第二场：海 盗 的 营 寨。营 寨 两 边，柏 树 参 天，郁 郁 葱 葱，煞 是 威 严。

海盗王正襟危坐，出神地观看一群小喽啰跳的战斗舞蹈。美丽的克洛埃

被带了上来，海盗王立刻命令松绑，要她跳舞。克洛埃不从，试图 逃 走，

但还是被抓 了 回 来。突 然，气 氛 骤 然 恐 怖、紧 张 起 来，奇 怪 的 幽 灵 出 现

了，离奇的光线到处闪烁，森林之神猛地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包围了海

盗。大地迸裂，在黝暗的天空中，山背后出现了牧羊神巨大的身 影。海

盗震慑于神威，个个魂不附体，争相逃命。

第三场：林 中 空 地。达 夫 尼 依 然 躺 在 女 水 仙 的 神 龛 之 前。东 方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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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百鸟啼叫，凉风习习，清泉淙淙，牧羊人发现克洛埃安全无恙地返回，

大家十分高兴，立即叫醒达夫尼与她相会。这时，老牧人拉蒙也走了上

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牧羊神爱上了女水仙西琳克丝。他的遭遇与你

们相似，所以牧羊神才救了克洛埃。这对情人为了感谢牧羊神，乃以哑

剧形式表演了一段牧羊神和西琳克丝的恋爱故事。表演完毕，他们在群

众的欢笑声中，相互拥抱，最后，全体青年高唱疯狂的饮酒歌，跳起热烈

的群舞，结束了全曲。

（二）

第二组 曲 是 以 舞 剧 第 三 场 的 音 乐 编 成 的。全 曲 共 分 三 大 段：“黎

明”、“哑剧”和“群舞”。演奏时，三段连奏，中间不停，一气呵成。整个总

谱是以一个编制庞大的乐队谱成的：１支短笛、２支长笛、１支 Ｇ 调长笛、

２支双簧管、１支英国管、１支降 Ｅ调小单簧管、２支降 Ｂ调单簧管、１支

降 Ｂ调低音单簧管、３支大管、１支低音大管、４支 Ｆ调圆号、４支 Ｃ调小

号、８支长号、１支大号、定音鼓、大军鼓、钗、三角铁、铃鼓、小军鼓、小鼓、

响板、钢片琴、钟琴、２只竖琴及弦乐组，外带一个不唱歌词的混声 合 唱

队。总谱上，拉威尔注有２０段文字说明，以便向指挥提示剧情。我们即

按此提示来欣赏这篇杰作吧！

第一段：黎明

１．“四周鸦雀无声，只听得岩石上的露珠涓涓地滴入小河中的声响

以及河水流淌的淙淙水声。”（１小节）①

这是一段精致、细腻的描绘音乐。长笛、单簧管和竖 琴 奏 出 一 连 串

上下不断滚动的三十二分音符的音型，犹如画家笔下的几笔淡墨，轻轻

涂抹，绘出了一幅雾霭朦胧、诗意盎然的迷人晨景。

① 本文的小节数系按照苏联音乐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的版本标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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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达夫尼手足大敞地躺在女水仙的岩洞前。”（３小节）

这里，低声部上缓缓起伏的半音阶曲调仍然描绘着荡漾的水波和那

淙淙的流水。

３．“东方渐渐破晓，鸟儿开始啼鸣。”（８、９小节）

短笛、长笛及三个独奏小提琴上巧妙地奏出了声声鸟鸣，木管乐器

和竖琴依然上下滚动，继续在描绘着那淙淙的河水，在这美妙景色的背

景上，单簧管和中提琴奏出了这个组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２０小节），它

浑厚而抒情，暗示了达夫尼与克洛埃的爱情。

４．“远处一个牧童在那里放牧羊群。”（２６节）

这里，我们可 以 听 到 短 笛 在 舞 台 两 侧 吹 着 一 支 田 园 风 味 的 牧 歌 曲

调，表达了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

５．“另一个牧童穿过舞台的后方。”（３１小节）

一支降 Ｅ调单簧管奏出了另一个带有华彩段风格的牧笛曲调，渐渐

远去。这里，整 个 音 乐 的 背 景 依 然 是 小 河 的 淙 淙 流 水 声 和 弦 乐 的 歌 唱

声。

６．“牧羊人进入，寻找达夫尼和克洛埃。”（４６、４７小节）

一段优美而抒情的旋律在弦乐器的高声部上浮动，充满了一种关切

的感情。

７．“他们发现 达 夫 尼，然 后 叫 醒 了 他。”（５０小 节）“他 苦 恼 地 环 视 四

周，寻找克洛埃。”（５２小节）

这时，音乐上出现了一些零乱而不安定的节奏与和声，但这音乐十

分短促，只有一刹那的功夫。

８．“一群牧 羊 女 簇 拥 着 她 出 现 了。两 人 互 相 冲 进 了 对 方 的 怀 抱。”

（５４、５５小节）

弦乐器在高音区上演奏出一支热情洋溢、如醉似痴的迷人曲调，它

非常成功地描绘了一对情人久别重逢时的那股激情，而这整个曲调仍由

木管乐器流水般的音型伴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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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达夫尼见到了克洛埃头上的皇冠①，他的美梦却成了一个具有预

感的幻觉。牧羊神真的显灵了。”（６０、６１小节）

这又是一个高潮，由组曲开始时的素材组成，表达了达夫尼与克洛

埃的欢乐与感恩，然后音乐再次低沉下去。

１０．“老牧人拉蒙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牧羊神回忆起他和女水仙西琳

克丝的恋爱，才救出了克洛埃的。”（７８小节）

小提琴上奏出了一个平静而柔和的短句，跟双簧管上一支古雅的田

园风味的音型相互对抗。这段轻柔的音乐引出了第二大段的“哑剧”。

第二段：哑剧

１１．“达夫尼及克洛埃扮演牧羊神和西琳克丝的故事。克洛埃 扮 演

年轻的女水仙在草地上游荡。”（８７、８８小节）

这里出现了芭蕾舞剧中最优美而动听的一个片段，这是代表西琳克

丝的主题，由双簧管和英国管奏出，下面衬以弦乐冗长的泛音和竖琴空

泛的拨弦。

１２．“达夫尼扮作牧羊神而出现，并且表露了自己对她的爱情。”（９１
小节）弦乐器奏出一支新颖而多少又有点离奇怪诞的旋律，这就是多情

善感的牧羊神。

１３．“女水仙拒绝了他，这位牧羊神更加坚持要爱她。”（９６、９７小节）

女水仙的拒绝，由一个双簧管的下行乐句来表示，而弧形向上的长

笛乐句，则表示牧羊神的恳求。

１４．“她在芦苇丛中隐去。他失望之余，摘了几根苇 干，做 了 一 支 牧

笛，用它吹出了一支忧郁的悲歌。”（１００小节）双簧管上一个温柔而快速

上行的曲调，表示牧羊神的失望与叹息。接着，弦乐器奏出了带有忧郁

之情的爱情主题，牧羊神若有所失，心灰意懒。

１５．“克洛埃出现了，按照长笛的韵律婆娑起舞。”（１０８小节）

这里出现了由弦乐拨弦及竖琴和弦伴奏的长笛的悲歌，歌声婉转曲

① 这顶皇冠系牧羊神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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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自由洒脱，带 有 明 显 的 华 彩 段 的 性 格。牧 羊 神 在 悲 痛 地 吹 着 芦 笛。

笛声感召了 克 洛 埃。她 逐 渐 地 舞 动 起 来，跳 起 了 一 段 冗 长 而 感 人 的 独

舞。

１６．“舞蹈愈跳愈热烈，在疯狂的旋转中，克洛埃坠入了达夫尼 的 怀

抱之中。”（１７８小节）

在强烈的全奏中，舞蹈达到了高潮。音乐戛然而止，唯 独 长 笛 自 高

音区直泻而下，克洛埃终于倒在达夫尼的怀中。接着长笛在低音区上先

奏出一支柔情的曲调，然后全乐队奏出了一支宽阔而深情的恋歌曲调。

达夫尼与克洛埃的爱情燃烧到了顶点。

１７．“在女 水 仙 的 祭 坛 前，他 献 上 了 两 头 肥 羊，宣 誓 自 己 的 忠 诚 不

渝。”（２１２小节）

整个乐队在缓慢的节拍下奏出了一段沉重的祭祀性音乐。

第三段：群舞。

１８．“姑娘 们 进 来 了，她 们 打 扮 得 像 酒 神 一 样，并 且 摇 起 了 铃 鼓。”

（２１７小节）

这是一段由木管演奏的５／４拍子的热情舞蹈。

１９．“达夫尼和克洛埃热烈地拥抱。一群年轻小伙 子 冲 进 了 舞 台。”

（２２ｌ、２２２小节）

独奏长笛和提琴演奏了一段缓慢的爱情主题，它显示一对情人的热

烈的拥抱。接 着，在 一 阵 欢 笑 的 喧 闹 声 中 出 现 了 中 提 琴 和 单 簧 管 的 曲

调，这是描绘青年小伙子们熙熙攘攘冲进舞台时的热烈情景。

２０．“群舞。”（２４１小节）

最后是辉煌而热烈的群舞。这是以酒神舞的主题为基础而写成的。

开始乐曲还比较平静，尔后音乐逐渐激动、高涨起来，最后，全乐队以一

个巨大、响亮的全奏颤音结束了全曲。

原载《音乐艺术》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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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尔的钢琴曲

《库泊兰的坟墓》

　　这似乎 是 表 示 了 一 种 崇 敬，不 仅 是 对 库 泊 兰，

而且是对１７、１８世 纪 整 个 法 国 古 钢 琴 乐 派 的 作 曲

家们的。

———默叶斯

《库泊兰的坟墓》（ＬｅＴｏｍｄｅａｕｄｅＣｏｕｐｅｒｉｎ）是拉威尔最后一部重要

的钢琴曲，也是 他 一 生 中 规 模 最 为 宏 大 的 一 部 钢 琴 独 奏 曲。１９１４年 夏

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拉威尔在圣·让·德·吕兹这个地方

就开始构思这 首 乐 曲，但 后 来 因 参 军 入 伍、母 亲 病 故 及 患 病 等 原 因，到

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１月间才在莱昂斯·拉·福雷完成。１９１８年，该曲由杜

朗公司出版，但迟至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１日，才由著名女钢琴家玛格丽特·朗

夫人在加沃大厅的一次音乐会上首演。音乐受到听众及评论界的一致

好评。为此，１９１９年６月，拉威尔从全曲中抽出前奏曲、福尔兰那舞曲、

小步舞曲及利戈顿舞曲加以配器，改编为一部管弦乐组曲，同年，由杜朗

公司出版。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８日，里内·巴托指挥帕德卢乐团首次公演，备

受欢迎。同年１１月８日，以其中的福尔兰那舞曲、小步舞曲及利戈顿舞

曲三曲改编成的芭蕾音乐，由瑞典芭蕾舞团在巴黎爱丽舍广场剧院作首

演，罗夫·德·马雷任艺术指导，让·博兰和罗夫·德·马雷任设计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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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安格尔布雷希特任指挥，演出轰动一时，几年中竟陆续演出达１６５场

之多。此外，此曲还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曲及两架钢琴重奏曲，这是拉

威尔在世界乐坛上享有盛誉的一部作品，流传极广。

（一）

《库泊兰的坟墓》是作曲家从一个阴森的骨灰瓮中获得创作灵感的，

具有组曲性质。全曲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呈献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英勇牺牲的一位战友。但作曲家为了对法国伟大的羽管键琴作曲家

库泊兰（１６６８—１７３３）以及１７、１８世纪整个法国古键盘乐 派 的 作 曲 家 寄

以崇敬之情，仍采用库泊兰的清澈、典雅的古钢琴创作风格，并以库泊兰

及当时一些法国作曲家经常采用的几种体裁来谱写此曲，因此，题名《库

泊兰的坟 墓》。这 部 作 品 与 以 前 的 《鹅 妈 妈》组 曲 （“ＭａＭéｒｅＯｌｙｅ”

Ｓｕｉｔｅ）及《高贵与多情的圆舞曲》（Ｖａｌｓｅｓｎｏｂｌｅｓｅ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ｓ）的格调

有所关联，但从曲趣及风格来讲则近似作曲家的钢琴作品《小奏鸣曲》。

（二）

这部作品共分六个乐章：

第一乐章《前奏曲》，ｃ小调，１２／１６，活泼地。此曲恰如标题所示，既

是这一组曲的一个前奏曲，而且从曲式来看，也仍然是一首前奏曲。它

建立在一个反复不已的快速十六分音符的六连音的单一音型上，看来似

乎没有曲调，但真正的主题大部分隐伏在眼花缭乱、上下波动的音型之

中，不作任何强调，这种写法使人回忆起拉莫、库泊兰及多·斯卡拉蒂的

古键盘乐曲来。但此曲的和声却是近代的，写作也十分钢琴化，配乐能

适应各方面人士的需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曲前还题有“纪念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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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中尉”字样。

第二乐章《赋格》，ｅ小调，４／４，中庸的快板，是一首三部赋格曲，也是

拉威尔全部出版的作品中唯一的一首赋格曲。为了写作赋格，他勤奋学

习，反复谱写了好多练习，以保证这作品成为这类曲式中的一个完善的

典范。他甚至重写了一首巴赫的赋格曲，并且骄傲地声称，作品比巴赫

的还有所进展。

此曲的主题渊源于前奏曲的主题，开始处彼此相似，都是从 Ａ 到 Ｇ，

然后 是 分 解 主 和 弦 型 的 主 题，其 后 具 有 不 少 倒 影 进 行 和 紧 接 模 仿 的 范

例，结构严谨，紧凑。通篇音乐，绝大部分均在高音谱表上演奏，只有两

次用到低音谱表，总的气氛恬静而温和，分部写作清晰而透明，但由于过

分矫揉造作，精雕细琢，缺少了动力和感人的深度。此曲是为纪念让·

克罗比少尉而写的。

第三乐章《福尔兰那舞曲》，ｅ小调，６／８，小快板，回旋曲体，题献给加

布·里埃尔·德尔克（ＧａｂｒｉｅｌＤｅｌｕｃ）中尉。

《福尔兰那舞曲》是吉格舞曲中的一种，渊源于意大利，深受威尼斯平底

船水手们的喜爱，曲趣经常是明朗而欢快的。古代的作曲家经常采用这一体

裁谱曲。拉威尔虽用这体裁写作，但他不采用巴赫的那种复调式的写作方

法，而是采用与库泊兰的福尔兰那舞曲相似的织体、节奏、装饰音和结构进行

创作。他不墨守成规，在曲式、旋律、和声及曲趣方面有些突破。库泊兰与拉

莫时期的回旋曲在处理正主题的每次反复时，通常是原封不动地再现。但拉

威尔在处理正主题反复时不仅更换了正主题的调性，而且连旋律也作了一定

的改变。同时，他将福尔兰那舞曲原有的明朗、欢快的性格改变为一种忧郁

的情趣，还采用了一些现代化的旋律及和声，使之与舞曲原有的性格形成尖

锐、古怪的对比，显示出一种２０世纪的音乐的新风格，因此，有人认为乐曲是

“带有菠萝味道的”，这样就使这首舞曲形成了一种新颖、独创、不同凡响的特

色，成为这部组曲中的一篇杰作，广泛流传。

第四乐章《利戈顿舞曲》，Ｃ 大 调，２／４，“相 当 活 泼”，复 三 部 曲 式，是

为纪念皮埃尔和帕斯卡尔·戈丹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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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乐曲是整个组曲中最流行的一首，由 Ｃ大调的 Ａ段和一个ｃ小

调的缓慢田园风格的Ｂ段组成。在开始几小节中，两手快速地交叉弹奏，

使人联想起羽管键琴家，特别是多·斯卡拉蒂的演奏技巧。这段音乐是全

音阶的，色彩光亮，具有男性及开朗的性格。中段突然转变为半音化的音

乐，使人产生一种振奋的效果，而且和前一乐章构成一种很好的对比。

Ｂ段柔和、缓慢一些，但是却带有一种“辛辣的怪味”，颇具刺激性。

整个乐曲具有德彪西早期组曲的那种性质，但却具有德彪西所缺乏

的那种雄伟的气魄。

第五乐章《小步舞曲》，Ｇ 大调，３／４，“中庸的快板”，复 三 部 曲 式，是

为纪念让·德雷菲斯而作的。

这首小步舞曲单纯而朴实无华，具有一种古朴、高雅的性格与作曲

家自己的《古代小步舞曲》颇为相似。但从结构、调式和声以及古典音乐

的平衡、分句上来看，却又与《小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极相近似。

乐曲的中段不是三声中部，而是一首风笛舞曲。这是由连串的三和

弦以及一个持续声部所构成的一个乐段，与作曲家本人的《高贵与多情

的圆 舞 曲》中 的 一 个 曲 调 极 相 类 似，最 后 一 段 是 两 首 舞 曲 交 织 的 再 现。

乐曲终止的内声部中有一个双重颤音，十分别致。

最后一个乐章是《托卡塔》，ｃ小调，２／４，“活跃的”。这个乐章以辉煌

的技巧而称著，具有李斯特的风格，堪与作曲家的最深奥的钢琴曲《水的

嬉戏》和《斯卡博》媲美。但尽管技巧艰深，旋律线条始终十分清晰，织体

简单，而且也十分钢琴化。这首乐曲是作曲家呈献给法国著名钢琴家玛

格丽特·朗夫人的丈夫约瑟夫·德·马利亚夫队长的。

（三）

１９１９年，拉威尔将此曲改编为管弦乐组曲时，只取用其中的四段，而

且为了获得生动、有力的结束，他将乐章原来的次序也作了更动，排列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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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曲》、《福尔兰那舞曲》、《小步舞曲》和《利戈顿舞曲》。音乐上也作了

一些订正，增加了许多钢琴原作中所未有的波音、泛音等，而且在个别地方

对和声也作了一些更改。

《库泊兰的坟墓》的乐队组曲采用的是木管乐器、圆号、小号、竖琴及

弦乐组的乐队编制。配器 十 分 别 致 而 卓 有 成 效。旋 律 的 素 材 基 本 上 分

布在木管与弦乐上，铜管乐器只是偶尔提供一点色彩而已。

原载《音乐艺术》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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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的舞剧

《三角帽》

　　他将本 国 的 传 统 通 俗 音 乐 作 为 自 己 风 格 的 基

础。

———唐　斯

《三角帽》（ＥｌＳｏｍｂｒｅｒｏｄｅｔｒｅｓＰｉｃｏｓ）是 西 班 牙 著 名 诗 人 阿 拉 贡

（Ｐｅｄｒ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ｄｅＡｌａｒｃｏｎ）撰写的一篇风趣横溢的故事。在这故事里，

有一个年老而好色的省长，爱戴三角帽，故事因此而得名。这个故事后

来被改编成了一部舞剧。

２０世纪初，俄罗斯艺术家迪阿吉列夫（ＳｅｒｇｅｙＰａｖｌｏｖｉｔｃｈＤｉａｇｈｉｌｅｖ

１８７２—１９２９）领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红极一时。但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期（１８１４—１８１８）迪阿吉列夫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远离巴黎，到

瑞士及西班牙去避难。在西班牙，他碰到了著名作曲家法拉（Ｍａｎｕｅｌｄｅ

Ｆａｌｌａ１８７６—１９４６）。法拉 就 给 他 演 奏 了 新 创 作 的 一 部 哑 剧 的 片 段。这

哑剧就是剧作家西艾拉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Ｓｉｅｒｒａ）根 据 阿 拉 贡 的《三 角 帽》改 编

的，曾在马德里的爱斯拉瓦剧院（ＴｅａｔｒｏＥｓｌａｖｅ）演 出 过，但 是 因 为 只 有

两个片段，显得十分单薄。说来也巧，当时迪阿吉列夫正迫切地希望创

作一部包容所有西班牙艺术的真正的西班牙舞剧，于是建议法拉改写总

谱以适应大型舞剧之需。为了能充分渲染西班牙的情调及色彩，迪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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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法拉及舞蹈编导马西纳 （ＬｅｏｎｉｄｅＭａｓｓｉｎｅ）三人结伴，走访了安德

鲁西亚 （Ａｎｄａｌｕｓｉａ）绚丽多彩 的 偏 僻 村 落。有 一 天 晚 上，当 他 们 在 街 上

溜达时，意外地碰到一位盲女歌手。这位歌手用一架破吉他伴奏，为他

们演唱了一首当地的民歌，法拉十分满意，就将它用在舞剧之中。马西

纳也从一个名叫弗立克斯 （Ｆｅｌｉｘ）的吉卜赛舞蹈家那里学了不少西班牙

舞蹈的知识。为了使舞剧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风味，迪阿吉列夫还特地聘

请了西班牙的绘画大师毕加索（ＰａｂｌｏＰｉｃａｓｓｏ）为舞剧设计布景及服装。

虽然毕加索的设计不多，但异常艳丽的淡粉红色、白色、蓝色和灰色的服

装紧紧抓住了“西班牙农村最通常的色彩特点”。

这部舞 剧 于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２日，在 著 名 指 挥 家 安 瑟 梅 特 （Ｅｒｎｅｓｔ

Ａｎｓｅｒｍｅｔ）指挥下，在 伦 敦 的 阿 尔 罕 伯 拉 剧 院 举 行 首 演，取 得 极 大 的 成

功。它跟迪阿吉列夫所有最优秀的创造一样，是一个熔音乐、戏剧、舞蹈

与舞台美术于一炉的综合体。但是其中令人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法拉的

总谱———２０世纪初期舞剧历史中的一部不朽杰作！

下面看看舞剧的剧情。

开幕前，一阵喔喔的叫声和强烈的鼓掌声，揭开了磨坊主房子的外

景。舞台后部 是 一 个 牌 楼，穿 过 牌 楼 可 以 看 到 一 座 小 桥。房 间 内 的 墙

上，有一个鸟笼和一支滑膛枪挂在托架上。

这时，磨坊主站在房外，三个人背了几口袋谷物前 来 求 磨。他 们 走

后，磨坊主爱调情的妻子走了进来。他们一起跳了一会儿舞，似乎心情

非常愉快，然后他们一起走到井边打水。正当磨坊主打水的时候，他的

妻子两眼直盯着小桥边的一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小伙子在放风筝，眼

盯着女主人，并且飞了一个吻给她。磨坊主一看就上了火，冲上前去，撵

走了他。

正好这时省长与他妻子坐着轿子，由一个警官卫队簇拥着浩浩荡荡

地开了过来。省长虽老朽，但却好色。他向着磨坊主的妻子扔了一块手

绢。磨坊主的妻子行了一个屈膝礼，拾起那块手绢，还给了省长。队 伍

就这样过去了。不久，这位省长一个人回来寻找磨坊主的妻子。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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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并不表示反感，却用一串葡萄戏弄他，逗得他东倒西歪，跌到地下，

喘息不止。这时磨坊主回来了，见状大笑不止。省长这时大为恼 火，一

边进行恐吓，一边鬼鬼祟祟地溜走了。磨坊主和他的妻子欢欢喜喜地进

了屋，高兴地跳了一段方丹戈舞（ｆａｎｄａｎｇｏ）。

这时，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挤在广场上，他们边打闹、边喝酒、边跳舞，

好像逢到喜庆的节日一样欢乐。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警官来了，

带来了省长抓捕磨坊主的逮捕令，他们把悲痛的妻子推到一旁，抓了磨

坊主就走。村民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舞台上只留下磨

坊主的妻子一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当她听到一声杜鹃的啼叫———在风

俗里，这是负了心的丈夫的标志———她气得大跺其脚，绝 望 地 摔 倒 在 地

上。

正在这时，省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正在找磨 坊 主 的 妻 子。磨

坊主的妻子见状害怕极了。她为了躲避他，匆匆地跑上了桥顶。哪知省

长紧追而去，不料将斗篷丢在了地上。他置之不顾，直冲桥顶而 去。当

他到达桥顶时，磨坊主的妻子顺势猛烈一推，将他推出桥杆掉到了河里。

磨坊主的妻子失声大笑，随后就拔腿逃跑了。

省长好不容易爬上了岸，认识到自己上了年纪，不能与年轻人相比，

气呼呼地走进磨坊主的房子，休息去了。正在这时，磨坊主从监狱里逃

了回来。他跨过小桥，直奔家去。正好在小桥边看到了省长的斗 篷，他

感到事情不妙，立即抓住斗篷，直奔家去，发现了这位愁眉苦脸的省长，

戴了一顶自 己 的 兜 帽，显 得 十 分 古 怪、滑 稽。于 是 磨 坊 主 蓄 意 侮 辱 他。

他用 斗 牛 士 的 挑 逗 动 作 来 挑 逗 他，在 墙 上 画 了 一 张 拙 劣 的 漫 画 来 讽 刺

他，然后翻墙逃跑了。这时更糟的事出现了：警官为了追捕逃犯，一下子

冲进了磨坊主的屋子。当他们看到墙角里躲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而

且穿着磨坊主的衣服，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拖了出去，狠狠地揍了一

通。说来也巧，正好这时磨坊主的妻子赶了回来，她看到丈夫挨揍，心急

火燎地上去阻拦。可是，这时磨坊主与他的朋友正好从外面回来，磨坊

主的妻子一看这情景，立刻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泄气的省长赶紧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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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警官把他 从 这 个 倒 霉 的 地 方 带 走，免 得 丢 人 现 眼。警 官 一 听 大 吃 一

惊，原来他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

村民们渐渐集合起来，跳起了欢快的霍塔舞曲 （Ｊｏｔａ），他们还将省

长的模拟像抛到空中，庆祝这个可怜的“暴君”的可悲下场！

由于舞剧创作的成功，法拉将舞剧中的三首主要舞曲编成一部管弦

乐的组曲，目前经常在音乐会中演出。

第一曲《乡邻》，不太快的快板，Ｄ大调，３／４。

乐曲唤起了一种节日情景的气氛，以描写圣约翰节前夕，乡亲们聚

集在磨坊主屋前尽情歌舞的欢乐情景。

第二曲《磨坊主之舞》，很有节制地，沉重有力而富有节奏性地，Ｃ大

调，３／４。

这是一首具有强烈节奏的典型的安德鲁西亚风格的舞曲，它刻画了

磨坊主粗俗而直率、带有一种忧郁色彩的性格。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图

里那 （ＪｏａｑｕｉｎＴｕｒｉｎａ）认为这首舞曲“似乎是一种典型的南方艺术”。

第三曲《收场舞曲》，节奏强烈的快板，３／４。

这是一首三拍子的霍塔舞曲。它变换了气氛和节奏，一鼓作气地冲

向一个光辉的结尾。

此文原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５５年星期音乐会播出而作。



６６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巴托克的艺术与他的不朽杰作

　《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音乐》

　　……在于所有不同因素的最均衡的融合。

———巴托克

在现代人的认识中，科学与艺术通常总是对立、矛 盾 的。在 人 们 的

意识里———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经典哲学的影响与渗透———经常牢固地

镌刻了一种观念：科学是理性的、客观的，着重于逻辑思维；而艺术则是

感性的、主观的，专注于形象思维，两者具有极大的差异，是不可协调和

难以融合的。但是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学与艺术是浑然一

体的。要不是１５４３年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说”问世，就不会引

起自然科学、神学与哲学的分化；要不是１７５０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将

人的 认 识 区 分 为 感 性 认 识 与 理 性 认 识，就 不 会 形 成 艺 术 与 科 学 间 的 断

裂；要不是１８２９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学”理论的出现，就不会出现艺

术与科学间的巨大鸿沟。但不论理论如何完善与精辟，艺术与科学间的

分化与断 裂———不 论 从 实 质 上，还 是 从 现 象 上 看———从 来 都 不 是 绝 对

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大师达·芬奇、德国诗圣歌德以及法国百科全

书派 的 大 师 如 狄 德 罗 等 在 艺 术 及 科 学 方 面 的 造 诣，正 可 以 作 为 这 种 明

证。直至２０世纪，在音乐艺术方面仍然出现了这样的奇才，这就是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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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匈牙利音乐家贝拉·巴托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

贝拉·巴托克（ＢｅｌａＢａｒｔｏ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是２０世纪初期国际乐坛上

“最富独创、最具影响”的三大作曲家之一，而且也是匈牙利的一位杰出

的科学家。他从艺术研究中获取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同时又总结自己的

科学成就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从世界各地搜集的３００００首民 歌 进

行研究，在民俗音乐学的领域里，开拓了“比较音乐学”这门新兴的学科。

同时，他又从科学研究的成果中衍化出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创作技法、

创作风格及创作灵感，在国际乐坛上显示出辉煌的成就。

巴托克的整个音乐生活及创作是植根于民间音乐的搜集与研究之

上的。他的旋律写作经常具有民歌风及原始性的特点，但很少直接采用

现成的民歌 曲 调。他 从 民 歌 中 抽 取 主 要 属 性，以 创 作 具 有 民 歌 风 的 旋

律，有时甚至采用一些具有强烈民间音乐性格的动机，从而衍化成完整

的曲调；或是用同一动机营筑一部多乐章的大型作品。他惯用的节奏、

节拍也源自民间音乐，同时还以现代意识予以发展及组合，构成了他音

乐中复杂、多变的节拍、节奏：双重节拍、多重节拍、附加节奏、双重节奏、

多重节奏、非节拍节奏等，构成了他音乐的强烈动力。另外，他又发现东

欧的大部分民间音乐都属于调式体系，而不归属于西洋传统的大、小调

体系，为了适应这类音乐的需要，他创造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和声体系，通

常称为“音轴体系”。但是，巴托克不是一位民粹主义者，他不仅注意吸

收传统西洋音乐的珍贵遗产，也注意摄取音乐艺术中的各种最新成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在于所有不同因素的最均衡的融合”。

他曾自问：德彪西“影响了所有音乐家对和弦的感受力，他和向我们展示

了先进形式的贝多芬一样重要；他也和把我们带入对位法的高超境界的

巴赫一样重要。我总是问我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合三位大师为一体而创

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当代风格？”巴托克终于用他自己的智慧实现了

他的理想。

１９３６年，巴托克作客瑞士。瑞士指挥家保罗·扎赫尔对巴托克推崇

备至。他将自己的山区别墅提供给巴托克居住，并委托巴托克为他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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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塞尔室内乐团成立十周年创作一部作品。这时，巴托克５５岁，创作

正处于巅峰的时期，但不幸当时时局不宁，战云密布，法西斯势力日益嚣

张，巴托克的心情十分压抑。于是，他就将沉思、激情与奔放的感情灌注

其中，谱写了这部传世杰作———《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音乐》（Ｍｕｓｉｃｆｏｒ

Ｓｔｒｉｎｇｓ，Ｐｅｒｅ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ｌｅｓｔａ），为世界室内乐宝库添加了一颗璀璨的

明珠。

作品共有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平静的快板，８／８。这是一首结构精致、手法新颖、展示缓

慢的赋格曲。

赋格主题由四个短句组成，具有音域狭窄、移动平 稳、力 度 轻 微、色

彩黯淡的特点，宛如一种哭诉型的音乐。主题贯穿全曲，其他三个乐章

的主题都 由 此 衍 生 而 来。因此，这一特色也就确立了整个乐曲的风格。

一开始，主题由中提琴奏出：

接着，其他乐器相继以一上一下五度的调性连续奏出主题，逐渐向

两极作扇形的扩展，力量不断积聚，一直发展到主调 Ａ 的最远关系调ｂ

Ｅ为止，形成全曲的高潮，而这里正好是第５６小节，如按全曲８８小节来

计算，正好是黄金分割点，这真可谓是精确之极。

此后，音乐又以主题压缩的形式从降Ｅ调逆行返回 Ａ的调性。由于

赋格各声部都以不同的调性进入，以致出现了复杂的多调性结合，声部

的碰撞也愈演愈烈，给人以阴沉、压抑之感。

第二乐章，快板。这是一首舞曲风的奏鸣曲快板乐 章，音 乐 大 量 吸

收了 中 欧 民 间 音 乐 中 的 调 式 及 强 烈 的 节 奏 音 型，充 满 了 活 力 及 乐 观 情

绪，十分风趣幽默，可以说这是巴托克最优秀的诙谐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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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部主题由动机发展而成，与第一乐章主导动机有着密切的关联：

副部主题源自主部主题，由一对对位声部组成，性格活泼、跳跃，而

且篇幅也较长，创作手法也较为丰富，十分吸引人。

展开部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主部主题压缩的模仿。第二部

分全为拨奏，由主部主题素材构成。第三部分是一个赋格段，它积聚力

量，将音乐推向高潮。随后是一个再现部和一个结尾。

第三乐章，慢板。音乐恬静而深沉，具有巴托克独创的“夜乐”特色。

特别由于作曲家运用了各种乐器的特殊音色，如：定音鼓的滑奏，弦乐器

的笛声，钢片琴、竖琴及钢琴的刮奏，弦乐器的震音等等，描绘了神秘朦

胧、凉风习习 的 夜 景，诗 意 盎 然，情 意 深 沉。难 怪 汉 逊 要 称 它 是 巴 托 克

“夜乐”的一个极好的典范。乐曲用拱形曲式 ＡＢＣＤＣＢＡ写成。

乐章开始时，木琴在高音键上自由地作同音反复的独奏，然后又加

入了定音鼓滑音，揭开了夜的帷幕。接着，中提琴以独白形式奏出了一

个民间吟诵性格的主题。

Ｂ段则着意刻画神秘而朦胧的夜景，在连续震音、颤音及滑奏的背景

上，钢片琴和第一提琴奏出了一个与赋格主题近似的主题。

Ｃ段，４／４。尽为竖琴、钢琴及钢片琴的滑奏，形象单一，描绘风声大

作的情景。

Ｄ段，５／４拍子，这里出现一个“钟声”的新主题，经过复调的发展，掀

起了一个高潮。其后，Ｃ、Ｂ两段融合一起而再现。最后，乐章以 Ａ 段的

凄切音调及随之而来的木琴独奏而告一段落。

第四乐章，极快的快板，一首以近代手法谱写的古 老 回 旋 曲。在 这

里，作 曲 家 以 强 烈 的 民 族 音 乐 色 彩 及 欢 腾 的 情 绪 来 热 情 讴 歌 祖 国 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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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题因为运用调式音阶及热烈的切分节奏型，因此比前三乐章更具

民族音乐的色彩。

第一插段是两个反向进行的平行三度旋律。第二插段的主题 更 具

有鲜明的舞蹈性格：

第三插段先是两个平行声部的反向进行，然后各声部按半音向上递

升，同时各种乐器逐渐增加进来，音响越来越嘈杂，随后以大齐奏告一段

落。最后是一个宏大的尾声，各乐章的主题相继在这里显示，似乎是整

个乐曲的一个总结。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音乐》在保罗·扎赫尔指

挥下，于巴塞尔作首演，获得了舆论界的极高评价。他们认为这部作品

不仅是继“第四”“第五”弦乐四重奏之后有机发展的一个顶峰，同时也是

实现他艺术创作理想———将德彪西的优美色彩、贝多芬的结构形式及巴

赫的对位手法融为一体的一部伟大杰作。但是我想这是否也应该将它

看成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卓越的结晶呢？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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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主角·牺牲

　　舞剧《彼得鲁什卡》

　　所有的 集 市 市 场 及 所 有 乡 村 中 的 一 位 不 朽 而

可怜的英雄……

———斯特拉文斯基

１９１０年，俄罗斯芭蕾 舞 团 在 巴 黎 演 出 斯 特 拉 文 斯 基 （ＩｇｏｒＦｅｏｄｏｒ

ｏｖｉｃｈＳｔｒａｖｉｎｓｋｙ１８８２—１９７１）的《火鸟》，取得极大的成功，芭蕾舞团的总

裁迪阿济列夫立即找上斯特拉文斯基，要求他再创作一部部落的仪式性

舞剧———这就是日后的《春之祭》，斯特拉文斯基欣然 允 诺 了。但 是，当

斯特拉文斯基绞尽脑汁进行创作时，另一个迷人的乐思———一首钢琴与

乐队的《音 乐 会 曲》———也 浮 现 在 作 曲 家 的 脑 海 之 中。在 这 首《音 乐 会

曲》中，钢琴和乐队相互捉迷藏，钢琴在其中尽其可能地演奏各种新颖、

离奇的“恶作剧”。这段调皮的钢琴独奏音乐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想像中

不可思议地活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淘气的小木偶形象。迪阿济列夫到日

内瓦湖畔的克拉伦斯来拜访斯特拉文斯基，向他索取《春之祭》的总谱，

斯特拉文斯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将《音乐会曲》的手稿交给了他。迪

阿济列夫拿到乐谱，纳闷为什么斯特拉文斯基竟对舞剧毫无兴趣。幽默

的斯特拉文斯基胸有成竹一言不发，取过乐谱漫不经心地在钢琴上弹奏

起来。迪阿济列夫听了音乐，又听了斯特拉文斯基对木偶的设想，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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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无以名状，他逼着斯特拉文斯基立刻用这音乐写出一部舞剧来。斯特

拉文斯基随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设想，然后两人就在一起琢磨，写出了

这部新舞剧的场次和剧情梗概。这部新舞剧的全称就叫“四场滑稽讽刺

舞剧《彼得鲁什卡》（Ｐｅｔｒｕｓｈｋａ）”。

经过斯特拉文 斯 基 几 个 月 的 艰 苦 劳 动，《彼 得 鲁 什 卡》终 于 在１９１１
年５月２６日———斯特 拉 文 斯 基２９岁 生 日 的 前 几 个 星 期———完 成 于 罗

马。舞剧的台本由斯特拉 文 斯 基 与 画 家 贝 努 瓦 合 作 写 成。作 曲 家 把 总

谱呈献给贝努瓦，由舞蹈大师米夏尔·福金编舞。６月１３日，整个舞剧

由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小城堡剧院作首次公演。

舞剧演出 的 成 功，促 使 斯 特 拉 文 斯 基 把 音 乐 改 编 为“芭 蕾 组 曲”。

１９１４年３月１日在巴黎首次公演。

《彼得鲁什卡》是通过木偶彼得鲁什卡（俄罗斯农民对彼得的昵称）

来表现纯洁的人被邪恶者欺压玩弄而毁灭的悲剧。在使人激奋的狂欢

节情景里，音乐并不只是单纯地制造气氛和描绘情景，而是用带着一定

深度的心理和哲理的描绘来揭示人类社会的矛盾。

第一幕 《狂欢节》

第一段《狂欢节时人们的游乐》。这个乐章描绘欢腾、喧闹、如 醉 似

狂、尽情歌舞的狂欢节场景。一开始，尖声刺耳的长笛像街上的叫卖声。

四只独奏大提琴像醉汉一样高歌呓语。接着两组乐器分别以快速的十

六分音符与长颤音汇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熙熙攘

攘的节日街头的喧闹气氛。这时乐队奏出表现“一群醉汉边舞边过”的

情景的俄罗斯曲调。在再次出现的长笛叫喊声中，单簧管模仿手风琴的

音响，奏出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秋风秋雨的黄昏》，这就表现了总谱

文字说明中标注的：“人群中出现了流浪的手风琴艺人及街头卖艺的女

舞伎”的情景。在长笛三拍子舞曲的伴奏中，“卖艺舞蹈演员婆娑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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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角铁打着拍子”。这时，“舞台另一头的八音箱里的音乐开始演奏”，

“另一位卖艺舞伎也翩翩起舞”。突然，“流浪艺人及八音箱戛然而止，出

现在舞台上的魔术师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乐队重又奏出前面那喧

闹、杂乱的街头情景和更为热烈的音乐，但不久又为一阵猛烈的击鼓声

所打断，这是“两位鼓手站在戏院门口，以招揽观众”。最后，在一个强烈

的全奏和弦声中，“魔术师从小剧院里走了出来”。

第二段《魔术师的把戏》。单 簧 管 和 大 管 奏 出 一 段 富 有 神 秘 色 彩 的

音乐，把人带进了一种魔幻的境界。为了迷惑和吸引观众，“魔术师吹起

了长笛”，华彩的音乐虽然简单，朴素，却很有诱惑力，并逗人发笑。“小

剧院的幕布揭 开 了，出 现 了 三 个 木 偶：彼 得 鲁 什 卡、摩 尔 人 及 芭 蕾 女 演

员”。在神秘的音乐中，竖琴的上滑音后突然出现了三个尖锐的短笛声，
这是“魔术师用长笛点触木偶，木偶变活了”。

第三段《俄罗斯舞》。全部 的 管 乐 和 钢 琴 爆 发 出 一 股 节 奏 严 谨 而 情

绪热烈的俄罗斯舞曲音乐来：

“彼得鲁什卡、摩 尔 人 和 芭 蕾 女 演 员 友 好 地 跳 起 舞 来，观 众 目 瞪 口

呆，感到惊讶。”这首急速的舞曲活泼跳跃，热情洋溢。钢 琴、竖 琴、木 琴

在里面活蹦乱跳，给人造成一种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感觉。舞曲的中

段，略为妩媚而多情。整个舞曲在两个嘹亮的全奏和弦中结束。在舞台

转暗时，单簧管和双簧管以尖锐的二度音奏出两个短句，预示着彼得鲁

什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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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在彼得鲁什卡家里》

“幕启时，彼得鲁什卡的房门忽然打开了，不知是谁，粗鲁地把 他 从

房里一脚踢了出去，他倒下了，房门随之‘嘭’地关上了。”乐曲先后出现

阴森 可 怖 的 军 号 型 的 动 机 和 长 音，表 示 彼 得 鲁 什 卡 的 惨 叫 与 沉 痛 的 呻

吟。然后单簧管吹奏出古怪而忧郁的音乐。这就是彼得鲁什卡的主题：

为了表 现 他 既 是 人，又 是 木 偶 的 双 重 性 格，和 声 上 采 用 了 复 合 和

弦———现代音乐中有名的“彼得鲁什卡和弦”。钢琴和单簧管发展了这个

主题，好像他被关在房内绝望地敲着墙壁。突然，他对着墙上魔术师的肖

像，挥拳咒骂踢他一脚的人。这是由加弱音器的独奏小号，凶狠地吹出的

“彼得鲁什卡的咒语”。在他平静后，在独奏钢琴的轻盈、飘逸的音乐声中，
爆发出一种无可抑制的感情，但显得十分粗野。当芭蕾舞女演员很不愉快

地离去后，重新引起彼得鲁什卡的沮丧。又出现了彼得鲁什卡的咒语动

机，他绝望地在房内奔跑，最后敲破墙壁而逃，不知去向。

第三幕《摩尔人的房间》

第一段《摩尔人之舞》。摩 尔 人 的 住 房 具 有 一 种 东 方 色 彩 的 奢 侈 气

氛。音乐以一种粗野而古怪的四度与五度来予以表现。接着，单簧管与

低音单簧管齐奏出一个三拍子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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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人按照这单调平庸的音乐，独自跳着舞蹈。音 乐 一 再 反 复，显

得心神恍惚：他肯定在等候什么人。

第二段《芭蕾女演员之舞》。在一阵小鼓声中，芭蕾舞女演员进了房

间，手里握着一支短号。就在这短号鄙俗的曲调声中女演员婆娑起舞，

摩尔人见了非常愉快，乐曲最后一段下行十六分音符的琶音短句，表示

了摩尔人的赞赏。

第三段《芭蕾女演员和 摩 尔 人 的 圆 舞 曲》。短 号 与 长 笛 的 圆 舞 曲 曲

调，逗得芭蕾女演员跳起了一个天真无邪的舞蹈：

摩尔人被她迷住了。音乐变成类似兰纳的维也纳圆舞曲的风格，摩

尔人按捺不住，也跳了起来。但是，他笨拙得连三拍子的舞步也踩不上，

因此，就出现了一段怪诞的音乐：长笛和竖琴奏着３／４拍子的圆舞曲曲

调，而英国管、大提琴等则用原来摩尔人２／４拍子的舞蹈曲调。突然，舞

曲停止了。远处传来了彼 得 鲁 什 卡 的 动 机。音 乐 豁 然 响 亮 起 来，“彼 得

鲁什卡出现了”，音乐开始混乱而紧张起来，原来“摩尔人与彼得鲁什卡

争吵，芭蕾女演员昏厥了”，他俩大打出手，最后“摩尔人推走了彼得鲁什

卡”。

第四幕《马斯林节的傍晚》

第一段，开场时群众场面的喧闹音乐又响起了。整个乐队以流动不

息的音符、变化多端的节奏及巨大的音量来描绘出一幅狂欢节傍晚的生

动图画。

第二段《村妇的舞蹈》。在欢乐的人群中，走出了几个肥胖的 村 妇，

她们随着热情洋溢的俄罗斯民歌《沿着彼得大街》的舞曲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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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起了雄健的俄罗斯舞蹈。整个音乐如醉似狂，热烈到了顶点。这 时，

弦乐上出现一个下行半音阶：一个“农民牵了一头狗熊入场”，狗熊在短

笛古怪的曲调伴奏下，笨重地用后足立起走路。但很快，“农民带着狗熊

远走”，群众又恢复了他们的狂欢场面。接着，整个弦乐组奏出了一个强

烈的顿音曲调，这是“肥头大耳的商人带着两个吉卜赛女人闯入，在狂喜

中，他向人群掷去一把把的纸币”。人们大乱。这时，双簧管等吹出了一

个短小的乐句，而整个弦乐则奏着一种三角琴式的快速弹拨乐，这是“商

人拉起手风琴，吉卜赛姑娘在跳舞的欢乐情景。不久，姑娘厌倦了，于是

商人从情绪高昂的人群中把她们带走了”。

第三段《马车夫与马夫之舞》。在瞬间的平静后，乐曲以沉重而刻板

的节奏，连续不断地响着。一群马车夫和马夫，以他们滞重的踢踏舞的

舞步冲进了人群。小号等断断续续吹出了舞曲旋律的短句，逐渐推动了

舞蹈情绪的攀升，村妇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拥而入，也参加到舞蹈

中来；歌唱般的旋律和马车夫的舞曲节奏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兴奋、热

烈。最后舞蹈像旋风般地达到了高潮。

第四段《化装舞会与结尾》。刹那间，一阵铃鼓声响，一群戴着 山 羊

和猪的假面的舞蹈者冲了进来，音乐更为强烈而刺激，一种跳跃的铜管

对比乐句，描绘了“假面魔鬼和人们一起跳舞”的可怖的景象。接着第一

小提琴以跳动的、连续装饰音的乐句，表现了“山羊和猪的假面人间的谈

笑”。后来“剩余的人全都参加了化装舞会”，整个乐队的音响似乎要爆

炸了，一切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中，“谁也没顾到小剧院中传出来的呼喊

声———彼得鲁什卡的惨叫。舞蹈停止了。彼得鲁什卡从剧院中冲出，摩

尔人及芭 蕾 女 演 员 在 后 面 猛 追，竭 力 要 抓 住 他”。整 个 音 乐 跳 动 不 安。

突然在急剧下降的弦乐半音阶的后面出现了一个特强的高音，“疯狂的

摩尔人用自己的马刀击中了彼得鲁什卡的头颅，他摔倒在地上”。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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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缓板，中提琴的长颤音和高音上的泛音，表示群众聚拢来，“围看彼

得鲁什卡”，他有气无力地在呻吟。在提琴的颤音的背景上，单簧管吹出

了一个悲哀的乐句，表示“他含恨死去”。跟着，“警察前来逮捕魔术师”。

大管上的低沉的脚步声，表示“魔术师来到，他举起彼得鲁什卡的尸体”，

向群众保证彼得鲁什卡仅仅是一个木渣和锯屑制成的木偶。“群众渐渐

走开了”，“魔术师孑然一人留在舞台上，他拖着彼得鲁什卡的尸体，走向

小剧院”。一切都是如此地凄切、宁静。但突然，独奏小号上又出现了活

跃的彼得鲁什卡主题：原来，“小剧院的上空出现了彼得鲁什卡的鬼影，

他对着魔术师伸出他的长鼻进行恫吓”。魔术师恐惧地丢下手中拿着的

彼得鲁什卡的木偶，害怕地回头一顾，立即匆匆地走开了。偌大的一部

舞剧最后在几个轻微的弦乐拨弦中宣告结束。但那浓郁的神秘气氛却

依然笼罩整个舞台，久久不能消散。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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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恩的“简洁”风格

与他的《交响曲》

　　剥去一切直到它最本质的要素。

———莱波维茨

一位作曲家一生中只写下篇幅奇小的３１部作品，其中最“伟大”的

不过演奏了１５分钟，而最短小的只演奏了１５秒钟，３１部作品加在一起

演奏还不足３个小时，这是一件何其不起眼的事呀！何况此人生前默默

无闻，生活潦倒；死时更为悲惨，被占领军的一颗无情子弹所误杀，就像

遗弃街边的一具婴尸，没有引起丝毫震动。这样的一位作曲家怎能在世

上留下痕迹呢？但韦伯恩（ＡｎｔｏｎｖｏｎＷｅｂｅｒｎ１８８３—１９４５）留下了。韦

伯恩是勋伯格的杰出的弟子、新维也纳乐派的成员之一。他的作品从不

反映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也不添加任何无聊的标题，更不作任何感情

渲染，一切强调理性的原则。他将音乐简化到只剩下基本的要素，弃尽

了种种传统的和声概念，而将许多孤立的音乐组件，按复杂的对位和节

奏型的原则进行排列，集中表现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幅度之内，这样使他

作品的结构显得特别严密紧凑，音乐也特别纯净。他在十二音技法的应

用上也极尽简洁之能事，不仅在音高结构中采用序列形式，而且在音色、

节奏、织体、力度、休止等方面也讲究序列原则。有时他将一个音列分割

为若干微型序列作为原型，再以逆行、倒影、逆行倒影等多种方式加以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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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时以严格的卡农形式对序列作移位处理，应用的材料十分简单，

结构极为严密，而内涵却极其丰富，充分显示了高度简练与“浓缩”的创

作风格。韦伯恩的这种成就震惊了整个乐坛，同时也震惊了２０世纪伟

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斯氏５０年代的许多作品都受到韦伯

恩的深刻影响。无怪乎他在１９５８年竟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韦伯

恩对我来说意味着音乐上的真理，我毫不犹豫地置身于他那尚未成为正

宗艺术的‘缪斯’的仁慈荫庇之下。”

在韦伯恩的作品中，较能突出体现他简洁、浓缩风格特征的作品，恐

怕要数１９２８年创作的《交响曲》了，这部作品采用室内乐编制，由九件不

同的乐器演奏。这是他采用十二音技法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极具独

创性，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欧音乐。

这部作品的简洁、浓缩主要体现在音列的设计。韦伯恩采用了以对

位设计方式构成的一个惊人对称结构的音列，是纯“一元论”的，也是韦

伯恩序列思维中高度性格化的体现。音列的原型由两个从属的六音组

构成，后六音组是前六音组的增四度逆行移位。前后两个六音组中，对

称的各音之间，均保持着三全音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十二音技法中，一

个音列通常可有四种表现形式：原型、倒影、逆行及倒影逆行。一个音列

如在１２个半音上各移位出现一次，即可获得４８个移位的音列。但韦伯

恩的设计十分奥妙，他使音列的本身即包含了原型及逆行两种形式。这

样，通常一个音列需用四种形式体现，现在只需两次就能体现了。同样，

移位的音列数原为４８个，而目前也必然减半成为２４个了。这样的写法

实际上就是一种“浓缩”的体现。另外，韦伯恩在作品中经常运用几个音

为基础构成一段音乐，同时还采用了许多重叠与连锁的方法来连接前后

两个音列，这就是说前一音列的第１１、１２音，正好是后一音列的第１、２
音，这样音乐又进一步简洁、浓缩，而结构上也更为坚实了。因为音列是

构成十二音音乐的主体，因此音列的设计就必然强烈地影响到整个作品

的构成。因此，这样的音列设计必然体现出简洁、浓缩的风格特征。

《交响曲》只含两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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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平静地进行，２／２拍子。这乐章虽名为以稍加改变的奏鸣

曲式写成，但实际上却是一首对称型二部结构的乐曲，而且采用复调手

法写作。２０年代，韦伯恩参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曲家海涅克·伊

萨克（约１４５０—１５１７）作品的编纂工作。这一工作深深地影响了他的音

乐思维，他从１５、１６世纪的声乐复调的技巧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渐渐

地应用到他的作品中去。在 第 一 乐 章 中 就 有 强 烈 的 反 映。呈 示 部 就 是

用倒影的双重卡农写成的。而其中的第二卡农尤为特殊，它运用大量的

休止符，造成音列中各音间的断裂，以致产生一种短促、模糊而断断续续

的效果。可是，从两个卡农声部的整体结构来看，音符与休止符在两个

旋律的流动中互为补充，犹如镶嵌艺术一般，这样使复杂的声部写作保

持了一种透明的织体，相反使两个声部的显示变得更为清晰，这真可谓

是绝妙的一招。另外，旋律中的每个音都由一种不同的乐器奏出，犹如

印象派绘画中的点彩画法一样，构成了一种所谓的“音色旋律”，使音乐

的表现更为新颖、别致。

展开部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而后者又是前者的一个逆行卡农。再现

部仍然是一个倒影的双重卡农。所用音列同呈示部，但音域、音色、节奏

等都有所变化。作曲家所以在乐曲中广泛地运用对位的手法，主要是为

求得结构的严密、集中与紧凑。

第二乐章，变奏曲。十分安静地，２／４拍子。这一乐章由主题、七个

变奏及尾声组成。主题长十一小节，分为前后两部分，后者也为前者在

增四度上的一个逆行的移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七个变奏之间也构成

了逆行的进行。变奏Ｉ与Ⅶ是逆行的双重卡依；变奏Ⅱ与Ⅵ是三重奏；变

奏Ⅲ与 Ｖ为两声部的逆行卡农；变奏Ⅳ是全部变奏的中心，调节了向前

与向后的运动。这样的结构构成了一个总体的逆行进行，使全曲趋于紧

凑。

韦伯恩的《交响曲》虽说是力求简洁、紧凑，但乍听时，经常会获得一

种绝对混乱的印象。因为休止符过多，形成一种时断时续、零零散散的

感觉，难以捉摸。但只要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聆听，原来一片混乱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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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就会逐渐明朗、清晰起来，继而获得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有组织的

印象，到此，就会确实感受到韦伯恩音乐的简洁与“浓缩”了。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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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的探索者———现代作曲家

　埃德加·瓦雷斯及其创作

　　在其他人仍然在区别乐音与噪音的时候，瓦雷

斯却已进入了音响世界的本身……

———约翰·凯奇

音乐是由乐音组成的，这应该说是人所共知之事。可 是，随 着 时 间

的迁移，时代的飞速前进，音乐家们在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之后，认识出

现了新的飞跃与突破，他们提出：“音乐是否只应用乐音写成？”“自然的

音响不是有时也很迷人吗？”“噪音不是有时也具有强烈的表现力与浓郁

的感情色彩吗？”……一系列新的疑问的提出使音乐构成的传统理论受

到了有力的冲击。有人认为：凡是听觉可以感觉到的一切声音、音响甚

至噪音都可以构成音乐的因素。如果真的做到这步，音乐的材料岂不就

更为丰富，音乐的天地岂不就更为广阔了吗？这是一个多么新颖而大胆

的设想与构思啊！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是１９世纪末的一位美国作曲

家、先锋派 音 乐 的 先 驱 者———埃 德 加·瓦 雷 斯（ＥｄｇａｒｄＶａｒｅｓｅ１８８３—

１９６５）。

瓦雷斯并不是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他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出 生 于 巴

黎，早年在意大利生活。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他接受

过工程师的训练并且获得了学位。１９００年他在意大利都灵音乐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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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与对位，两年以后去巴黎天主教歌唱学校深造，跟随著名作曲家丹

第、卢塞 尔 学 习，后 来 又 到 巴 黎 音 乐 院 的 韦 多 尔 教 授 的 大 师 班 学 习。

１９０９年，他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专门演唱古老音乐的合唱团。同时结识了

理查·施特劳斯与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布索尼，在创作思想上受到他

们很大的影响。１９１６年到美国后，他就开始致力于近代音乐的推广及创

作。首先，他在纽约市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专门演奏近代音乐。令 他

十分吃惊的是，在 这 个 伟 大、先 进 的 国 家 中，竟 然 找 不 到 现 代 音 乐 的 听

众。为此，１９２１年他与查尔采多创立了国际作曲家协会，目的在于演出

与宣传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在协会成立的六年中，经过他们的努力，演

出了１４个国家的６５位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勋伯格的《月光下的波

埃罗》（ＰｉｅｒｒｏｔＬｕｎａｉｒｅ）、斯特拉文斯基的《婚礼》（ＴｈｅＷｅｄｄｉｎｇ）等作品

的美国初演以及威伯恩、贝尔格、查维斯、拉格拉斯、考威尔等人的作品。

这一工作对在美国人民中普及、推广现代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与

倡导现代音乐相比，更重要的当是他自己的创作了。

瓦雷斯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根据“当代世

界上最有影响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说法，瓦雷斯理论的建立“是

由承认所有听觉可以感到的声音都是正常的音乐材料这一概念产生出

来的”，“他第一个把噪音引进音乐，也就是２０世纪的音乐之中”，他把音

乐看成是“有组织的音响”，而且他认为要扩大音响的来源，音乐家必须

争取与 科 学 家 及 工 程 师 的 合 作。这 样，他 又 把 音 乐 称 之 为“艺 术—科

学”。对于自己，他说：“不要称我作曲家，称我是节奏、共鸣及音色的工

程师好了。”由于这种理论的建立，传统的音乐创作概念及方法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为了寻求、构思新的音响，他一生都埋头于音响的实验之中。

１９２２年，他的第一部探索性作品《阿美利加》（Ａｍｅｒｉｑｕｅｓ）问世。这是一

部用大型乐队演奏的交响诗，在这部作品里，他还采用了警报器，产生的

音响十分奇特。他认为这是一个“发现———大地、太空或 是 人 类 心 灵 的

新世界———的信号”。１９２３年，另一部作品《双棱镜》（Ｈｙｐｅｒｐｒｉｓｍ）问世。

这首曲子是由用两支木管、七支铜管和十六件“喧闹”的打击乐器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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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室内乐队演奏的，在这里，他尝试着用音块的移动来替代了线状对位。

他声称这 个 曲 名“具 有 几 何 的 含 义———包 含 了 一 种 第 四 空 间 的 意 思”。

１９２４年，他创作了《八棱体》（Ｏｃｔａｎｄｒｅ）。这是采用七件管乐器与一把低

音提琴写成的乐曲，奏出的音响极为刺耳与不协和，犹如工厂里的汽笛

声。这首乐曲最足以说明他在正规乐器上使用非传统的演奏法以及曲

式新概念上所作的成功的实验。１９２５年，他又谱写了一首用长笛、单簧

管、双簧管、圆号、小号、长号，与一组节奏极为复杂的打击乐器演奏的乐

曲《积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ｅｓ）。这首曲子不用弦乐，奏出的效果极像大城市里各

种嘈杂的噪音。这是一种“晶体”型的音乐作品。所谓“晶体”就是基本

的音响材料不变，而只是在各种成分之间发生变换，这也是他的一种新

实验。那几年 中 他 最 大 胆 的 一 部 作 品 要 算 是《奥 秘》（Ａｒｃａｎｅ）了，这 是

１９２７年在纽约沙利文街的家中完成的。作品采用五管编制的乐队再加

上六个定音鼓及六种打击乐器，由１２０人演奏，规模空前庞大。乐曲以

一个十一音组成的“固定乐思”为基础，采用帕萨卡里亚舞曲的风格，对

固定乐思在旋律、节奏、配器上加以变奏，使它产生出五花八门的各种音

响。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这部作品由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费城交响乐团作首

演，受到音乐界的好评，称之为“２０年代最大胆的作品之一”。

到３０年代，他的实验还在继续之中。他的《密度２１．５》（Ｄｅｎｓｉｔｙ２１．５）

就是专为一支特制的白金长笛而谱写的独奏曲。２１．５就是指白金的密

度。另外，为了追求新的音响，他在《赤道仪》（Ｅｃｕａｔｏｒｉａｌ）一曲中，使用了

两架早期电子琴“泰 勒 明”。在 这 阶 段 中，最 有 名 的 曲 子 当 推《电 离 子》

（Ｉ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这部作品是为３５种不同的打击及摩擦乐器而谱写的。乐

器分为三组，一组是有明确音高的，其中包括排钟、钢片琴、钢琴等。第

二组是没有明 确 音 高 的，例 如 各 类 的 鼓、钗、锣、三 角 铁、敲 板、梆 子、响

板、铃鼓、两个 铁 砧 以 及 一 批 外 来 乐 器 如 西 印 度 的 邦 戈 鼓、古 巴 的 嘎 啰

筒、沙槌、响棒和一个牛铃。第三组是能发出长音的乐器，其中有两个汽

笛及一个能发出狮吼的乐器。他非常巧妙地将各种噪音按照—定 的 关

系编排起来，类似合唱队中的分声部那样形成很多音响的层次，按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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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办法，全部的打击乐器就可以构成它自身的和声与对位了。作品的演

出获得了好评，有人认为这是２０世纪打击乐曲的最早范例之一，也有人

称它是“电子音乐出现前的‘噪音音乐’中的一首典范作品”。实际上这

部作品确实预示了２０世纪音乐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为了探索新的音响，他除了苦思冥想，进行无穷的实验以外，还求助

于贝尔电话公司、古甘汉基金会等，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但未能如愿。

这样，到了１９３７年，他就停止了创作，原因是他对在常规乐器上寻求新

的音响已不再感兴趣。这种情况直到磁带录音机的出现并在社会上普

遍流传以后才改变。人们找到了录制、储存及改造各种声音的方法之后

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的音响世界，音乐的构成从明确音高的音响扩大

到任何音响，因为录音磁带可以使噪音音乐化，也可使音乐噪音化。因

此，可以说，电子音乐开辟了音乐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到这时，瓦雷斯才

获得了他过去一直在追求的广阔的音响资源，便立即采用电子音乐这一

新手段开始进行创作。

１９５４年，他在巴黎电子音乐工作室工作时，采用两种不同的音响：一

组是四个木管、十个铜管、一些打击乐器及一架钢琴组成的乐器音乐，另

一组是运用工业噪音为嘶嘶声、嘎嘎声、噗噗声、摩擦声、敲击声为基础

而制成的电子音乐，然后将两者合成在一起，创作了一部早期电子音乐

《荒漠》（Ｄéｓｅｒｔｓ）。根据作曲家本人所说，乐器各声部造成一种在空间运

动的感觉，跟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磁带上的电子音响则与远离

人类的宇宙空间相联系。作曲家以此来说明荒漠不仅是指沙漠、海洋、

大山、积雪等外界的物质上的荒芜，而且也是指内心空间的。这首曲子

是他首次尝试的电子音乐，是早期电子音乐中的一首名曲，它为２０世纪

电子音乐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１９５８年，荷兰菲利浦电器公司委托法国著名建筑师柯尔布歇为布鲁

塞尔世界博览会设计一个菲利浦展览馆，要求具有“电子时代的一篇诗

歌”的情趣。柯尔布歇则请瓦雷斯帮忙，要他创作一首光、色、节奏与音

的幻想曲，使观众能产生一种“创世伊始”的感觉。他接受了邀请，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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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带上创作他的音乐。他使用了各式各样的钟声及噪音，其中包括喀

哒声、汽笛声及偶然出现的呻吟声或是呜咽声，另外将一个女孩子的声

音加以 电 子 处 理 用 来 代 表 人 的 因 素，创 作 了 一 首《电 子 音 诗》（Ｐｏｅｍ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ｑｕｅ）。在展览会上，作品通过四百个扬声器播放出来，观众一边

观看放映出来的系列图像，一边聆听音乐，而这两者只有一点偶合之处，

其他大部分是各自为政，风马牛不相及，结果使观众在听觉与视觉之间

产生一种不协 调 感，由 此 引 起 了 惊 骇、愤 怒、畏 惧、狂 热、不 知 所 措 的 感

情。这部音乐显示了电子音乐在创作方面的巨大潜力，成为一支电子音

乐的名曲。

１９６５年，作曲家瓦雷斯与世长辞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虽然仅仅

留下了１２首自以为满意的作品，但是他的努力探索及实验为后人开辟

了一个新颖的五光十色的音响世界。这些成果不仅运用在严肃音乐的

创作中，而且已经进入到人类娱乐性的音乐生活领域中去。当我们在收

音机或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听到那些迷人而刺激的现代音响时，我们如

何能忘记这位音响的探索家———瓦雷斯呢？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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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隐而不见的歌剧”
　　　　　———贝尔格的《抒情组曲》

　　一部“隐而不见的歌剧”。

———阿都尔诺

被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布莱兹誉为“现存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的弦

乐四重奏《抒情组曲》（ＬｙｒｉｃＳｕｉｔｅ）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

的三杰之一的阿尔本·贝尔格（ＡｌｂａｎＢｅｒｇ１８８５—１９３５）运用十二音技

法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弦乐四重奏的创

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作曲家研究这部作品并效法于他。在宇宙出版

社总裁赫尔兹卡的建议下，作者抽出其中的第二、三、四乐章改编为弦乐

队曲，并于１９２９年１月在柏林公演，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欢迎。从那时起

此曲就成为贝尔格最脍炙人口的一部作品而蜚声乐坛。

从表面看，这是一部纯音乐作品，又是题赠给著名作曲家赞林斯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Ｚｅｍｌｉｎｓｋｙ１８７２—１９４２）的，应该是 一 件 很 严 肃 的 作 品。

但谁 又 能 知 道 这 却 是 一 部 自 传 体 作 品，记 录 了 一 段 贝 尔 格 的 秘 密 浪 漫

史，多少年 来，从 没 有 人 知 晓 这 一 内 情。直 至１９７７年，佩 尔 莱（Ｇｅｏｒｇｅ

Ｐｅｒｌｅ）经过了多年的钻研，写出了他的著名论文《抒情组曲的秘密标题》，

以大量例证将这一隐蔽的浪漫史公之于众，才使真相大白。１９２５年，当

贝尔格在一位布拉格的实业家福煦·罗贝汀家里做客时，竟爱上了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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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美的主妇福煦·汉娜。这种隐蔽的爱情既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也

给他带来了无法解脱的苦痛。因为是隐蔽的，所以就无法向任何人吐露

或表白，只能费尽心机地用很多象征主义的手法，如：运用几个有特殊意

义的数字，两个人名字的缩写，乐章开始时的速度记号，具有同样爱情悲

剧意义的音乐摘句以及歌词等将这段隐情谱写在这部不朽的杰作之中。

因之，阿都尔诺（Ａｄｏｒｎｏ）就称它是一部“隐而不见的歌剧”，充分显示了

一种爱情悲剧的情趣。

这部作品可说是他青年时代抒情表现的一种回潮，也可认为是他在

十二音领域中新探索的一个起点。新探索体现在他超越了勋伯格制订

的十二音写作的法则，而采用了十二音与自由无调性兼用的方法，并有

时还带有一点调性的意味。这样，他的音乐就摆脱了一般十二音作品的

那种晦涩，易于被一般人接受，所以获得了广大听众的欢迎。

《抒情组曲》共有六个乐章。六个乐章的速度是快、慢交替出 现 的，

快的愈快，慢的愈慢，以相反的方向发展，呈一个扇形的扩散，明显地勾

画出一个巨大、强烈感情的心路历程。而且在六个乐章的速度记号中可

以找到贝尔格对汉娜的献词。

第一乐章，朝气蓬勃的小快板，４／４。

根据贝尔格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引子性质的，类似前奏曲”的乐

章。整个乐章节奏松散，旋律上下浮动不已，显然是强调了标题中所说

的“欢快”。

在这乐章里，主题展示了全曲所采用的基本音列：

这音列是他的学生克林于１９２４年创作的，包括了半 音 体 系 中 所 有

的１１个不同的音程。音列分前后两段，以对称形式构成，两段衔接处采

用一个三全音，这一音程在整个乐曲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乐曲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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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摘句：

这就十分明确地显示出这部作品的爱情悲剧的性格。

第二乐章，充满爱情的行板，６／８。

这是一个由主题及两个插部交织而成的回旋曲，轻快之中略带一些

伤感及多愁的情调。

主题用十二音写成，具有清闲的田园风格，充满了柔情，在整个乐章

中出现了三次：

第一插部用奥地利民间舞曲连德勒的节奏及风格写成：

插部的后面还插入了一段真假声互换的山歌曲调，十分兴奋 活 泼，

作为主题的一种情绪上的补充。两者结合在一起暗示了一种轻歌曼舞

的情趣。

第二插部音量很弱，特别是因为采用了近指板及近马奏法，使整个

音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似乎十分黝暗而内向，再加上一个××·的切

分音型，音乐就更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威胁性。当然，恋爱是欢快的，

但这里也有一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第三乐章，神秘的快板，３／４。

这一乐章不论从形式、音量的强弱对比、表达的方式、织体以及感情

的处理上来看，都符合了真正诙谐曲的意义，因此，有人就誉之为“无与

伦比”的诙谐曲。乐曲是一个拱形结构的三部曲式。主部在再现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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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进行呈现的。

主部虽用十二音技法写成，但采用的却是Ｂ、Ｈ（ｂＢ）、Ａ、Ｆ的四音组

的紧接模仿（Ｓｔｒｅｔｔｏ）及紧密卡农的形式写成的。为什么采 用 这 样 一 个

四音组的动机呢？原来这四个音就是阿尔本·贝尔格及福煦·汉娜两

人姓名的缩写字母。四个音的不同排列，即说明了两人情感上的交融。

再加上采用了各种特殊的奏法，如：近马奏法、指板奏法、击弦奏法、弓杆

拉弦、泛音奏法等，音乐充满了一种窃窃私语的气氛，因之有人称之为是

“另一星球上的咏叹调”。

狂喜的三声中部是一种感情上的强烈爆发，其中大上大下跳跃与离

奇连接的段落似乎写出了纵情欢乐的情景，与主部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四乐章，热情的快板，４／４。

这一乐章热情洋溢，是“贝尔格最有气势的篇章之一”，因此，也就成

为全曲的高潮中心。这乐章的曲式也极为复杂。呈示部具有展开性质。

主要主题是由一个四部紧接模仿而导入的：

第一插部则发展成自由模仿。主部的再现则是由中提琴及第 一 提

琴二重唱的形式出现。

中间部分起了点题的作 用。贝 尔 格 摘 用 了 赞 林 斯 基《抒 情 交 响 曲》

“你是属于我的”这一摘句。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尾声部分将不同的

动机 发 展 成 一 个 欢 呼 性 的 高 潮，但 它 一 再 被 许 多 强 烈 的 凶 险 和 弦 所 打

断。最后出现了一个依附于主音“Ｆ”上的七个音的增和弦，似乎要急切

地解决到Ｆ大调主和弦上去。但这主和弦始终没有出现，说明了福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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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求而不可得的。

第五乐章，疯狂的急板，３／８。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戏剧性对比的乐章。诙谐曲与三声中部各 自 具

有鲜明的特点，迥然不同。诙谐曲是自由无调性的复调结构，具有极为

狂乱的性格，主题的十二个音就像火箭发射似的向上跳跃，但一瞬间即

跌入无底的深渊：

这一曲调出现三次，每次性格都不同。第二次强调 了 弓 杆 击 弦、滑

奏及弓根演奏等技法，第三次则加上了××Ｏ 的节奏，且用拨弦奏出，效

果仍然是十分粗犷的。

三声中部是严格的十二音技法，采用竖式音列的和弦奏出。色调十

分黝暗，很多地方采用近马演奏，效果十分神秘。

结尾是十分有趣的。各声部采用不同音符组成的固定音型，先后参

差地演奏，造成了一种复合节奏的结构，效果十分奇特。最令人吃惊的

是，大提琴声部竟奏出了传统功能和声中的调性终止，这不可不谓是一

种大胆的探索。

第六乐章，悲痛的广板，３／２。

这一乐章近似马勒的《大地之歌》中“告别”乐章的情趣。两者都是

一种生命的衰落。但马勒采用了一种美化的幻想，而贝尔格则以极度悲

痛的心情来结束全曲。

广板是用严格的十二音技法写成的，“从头至尾是歌唱性的”，它“异

常自由，几乎是狂想曲型的”。主题是以热情的抒情风格及大跳为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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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也是“贝尔格最有灵感的创造之一”：

乐曲的最后再次出现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ＴｒｉｓｔａｎｕｎｄＩｓｏｌｄｅ）
中的摘句，再次说明了他与汉娜恋爱的悲剧结局。最后，乐曲还仿效了

海顿《告别交响曲》中的写法，四件乐器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之下，逐渐先

后停止演奏，最后只留下中提琴孤独而悲痛地在那里呻吟，并且将乐曲

结束的一个音停留在“Ｆ”上。这就是这部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所寄予的

一个音———福煦·汉娜夫人！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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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罗勃斯

及其《第十肖罗》

　　这是一 种 新 的 形 式，其 中 综 合 了 巴 西、印 第 安

及通俗音乐的各种不同形式……

———维拉·罗勃斯

音乐的民族化孕育于浪漫主义，而且也是最具浪漫主义特征的现象

之一。且不说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甚至在１９世纪后叶，在先进的欧洲

国家中仍有不少作曲家为此而呕心沥血。应该说民族化不仅是艺术问

题或民族文化的复兴问题，而且也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树立民族自

信的意念，激 励 人 们 奋 进 的 决 心，对 整 个 国 家 都 可 能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巴西是南美的一个大国，但经济尚不发达，音乐文化上历来备受欧洲音

乐———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及奥地利等国音乐———的严重渗透，本土音

乐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即使有人创作民族音乐，也仅是些印第安及黑人

音乐风格的作品，而不能创作出具有真正具有巴西音乐风格的作品。有

人进行尝试，可得到的却是嘘声与嘲笑。１９２２年２月，巴西的圣·保罗

市举行了一次“现代艺术周”。在这次活动中，知识青年群情激愤，竭力

抨击 了 欧 洲 音 乐 毁 灭 性 地 渗 入 巴 西 文 化，严 重 地 阻 碍 了 巴 西 音 乐 的 发

展。群众的觉醒极大地冲 击 了 作 曲 家。正 在 探 索 音 乐 民 族 化 的 埃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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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罗勃斯（ＨｅｉｔｏｒＶｉｌｌａＬｏｂｏｓ１８８７—１９５９）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艺

术周真正唤醒了他内心中尚未激发的民族精神”，他决心按照文化革新

运动的新思潮，创造出真正的巴西音乐。

维拉·罗勃斯出生于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之中，从小受到音乐

的熏陶，并且会弹奏大提琴、吉他、钢琴、单簧管等乐器。１６岁时，父亲去

世，他 离 家 出 走 了。为 了 生 计，他 参 加 了 里 约 热 内 卢 的 街 头 “肖 罗”

（Ｃｈｏｒｏｓ）乐队，开始了他走南闯北的艰苦流浪生活。串街走巷使他对民

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他决定变卖父亲遗留下来的珍贵图书

充作旅费，到边远地区的穷乡僻壤中去采集民歌。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１年

间，他总共下乡四次。１９０５年，他先后去了圣·阿斯贝里托、巴伊亚、伯

南哥布等地，对当地丰富的民歌感到惊奇。１９０６年，去了南方，停留了八

个月，可是，当地民歌不太丰富，而且都带有德国、波兰及西班牙等国的

影响，因此收获不大。１９０７年，他甚至中断了在国立音乐院和声班上的

学习，又去圣·保 罗、马 托 格 罗 索、戈 亚 斯 等 地 搜 集 民 歌。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年，再次冒险深入北部与东北部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甚至远达巴巴多

斯去搜集民歌，长达三年之久，害得他母亲都以为他客死异乡了。三年

中，逢村就停，组织演出，挣了些钱，再继续前进。就这 样，几 年 间，他 周

游各地搜集了大量民歌、简陋的器乐曲调、赶牲口的吆喝声、民间戏剧、

民间舞曲、迪萨菲奥斯（Ｄｅｓａｆｉｏｓ）等共计千余首。十分可惜的是，其中有

部分在渡河时被河水冲走了。１９２１年，又因参加乐队巡回演出，再次下

乡，去了东北部的巴伊亚、累西腓乃至亚马逊河边的马瑙斯以及巴拉那

肖南面的巴拉那瓜镇。这样的深入农村，使他对巴西本土的音乐有了长

足的了解，从此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像他自己所说：“巴西

的地图是我启蒙的和声教科书。”

１９２３年后，他曾在巴黎住了多年，周游了意大利、比利时等地，受到

各种现代音乐流派的影响，结识了一些当代著名作曲家如瓦列兹等。同

时，也演出了一系列自己的作品，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当时有人即

推崇他为轰动２０年 代 国 际 乐 坛 上 成 就 卓 著 的 音 乐 民 族 化“四 杰”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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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俄罗斯 的 斯 特 拉 文 斯 基、匈 牙 利 的 巴 托 克、西 班 牙 的 法 利 亚 和 他）。

著名的 作 曲 家 普 罗 柯 菲 耶 夫 甚 至 评 论 说：“在 巴 黎 有 两 个 离 经 叛 道

者———就是我与维拉·罗勃斯。”但即使在那样的岁月里，他也没忘了搜

集民歌。他曾去了西非的塞内加尔的达喀尔，采集与巴西有关的黑人音

乐。

１９３０年，他 返 回 巴 西。由 于 他 在 巴 西 音 乐 上 所 作 出 的 杰 出 成 就，

１９３２年，巴尔加斯总统任命他为里约热内卢地区的音乐总监。获取这样

的职位后，更激励了他振兴民族音乐的决心，当时，除创作外，他还不遗

余力地从事教育工作。他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一种 手 势 视 唱 练 耳

法；编纂了 巴 西 的 音 乐 教 科 书：六 卷 本 的 合 唱 曲 集《实 用 手 册》（Ｇｕｉａ

Ｐｒａｔｉｃｏ），其中包括大量用民歌改编的合唱歌曲；指挥学生练唱；建 立 了

维拉·罗勃斯乐团和教师合唱团；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热心普及巴

西的音乐。有好几年，在巴西独立日的那天，他在里约热内卢最大的体

育场里，站在５０英尺高的指挥台上，指挥由数万名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及

上千名演奏员组成的乐队进行演出。１９４２年，他以教育部的名义，创立

了一所奥菲士教师进修学院（Ｏｒｆｅａｏｄ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１９４５年，还创立了

巴西音乐研究院。总之，他竭尽全力普及与提高巴西的音乐教育。１９３９
年１１月２２日，他 在 电 台 广 播 了 一 篇 致 音 乐 守 护 神 圣·西 西 利 亚 的 祷

文，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巴西音乐未来的展望与希望：

　　神圣的保护者，你给了巴西音乐天赋，你使这块土地上的飞禽、

河流、瀑布、风声和人民感奋而汇成一支无可比拟的交响曲，它的旋

律与和声帮助塑造了巴西的灵魂！光照那些培育巴西音乐的人吧！

……启发公众的舆论，使他们能够欣赏巴西的艺术吧！……给那些

相信音乐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响亮旗帜的一天终将到来的人们以信

心吧！……

他为了 振 兴 巴 西 音 乐 而 呕 心 沥 血，正 如 欧 文 · 许 韦 尔 克（Ｉｒｖｉｎｇ

Ｓｃｈｗｅｒｋ）所说：“他似乎是受了民族内在的火焰而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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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代，他曾 去 阿 根 廷（１９４０）、乌 拉 圭（１９４０）、智 利（１９４２）及 美 国

（１９４５）、意大利（１９４５）等地演出他的作品，取得极大成功，载誉而归。５０
年代，他的国际声望日增，被邀亲自指挥欧美著名乐团，演奏了自己的作

品。１９５７年是他７０寿辰，纽约、巴黎、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等地都有

官方为 他 举 办 祝 寿 活 动，巴 西 政 府 更 将１９５７年 定 名 为“维 拉·罗 勃 斯

年”，并为他修建一座博物馆，以纪念他的伟大成就。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因患尿毒症，在里约热内卢

逝世，总 统 亲 自 出 席 了 葬 礼。巴 西 音 乐 学 家 瓦 斯 科 · 马 里 奥（Ｖａｓｃｏ

Ｍａｒｉｏ）赞誉他为“巴西民族音乐的创始者，也是巴西最伟大的作曲家”。

他“是处女地的开垦者，为年轻一代铲除了巴西民族艺术道路上的荆棘，

并为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纽约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

位时，称他是“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以现代音乐的光辉创造者

在全世界称著”。

他一生总共创作了２０００余部作品，其中包括：５部歌剧、６部芭蕾舞

剧、１２部交响曲、９部协奏曲、１７部弦乐四重奏以及大量的室内乐、钢琴

曲、合唱曲等，涉及了巴西所有的音乐体裁。从音乐的语言而言，他特别

强调了民间音乐因素的体现。他的主题都采用仿民间音乐的曲调，他的

节奏则受巴西民间舞曲的影响，采用固定低音及固定节奏型，有时更采

用繁复的复拍子节奏以及复合节奏的织体。他的和声一般不按成规写

作，而是按头脑中的音响来组织的，这样，由简到繁，一应俱全，有简单的

三和弦，也有多调性及半音音块，同时经常运用一个或几个并行的持续

声部，有时用隐伏的内声部以断奏形式出现，有时以延续音形式出现，这

样造成了一种混沌、原始的音响效果。在复调音乐写作上，也吸收了巴

西民间音乐中的复调风格，以此构成多层次的复调织体形式，并且强调

了横向的线条进行，从而使和声结构显得十分复杂。他的配器大多采用

非正规的编制，并且大量运用巴西的民间乐器，特别在人声的器乐化处

理上，真可谓是匠心独运。但对巴西的民族音乐创作而言，他最有价值

的贡献却是他那１６首不朽的《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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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肖罗”（Ｃｈｏｒｏｓ），正如斯洛尼姆斯基（Ｓｌｏｍｉｎｓｋｙ）所说的“是一

种演奏通俗曲调的街头乐队”。这种音乐起源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

的里约热内卢，一些民间艺人组成的演奏小组。他们采用吉他、巴西小

吉他、曼陀林、双簧管、单簧管、Ｕ 形管、长笛，甚至长号、短号、蛇形大号、

铃鼓以及一些打击乐等乐器，通常演奏一些比较忧郁的民间小夜曲和各

种民间舞曲，如：隆杜、切分的探戈、乔蒂斯、波尔卡、圆 舞 曲 等。演 奏 时

即兴自由、节奏强烈，并且常常采用一种不协和的多声部，人们把它称为

“对位歌曲”。他们经常出 现 在 家 庭 舞 会、婚 礼、寿 宴 或 节 日 庆 典 上。每

逢节日，他们总是一边演奏，一边走向市中心的广场，在那里尽情演奏，

那时爱热闹的人群总是围绕他们转。维拉·罗勃斯本人也曾是一位出

色的肖罗演奏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日后，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将它

发展为一种演奏形式自由、风格独特的器乐曲，称之为“肖罗”。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其中综合了巴西、印第安及通俗音乐

的各种不同 形 式，主 要 的 因 素 是 节 奏 与 任 何 通 俗 性 格 的 典 型 旋 律……

‘小夜曲’这词是具有与肖罗含义极相近似的一个概念。”后来，他又补充

说：“肖罗是按照一种基于展示巴西本土音乐的特殊新技巧以及建立在

某种绝对原始而非常明显的通俗性格而显示出来的心理印象上写成的。

《第一肖罗》是精心创作的，好像它是这种通俗音乐灵巧想像的一种天生

的产物，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一个起点，后来，逐渐在它的形式、技巧、结

构以及式样上加以扩展。”

一生中，他共写了１６首《肖罗》。其中１４首是有编号的，另外，再加

上《肖罗引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ａｏｓＣｈｏｒｏｓ）与《肖罗加演》（Ｃｈｏｒｏｓｂｉｓ），总共１６
首。这是一组从各个不同 侧 面 表 现 民 族 精 神 的 作 品。乐 曲 的 配 器 形 式

各不相同：有的是以独奏形式写作的（１，５），有的用不同和乐器组合写成

（２，３，４，５，６，７），有的加用民族乐器（８～１３），有的类似协奏曲（１１，１３），

有的甚至加上了合唱（１０，１４）。乐曲的乐章数目也有２、３、４乐章之别。

乐曲的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肖罗引子》按传统的序曲形式写成；第１、

２、４、５、７曲显示了某些２０世纪形态的通俗音乐重奏；第３、６、８、１０曲则



９８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按照巴西本土音乐或巴西土风舞曲的原始形态，乐曲的形式，类似于圆

舞曲、马克西塞（Ｍａｘｉｘｅ）（１２）以及桑巴舞（Ｓａｍｂａ）（１３）。演奏时具有即

兴风格。其中第５、１０曲可以认为是作曲家在这套组曲中新创造的不同

风格的范例。现在我们就来赏析一下他的《第十肖罗》。

《第十肖罗》附有一个标题“破碎的心”（Ｒａｓｇａｏｃｏｒａｃａｏ），作于１９２６
年，这 部 作 品 因 为 具 有 高 度 的 现 代 技 巧 及 强 烈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而 不 同 凡

响，标志了作曲家成熟的民族音乐风格，成为整部套曲中的一部代表作。

《第十肖罗》突出显示 了 节 奏 的 因 素。错 综 复 杂 的 切 分 音 与 交 叉 节

奏的组合，形成了许多复合节奏的片断。和声上经常运用持续音，虽不

及《第十一肖罗》复杂，但因为采用了多调性及音块的手法，因此音响十

分刺激。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 配 器。作 曲 家 在 这 首 乐 曲 中 使 用 了 一 个 大

型管弦乐队（包括一个含有巴西典型民间乐器的巨大打击乐组）与一个

混声合唱队。他运用了许多高超而特殊的手法，例如：乐器在几个八度

的范 围 内 进 行 重 复；一 个 和 弦 中 的 不 同 的 和 弦 音 分 配 给 不 同 族 类 的 乐

器，形成不协和的效果；分组的弦乐作泛音的滑音及双音的演奏；在极高

或极低的音区内模仿主题题材的片断；将人声作为一种色彩乐器（这里

比《九重奏》及《第三肖罗》更为突出），主要履行一种节奏的功能。这样，

创造出了许多新颖而别致的音响，因此，这首乐曲创造了地方音乐因素

与现代先进作曲技巧相结合的最成功的范例，成为他的一部不朽杰作，

享誉乐坛。

作品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里约热内卢首演。

为了演出，作曲家为乐曲写了一段简介：

　　这部作品表现了一个文明人对莽莽荒原的反应以及他面对亚

马逊流域、面对马托·格罗索州及马拉河两岸的土地的沉思冥想。

那浩瀚无垠而瑰丽雄伟的景色使他神魂颠倒、如痴如醉。那悠悠苍

穹、那浩浩江河、那森林、那 小 鸟，都 使 他 着 了 迷。但 是，渐 渐 地，他

人性的一面又占了上风：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活人，即使他们是野蛮

人。他们的音乐充满了乡愁和爱，他们的舞蹈充满了节奏。这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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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听到巴西 歌 曲《破 碎 的 心》，巴 西 人 的 心 同 巴 西 的 土 地 在 同 声 搏

动。

作为《第十肖罗》的某些动机，乐曲一开始，作曲家的意图就清晰地

体现出来，长笛与单簧管吹出了千变万化的啾啾鸟鸣声，生动地描绘了

巴西大地的辽阔、壮丽与富饶的景象。然后，出现了一个音域狭窄的五

声音阶的原始音乐的主要动机。据作曲家本人说：“这是巴西印第安人

的原始曲调与五声音调歌曲的混合物。”

动机的下面衬托着不同色彩的和弦、平行和弦及长持续音，极具印

象主义性格的异国情调。这个动机在乐曲的最后一段中重现。同时，还

有一个半音阶的动机，这是模仿马托·格罗索州的帕雷西斯印第安人的

“休闲歌”而创作的：

这个动机在最后一段中不断重复，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最后一段还

加入了混声合 唱。合 唱 声 部 只 是 诵 唱 一 个 包 括 音 节 与 母 音 的 歌 词：Ｊａ

ｋａｔａ，ｋａｍａｒａｊａ与 Ｔａｙａｐｏ，ｋａｍａｒａｊ，这 歌 词 只 是 一 种 强 烈 的 拟 声

效果，没有任何文字的意义。然后，这歌声又变为不同母音的音响，创造

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复杂对位效果，增强了这段音乐的疯狂节奏性格。对

维拉·罗勃斯来说，拟声法是作为“土著语言”的语言氛围的一种回声。

这种“野蛮的声乐固定音型的敲击效果形成强烈的对比”。突然间，出现

了一支抒情而温顺的曲调。这曲调是取自巴西通俗诗人库图鲁·热·

派尚·赛亚连赛（ＣａｔｕｌａｄａｐａｉｘａｏＣｅａｒｅｎｓｅ）作词、安那克尔托·热·麦

第埃罗斯（ＡｎａｃｌｅｔｏｄｅＭｅｄｅｉｒｏｓ）作曲的一首伤感的巴西城市歌曲《破碎

的心》。最后，合唱与乐队融为一体，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音响，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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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曲，充分体现了一种炽热的原始激情，十分震撼人心。正像音乐学家

Ｂ·费多托娃所说：“在这幅壮丽的音乐风景画里，作曲家非常精巧地运

用了管弦乐的音色，有时并不排斥直接模拟热带雨林中的音响，夹杂着

一股劲儿地重复咒语的合唱，以其原始的节奏魔力而令人心醉神迷。”

原载《音乐艺术》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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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菲耶夫：大合唱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从这作 品 里，可 以“觉 察 到 现 代 俄 罗 斯 音 乐 生

活中最稳固的民族与民间的基础”。

———阿萨菲耶夫

１９３７年，普罗 柯 菲 耶 夫 为 巴 甫 连 柯（Ｐ．Ｐａｖｌｅｎｋｏ）编 剧 和 爱 森 斯 坦

（Ｓ．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导演的苏联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写了配乐。一年

以后，他从电影配音音乐中选出一些最重要的素材进行加工，改写成一

部声乐———交响性结构的大合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部作 品 由

鲁戈夫斯高依及普罗柯菲耶夫作词，是为女中音独唱、合唱及乐队而写

的。原来的电影配音因为电影录音的特殊条件，用了一些试验性的配器

手法，因已在音乐厅内演奏不太合用，于是普罗柯菲耶夫将大合唱的配

器全部改写，而且写得特别细致。他对此曲极为重视。他曾在１９３９年３
月号的《苏联音乐》杂志上撰文，公开表示：“我非常高兴，在党召开第十

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完成了这部作品。它可以作为俄罗斯人民历史长

河中最鲜明的插曲之一。”

这部作品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７日，由作者亲自指挥，女中音歌唱家加加

琳娜独唱，首次于莫斯科音乐馆的音乐厅演出。同年秋季在第三届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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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周期间再次演出，获得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

（一）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 伏 维 奇·涅 夫 斯 基（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Ｙａｒｏｓｌａｖｏｖｉｃｈ

Ｎｅｖｓｋｙ１２２０—１２６３）是俄罗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统帅。从１２２８年开

始，他是诺夫哥罗德王 公（ＮｏｖｇｏｒｏｄＧｒ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ｅ）。从１２４８年 起 他 是

基辅王公。１２５２年起成为符拉基密尔大公。当他是诺夫哥罗德王公的

时候，他曾在俄罗斯人民遭受蒙古人蹂躏的情况下，率领大军阻挡了日

耳曼骑士和瑞典人对俄罗斯土地的侵略，捍卫了自己的祖国，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

１２４０年，俄罗斯人民正处于遭受蒙古人侵略的艰苦岁月之中。而就

在这个时候，瑞典政府却派遣大军，由乌里夫·法西公爵和驸马马比尔

格伯爵（ＣｏｕｎｔＢｉｒｇｅｒ）统率，大举入侵俄罗斯。他们企图占领拉多加，甚

至还想占领诺夫哥罗德。７月的一天，瑞典的舰队突然驶入涅瓦河（Ｎｅ

ｖａ），停泊在伊若拉河口，并在那里安寨扎营。当时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

山大·雅罗斯拉伏维奇得到海上警备队队长的消息知悉敌人入侵，立即

准备予以反击。但当时俄罗斯军队寡不敌众，于是，亚历山大决定对瑞

典军队进行突然性的袭击。７月１５日清晨，俄罗斯军队突击了瑞典的军

营。同时，诺夫哥罗德的民兵由密沙（Ｍｉｓｈａ）率领，也沿着涅瓦河攻击瑞

典军舰，并击沉了其中的三艘。瑞典军队遭此袭击，全军崩溃，残部被挤

入伊若拉河及涅瓦河之间的狭窄地带，最后全部被挤入水中。由于这次

涅瓦河上的胜利，亚历山大公爵获得了“涅夫斯基”的光荣称号。

但是，当年除了瑞典的侵略以外，日耳曼和丹麦的封建领主也入侵

俄罗斯，并且于１２４０年占领了伊兹波尔斯克城。日耳曼的鹰犬骑 士 还

攻陷了普斯柯夫城（Ｐｓｋｏ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时正因为诺夫哥罗

德贵族要限制他的权力，发生内讧，一气之下带领自己的朝臣离开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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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罗德前往德累雅斯拉夫尔。１２４１年初，日耳曼鹰犬骑士又连攻数城，

直逼诺夫哥罗德。这时，诺夫哥罗德爆发了人民起义，并按照市民会议

的决议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召回该城。涅夫斯基重整旗鼓，同年攻克

了科坡尔耶（Ｋｏｐｏｒｙｅ），又以“闪电战”的方式攻克了普斯柯夫。军队进

军至楚德湖（ＬａｋｅＣｈｕｄｓｋｏｙｅ）西时遭到日耳曼主力部队的阻挡，只好后

退到结冰的湖上。

１２４２年４月５日，就在这冰湖上爆发了著名的“冰上大战”的战役。

日耳曼鹰犬骑士按照习惯，摆成了“楔形阵”，展开攻击。楔形阵的前锋

由重甲骑兵队组成，左右配以手持刀矛的步兵，后军及两翼皆由骑兵武

士队加以保护。但俄罗斯军队从两侧进攻，将它攻破，而俄罗斯的弓箭

手又使得被包围的日耳曼骑士队伍陷入混乱状态。这一战，正像某编年

史作者所称，是“一场狂怒的战斗”。冰上遍地血迹，俄罗斯军队追击日

耳曼骑士至７公里之远，杀死骑士５００人，俘获５０人，大获全胜。

“冰上大战”的胜利迫使日耳曼武士结束对俄罗斯的攻势，俄罗斯人

民免遭日耳曼人的毁灭。

大合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Ｃａｎｔａｔ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Ｎｅｖｓｋｙ，Ｏｐ．７８，

１９３９）就是按照涅夫斯基的这段经历写成的。

（二）

这部大合唱由七个乐章组成，但各乐章间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

第一乐章《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Ｒｕｓｓｉ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Ｙｏｋｅ），ｃ小调，３／４，很慢的行板。

根据电影分镜头剧本，这段音乐写 “蒙古人破坏俄罗斯的战争留下

来的悲惨遗迹———尸骨成堆，干戈遍地，田园 荒 芜，一 片 废 墟……”这 段

音乐极短，没有什么发展，它似乎是整个套曲的一个纪器乐的引子，具有

交响画的性质，为整部套曲提供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及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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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一开始，出现了一个古怪、单调的“蒙古主题”：

由相隔四个八度的最高音与最低音齐奏，给人以一种无限空旷、冷

漠之感。接着出现了一个悲痛的俄罗斯曲调：

由双簧管及低音单管在相距三个八度的距离上齐奏，它柔和而又畏

缩，充分体现了一种受压迫的苦痛。整段音乐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在一望

无际的俄罗斯草原上，俄罗斯人民遭受蹂躏和洗劫的一派死气沉沉的悲

痛情景。

第二 乐 章 《亚 历 山 大 · 涅 夫 斯 基 之 歌》（Ｓｏｎｇａｂｏｕ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ｅｖｓｋｙ），降Ｂ大调，２／４，缓板。

第二乐章与前一乐章形成鲜明对比，它刚劲有力，庄重而流畅，表现

出俄罗斯人民不可摧毁的战斗精神。这是整部作品中最有积极意义的

一段音乐。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涅瓦河上的故事到处传扬，

在涅瓦河上，河水深又长。

我们在这里杀敌打了胜仗，

残暴的瑞典军，不敢来逞凶狂。

嘿，看我们作战勇猛势难挡！

看！我们把敌人舰队齐扫荡。

我们不怕牺牲，不怕流血汗。

为了保卫俄罗斯好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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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那大街上，斧头显锋芒，

在那偏僻小巷，人们动刀枪。

敌人想逃跑，全被消灭光。

好比羽茅草，枯萎原野上。

俄罗斯祖国，寸土不能让。

谁敢来侵犯，注定要灭亡。

俄罗斯祖国，起来抵抗。

光荣的诺夫哥罗德，快奋起作战！

这一乐章是由两支不同情趣的古俄罗斯壮士歌曲风格的曲调所谱

成的。乐曲中避免采用女高音，而采用附加女低音的男声合唱，并且采

用了“模仿古斯里琴”的配器手法。这样，刚毅的低音音色再加上古斯里

琴式的伴奏，更加突出了这个乐章的古老而叙事的性格。

乐章的第一部分是由一支比较稳重而刚毅的曲调谱成的（〔５〕）：

中间一段的合唱，则比较活泼有力，而且节奏明显（〔８〕）：

乐队在下面模仿古代的古斯里琴，以一种强烈的拨奏和弦效果作为

伴奏。

第三乐章《十字军入侵普斯柯夫城》（ＴｈｅＣｒｕｓａｄｅｒｓｉｎＰｓｋｏｖ），升ｃ
小调，４／４，广板。

这也是一幅阴森而恐怖的交响音画。乐曲运用严森冷酷的中 世 纪

天主教圣咏歌的曲调。尖锐刺耳的和声，粗野、咆哮的钢管音色以及悲

哀、柔情的弦乐的复调音乐刻画了普斯柯夫城在灭绝人性的十字军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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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派凄凉、恐怖的情景。

乐曲一开始，全体钢管乐用“阻塞音”吹出了一个尖锐刺耳、惊心动

魄的好战的主题（〔１４〕），立即揭示出了一个阴森、恐怖、冷酷、残暴的形

象世界。

此后出现了一个中世纪的圣咏歌曲调（〔１５〕）：

普罗柯菲耶夫用这个主题来代表十字军的形象，并且特地采用拉丁文

的圣咏歌词，似乎特别强调了它的异族性。拉丁文歌词的大意是讲出征骑

士应尽的军事义务，要他们消灭地面上的一切敌人。这段合唱依然是附加

女低音的男声合唱。

乐曲的中段情绪骤变，铜管与合唱戛然而止。弦乐器以无比悲痛的

心情奏出了一个呜咽、凄切的主题（〔１８〕）：

它与下面错综复杂的复调声部交织在一起，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十

字军铁蹄下的一种悲惨的受难情景。

最后，代表十字军的圣咏歌的旋律再次出现（〔２１〕）。一切又都恢复

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凶残的情景。

第四乐章《起来吧！俄罗斯儿女们》（ＡｒｉｓｅＹ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ｃ小

调，２／２，坚定果断的快板。

这是一首激昂、英勇的俄罗斯爱国合唱歌曲。但它与第二乐章的合

唱音乐有着迥然不同的情趣，前者带着有回忆往事之感，而这首歌曲则

带有无比激昂的情绪，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强烈的

现实感。这里出现了整个作品结构中最重要的一 个 形 象———祖 国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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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难怪这首歌曲具有极大的鼓动力，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这

首歌曲风靡全国，激励人们去和法西斯强盗作英勇的斗争。

这首歌曲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歌词是这样的：

　　起来吧！俄罗斯儿女们。

快投入光荣的决死战。

起来吧！自由的儿女们。

为保卫我们祖国而战！

卫国的

牺牲的烈士万古流芳。

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起来吧！俄罗斯儿女们。

快投入光荣的决战。

起来吧！自由的儿女们。

为保卫祖国而战。

这是由雄浑、健壮的混声合唱唱出的（〔２４〕）：

这首歌曲先由女低音声部齐唱，后由男低音齐唱。歌词如下：

　　亲爱的俄罗斯。

大好江山绝不许侵犯。

祖国母亲啊。

快起来奋战！

然后，又回复到第一部分的混声合唱，但歌词作了一些改动（〔２９〕）：

　　起来吧。俄罗斯儿女们。

快投入光荣的决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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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吧。自由的儿女们。

为保卫我们祖国而战！

决不让敌人来侵犯。

决不让敌军逞凶狂。

决不让他们闯进我家园。

决不让他们蹂躏我田庄。

起来吧。俄罗斯儿女们。

快投入光荣的决死战！

起来吧。自由的儿女们。

为保卫祖国而战！

第五乐章《冰湖之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ｎＩｃｅ），ｃ小调，４／４，慢板。

这一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它集中刻画了整个交响戏 剧 的

主要事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俄罗斯部队与十字军的鹰犬骑士

间的激烈战斗。普罗柯菲耶夫以丰富的想像、非凡的气魄、雄浑的笔触

以及多变的色彩，描绘了一幅宏伟、冗长的史诗性的交响画卷。整个乐

章是按照音乐形象发展的逻辑而进行的，不取决于任何曲体。

乐曲是以一个描绘楚德湖上冰封大地、烟雾弥漫的景色的引子开始

的（〔３２〕），然 后 出 现 了 战 骑 的 马 蹄 声（〔３４〕）及 敌 人 的 侵 略 信 号 的 动 机

（这在第三乐章中曾出现过）：

敌人长驱直入地来到了楚德湖边，并且依旧声嘶力竭地吼唱着圣咏

调式的十字军战歌（〔３８〕）。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音乐逐渐 加 快，

然后进入了“快板”（〔４３〕），这时疯狂的鹰犬骑士以最响亮的歌声，咏唱

出诅咒的歌词：

　　处决俘虏 Ｖｉｎｃｔａｍａｒｍｅ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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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顽敌 ＨｏｓｔｉｓＰｅｒｅａｔ！

紧接着，在小号声部上出现了俄罗斯军队的主题。然 后，两 个 主 题

相继交替出现，形成两个队伍的首次交锋。这里，我们还可以听到铁骑

奔驰的急促的马蹄声（〔４５〕）。战斗逐渐展开了。

鹰犬骑士的主题再度出现（〔４８〕）。这次速度比先前略为缓慢，但音

乐的写作更为丰满。这似乎描绘了用铠甲和笨重武器装备起来的鹰犬

骑士，排成了“蠢猪”式的楔形阵，自远方缓缓向前挺进。这时出现了轻

装而来的俄罗斯勇士的“攻击主题”（〔５１〕）：

然后音乐逐渐发展，进入了激烈的战斗（〔５８〕）。铜管上的十字军鹰

犬骑士的主题与弦乐上的俄罗斯军队的主题上下交锋，此起彼伏，形成

了一幅巨大、炽烈的战争图画。最后鹰犬骑士终因装备笨重，压碎了湖

上的冰面，开始沉陷（〔６６〕）。最后终于被彻底消灭（〔６７〕）。待至音乐进

入结尾的时候（〔７１〕），我们可以听到第一提琴在很高的把位上以 ＰＰ的

音量奏出了俄罗斯祖国的主题。它是如此之崇高、飘逸，使人不禁怀念

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同时也在心底里燃烧起炽热的爱国热情。

第六章《死寂的战场》（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ｃ小调，４／４，慢板。

这是一个间奏型的乐章，静谧而肃穆，似乎是大战后的一个暂时的

休止。但是，却充满了强烈的感情，一位心碎了的妇人，在白雪皑皑的沙

场上，寻找自己失去了的丈夫：

　　我将踏遍积雪的田野。

飞过死气沉沉的战场。

在这儿寻找光荣的战士们。

我的亲人们，年青又善良。

这是一首由音色浑厚的女低音演唱的咏叹调（〔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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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中段，音乐激动、急促和高昂起来，女低音唱道：

　　有人被那利剑砍杀送了命。

有人被那飞箭射中受了伤。

他们将青春献给祖国，

把热血洒在神圣的土地上。

谁为俄罗斯祖国战死沙场，

我用亲吻祝他瞑目长眠。

等待那些英雄好，他胜利归来。

我要当他忠实的妻子，最亲密的伙伴。

整个音乐要比第一段快速、激动，充满了一种悲恸欲绝的感情：

这段音乐的主题是从《十字军入侵普斯柯夫城》的中间段落中借用

过来的，最后，音乐又回复到原来的主题，但歌词却作了改变：

　　我不贪恋俊俏的容颜，

人间青春美丽总不久长。

我愿嫁给那英雄汉，

请你答应我，坚强的好儿郎！

整首歌曲最后在浑厚而沉痛的弦乐合奏的尾声中渐渐地结束。

第七乐章《亚历山大进入普斯柯夫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Ｐｓｋ

ｏｖ），降Ｂ大调，４／４，中庸。

大合唱的终曲是一首色彩辉煌、气势磅礴的颂歌。人民以无比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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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欢呼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伟大胜利。

乐曲一开始，合 唱 队 在《亚 历 山 大·涅 夫 斯 基 之 歌》主 题 的 高 八 度

上，以嘹亮而明朗的声音唱着下面的歌词（〔７９〕）：

　　俄罗斯人民英勇奋战，

侵略军溃败忙逃窜。

我们的好江山，绝不容许侵犯。

谁敢来，注定要灭亡。

在这段音乐中，时时出现了教堂庆贺胜利的阵阵钟声，经过了一段

过门之后，合唱队又以下面的主题（〔８２〕）：

唱着下列的歌词：

　　祖国母亲啊，你欢呼歌唱！

俄罗斯江山绝不许侵犯。

绝不让敌人蹂躏我村庄，

谁敢来侵犯，注定要灭亡。

而特别有趣的是，当音乐进行到（〔８３〕）时，这个合唱主题在复 调 上

与乐队演奏的前一主题结合在一起，音乐显得更为丰富、结实。此后，出

现了一个器乐的插部（〔８４〕），应该说这是回忆战争的主题（这段音乐最

初见于《冰湖之战》）。最 后，音 乐 又 回 到 了 颂 歌 的 主 题。合 唱 队 以 更 庄

重的气氛、更高昂的情绪将颂歌步步推向高潮。这时多种打击乐器也全

部加入进来，再加上竖琴大幅度地上下滑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气象

万千的宏伟结尾。英雄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原载《名作欣赏》讲义第１４讲



１１２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亨德米特事件

希特勒于１９２０年建立纳粹国社党，１９２１年自任党魁。１３年后夺取

政权，统治了德国。１９３４年爆发了德国近代音乐史上一次极为著名的政

治与美学的斗争，那就是震撼德国乐坛的“亨德米特事件”。

保罗·亨德 米 特（ＰａｕｌＨｉｎｄｅｍｉｔｈ１８９５—１９６３）是 德 国 近 代 最 著 名

的作曲家之一，也是西欧现代派音乐的一位杰出领袖。他与理查·施特

劳斯及普伊茨纳尔齐名，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德国政局剧烈

动荡的３０年代，各派政治力量想尽办法要拉拢他。进退维谷中的亨德

米特感到压力很大，他决意创作一部颂扬艺术自主的歌剧《画家马蒂斯》

（ＭａｔｈｉｓｄｅｒＭａｌｅｒ），以表明自己的 旨 趣。为 了 要 明 确 地 表 达 自 己 之 所

想，他决定自己写作歌剧的台本。

在这部歌剧未完成前，亨德米特想先予宣传，于是抽了歌剧中的三

首插曲，将它扩展成一部交响曲先予演出。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２日，亨德米特

的挚 友、著 名 的 指 挥 家 富 特 文 格 勒 指 挥 柏 林 爱 乐 乐 团 首 演 了 这 部 交 响

曲，演出后，听 众 与 舆 论 界 一 致 叫 好，甚 至 非 常 忠 诚 的 纳 粹 分 子 也 不 例

外。唱片公司立即为它出了一套唱片，指挥家和著名歌剧院也为了取得

这部作品的演出特权而你争我夺。总之，演出是空前成功的。这样，在５
月里，作曲家就暂时住到平静的波罗的海的海滨胜地沙尔博茨，开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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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剧第一场的音乐。

但天有不测风云，汉斯·罗斯包德突然在法兰克福广播电台上拒绝

播送交响曲《画家马蒂斯》。他私下告诉亨德米特的好友施特雷克尔：瑞

士送来了一个文件，上面说亨德米特在访问瑞士时对希特勒发了一通牢

骚。在这个莫须有的冒犯话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亨德米特的任何作品都

不能广播。罗斯包德还说：即使这事已经澄清，所有的禁令全部撤销，广

播 电 台 还 是 需 要 得 到 柏 林 广 播 总 部 的 允 许 才 能 播 送 亨 德 米 特 的 作 品。

施特雷克尔非常气愤，很想找出幕后发号施令的那个人。富特文格勒则

表示会尽一切力量去支持亨德米特，而亨德米特当时在黑森林心脏地带

的弗洛腾斯塔特潜心创作，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

事实上，自从首演成功以后，各种阴谋诬蔑、攻击亨德米特的活动就

一直没有停歇过。到１０月间，施特雷克尔从格特尔德那里得到涉及广

播电台的一个简短的禁令，而这个禁令却是非官方的。与此同时，富特

文格勒依然在各处积极奔走活动，甚至向他的上级戈林上将要求，请他

批准亨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出，而得到的回

音是：这事只有取得希特勒的同意才行。但是大家都知道希特勒不欣赏

亨德米特，又有谁能说服希特勒去改变他的意志呢？为了取得这样的许

可，富特文格勒不辞艰辛，决定亲自去求见希特勒。但１１月５日，《莱茵

前线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从亨德米特早期作品来看，他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传播颓废思想的作曲家，决不允许他这样的人来影响德国音乐未

来的进程……”接着《德意志日报》也指责“竟会允许他（亨德米特）的一

个作品在佛罗伦萨的现代音乐节上演出，而这个音乐节却是犹太人所控

制的”，《文化卫士》、《音乐报》以及纳粹《人民观察员》也都纷纷攻击亨德

米特与他的作品。亨德米特难以忍受这些辱骂，但他又不知道这究竟是

为什么。其实，虽然亨德米特具有极高的国际威望，但他的艺术却违背

了“文化卫士”的艺术原则，更重要的是，这部歌剧的主题———德国 自 由

主义的泯灭和在社会剧变时期艺术家的崇高任务———大大触犯了 纳 粹

的政治信念。剧中罗马天主教徒焚烧耶稣教徒的经书一事，又恰和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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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纳粹在柏林焚烧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作家书籍的情况相似。另外，他还

和一位非雅利安人结婚……总之，这一切都使纳粹痛恨他。他们不放弃

一切机会攻击、诬蔑他。１１月中旬，亨德米特气愤极了，挟了他的剪报资

料直接去找哈佛曼算账，并且声明：这种不道德的攻击再继续下去，他将

离开这个国家。但同时亨德米特也跟富特文格勒拟定了一个拜会希特

勒的计划，希望取得希特勒的谅解。

富特文格勒找上了柏林《德意志大众日报》的 编 辑———一 位 具 有 新

闻言论自由观点的人———腓烈兹·克林博士，争取他为 自 己 发 表 文 章。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５日，柏林《德意志大众日报》的头版上，在显著位置刊出

了一篇名为“亨德米特事件”的长篇文章，作者正是赫赫有名的富特文格

勒。他以锋利的文笔还击了《莱茵前线报》的进攻。这篇文章的刊出，犹

如捅了马蜂窝，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后街偷偷进行的狙击战被迫公

之于世。公众们都支持富 特 文 格 勒 与 亨 德 米 特。纳 粹 陷 入 了 一 种 极 为

狼狈的境地，任何让步都会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于是整个纳粹

政治集团纠集在一起对他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富特文格勒首当其冲，

失去了一切的职务与工作，德意志文化卫士、国家歌剧院和柏林爱乐乐

团等都辞退了他。克林博士当然也无法例外，最后轮到亨德米特。纳粹

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德意志文化卫士冲了出来，他的发言人驳斥了一些

人认为对亨德米特的攻击是一种政治性的谴责。１１月２８日，戈培尔在

他自己的报纸《进攻》的头版上，以横幅的大字标题“音乐上的机会主义

者亨德米特为什么要攫取桂冠诗人的称号”为题刊登了一篇文章，谴责

他在德意志文化卫士中，运用他的特殊地位，塞进了许多自己的创作去

排挤别的作曲家。戈林也私下打了个电话给希特勒，要他立即取消原先

约定与富特文格勒的会见。

经过几天的酝酿，纳粹的总进攻开始了。纳粹宣传部门的头子终于

亲自跳到前台，戈培尔和罗森堡两人串通一气，前者在１２月６日于柏林

文化宫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演说，罗森堡则在１２月７日的

《人民观察员》的 报 纸 上 发 表 了 一 篇 恶 毒 攻 击 的 文 章，两 者 的 意 思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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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新的德意志国家里，统治者可以决定什么是艺术，如果哪位艺术家

不喜欢，那么可以滚蛋。戈培尔的那篇演说虽未指名道姓，但谁都会知

道他指的是亨德米特。戈培尔讲完话后，立即又宣读了一份祝贺戈培尔

“在铲除不受欢迎的分子”的一举中大获胜利的电报。这封电报签上了

德意志音乐卫士主席、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名。这使亨德米特痛苦

万分。因为他能忍受戈培尔的谩骂，但对一位自己尊敬的同行作曲家对

自己的恶意中伤，则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就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

日子里，１１月２０日，指挥家许勒却英勇无比，竟然在埃森指挥演出了交

响曲《画家马蒂斯》。演出后，亨德米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过去的几天里，无穷无尽的淫亵话倾泻到我身上，使我对这

世上笑脸相 迎 的 人 特 别 敏 感，你 就 是 他 们 中 的 一 个。为 此 我 感 谢

你。你对错误与辱骂的纠缠置若罔闻，给我以很大的鼓舞……

但迫害是无情的，亨德米特的作品在德国遭到全面的禁演，课也无

法教下去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先流亡到土耳其去，歌剧的创作暂

停了下来。直到１９３５年７月，亨德米特才在柏林完成 了 这 部 歌 剧。此

后，他曾多次 出 国，最 后 流 亡 到 瑞 士，直 到 临 死 才 重 新 踏 上 了 祖 国 的 土

地，那部使 他 受 尽 折 磨 的、长 达 四 小 时 的 歌 剧《画 家 马 蒂 斯》最 终 是 于

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８日在瑞士的苏黎世歌剧院，由谭兹勒 指 挥 进 行 了 首 演。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此后，立即在各地相继上演。可是，德国的报 纸 却

守口如瓶，对这方面的消息始终保持沉默。

著名的德国评论家施玛根许密特（Ｓｔｕｃｋ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为此作出如下评

论：“这是具 有 讽 刺 意 味 的，从 德 国 的 气 质 和 伦 理 观 点 看 来，《画 家 马 蒂

斯》可以与贝多芬的《费德里奥》（Ｆｉｄｅｌｉｏ）和普伊茨纳尔（Ｐｆｉｔｚｎｅｒ）的《帕

列斯特里那》（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ａ）相齐名，但是它却在德国以外开始了它的经历，

可是毫无疑问地，它将会流行于整个世界！”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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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家的音乐画像———
交响曲《画家马蒂斯》

　　亨德米 特 不 过 用 音 乐 来 表 现 出 人 们 观 赏 这 些

伟大图画时所产生的感情……

———施特罗贝尔

在德国阿尔萨斯的柯尔玛博物馆里，珍藏了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

大画家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Ｇｒｕｎｅｗａｌｄ１４７５—１５２８）在伊

森汉祭坛上的１１幅镶板画。这些画年代悠久，人们对它们的印象早就

淡薄异常了。谁知时隔４个多世纪，这些绘画由于它独特的风格及出奇

的构思，与２０世纪现代写实主义的绘画有着许多近似之处，引起了人们

莫大的兴趣，而这位技艺卓绝的绘画大师也就引起了世人的极大重视。

早在１９３３年，德 国 近 代 杰 出 的 作 曲 家 亨 德 米 特（ＰａｕｌＨｉｎｄｅｍｉｔｈ

１８９５—１９６３）在好友施特雷克尔的建议下，以格吕内瓦尔 德 的 事 迹 为 基

础创作一部歌剧，亨德米特决定自己写作剧本。为此，他搜集有关的资

料，苦心研究，博览群书，在１４天时间里翻阅了１３０多种书籍，进行了反

复的分析研究。他最终根据部分史实及自己设想的一些情节，编写成了

歌剧《画家马蒂斯》（ＭａｔｈｉｓｄｅｒＭａｌｅｒ）的剧本。

画家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的真实姓名叫马蒂斯·戈特哈德·尼

特哈特，生于维尔茨堡，是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红衣主教的一位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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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画师。这人善于思考，成天沉思默想，总想去解决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的疑难问题。通过反复不断的思考，他领悟到传教活动是无意义的，解

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比从事艺术创作更为重要。这样，他决定放

弃了传教与绘画，投身于革命。他加入了１５２４年德国南部农民起 义 的

领袖汉斯·施瓦尔布所领导的反宗教的运动中去。他坚决反对贵族和

教会，最后甚至反对起他自己的主人阿尔布雷希特红衣主教来。但是投

身于农民运动以后，他却发现自己队伍中不乏奸淫掠夺、男盗女娼的罪

恶行动。为此，他气愤至极，当起义的农民遭受到一次彻底的惨败时，他

逃进一座森林中去藏匿起来。他饥寒交迫、痛苦万分，丑恶的妖魔鬼怪

不时出来纠缠他，他经历了一次圣·安东尼的诱惑。在痛苦的灵魂中，

良心的谴责 从 内 心 升 起，不 断 鞭 笞 和 折 磨 他，要 他 忏 悔 他 的 所 作 所 为。

为了寻求解脱，他访问了提佛的圣·保罗，保罗从安东尼的肖像中启发

马蒂斯，使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给他指出了日后应遵循的正确道路。

马蒂斯终于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绘画生涯中来，过着和平而宁静的

隐居生活。

亨德米特原 来 准 备 为 这 歌 剧 的 每 一 幕 戏 写 一 首 管 弦 乐 的 插 曲，但

是，由于他老改变主意，经常涂改，更因剧本改变了剧情及结构，这个计

划就更难完成了，最后只写成了三首曲子，发展成一部交响曲《画家马蒂

斯》，并于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２日首演，获得极大成功。交响曲的每个乐章都

是以格吕内瓦尔德的一幅镶板画的标题而命名的。

这部作品虽然作者自称是交响曲，但它却不是一部严格的交 响 曲。

德国杰出的音乐评论家施特罗贝尔曾有以下一段评语，可以作为我们欣

赏时的一种参考：

　　当亨德米特连接了他歌剧中的三段音乐，而称它为交响曲时，

他的意思并非指１９世纪的交响曲形式。这三段音乐并没有包含特

定的交响曲意义，而且它们不是用主题来表现的。这曲子中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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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就是根据马蒂斯的画来的。但这曲子也并不是寻常的标 题 音

乐，亨德米特不过用音乐来表现出人们观赏这些伟大图画时所产生

的感情……他的乐曲免除了一切形象性的描绘，也不采用什么特殊

的音响，而完全依照规律来处理一切的变化。这部交响曲中所采用

的技巧也就是他在别的乐器协奏曲 中 所 采 用 的———把 感 情 化 为 纯

音乐。

歌剧在政治上触犯了纳粹，被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交响曲的演出

在纳粹德国导致了引人瞩目的“亨德米特事件”。

歌剧《画家马蒂斯》虽然最后完成于１９３５年７月间，但由于纳粹的

迫害，不能在德国演出，直至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８日，这部作品才在瑞士的苏

黎世歌剧院，由谭兹勒指挥作首次演出，受到了观众空前的欢迎。

第一乐章《天使的音乐会》

此曲原是歌剧的序曲。据说这是按照格吕内瓦尔德为农民起 义 领

袖施瓦尔布的女儿雷吉娜所画的肖像而创作的。乐曲完成于１９３３年１１
月。

这一乐章是以降 Ｄ 调为其调性基础的。乐曲由一个管风琴式的引

子开始，音乐始终散发出一种浓郁的宗教气氛。单簧管和大管以一种管

风琴的色彩，奏出了一个肃穆、神秘而庄重的乐句，接着双簧管和长笛相

继将这乐句重复了一次。然后，三支长号以浑厚的音色奏出了一个主要

主题，也是一个贯串全剧的主要主题：德国民歌《三位天使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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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作为一个固定旋律在弦乐的拱形音型的背景上出现的。经 过

简短的发展，引子就告结束。

紧接着是快速的呈示部。呈示部由三个主题组成，每个主题可以设

想为一位天使。

第一主题快速、活泼、爽朗而欢乐，具有一定的男子 性 格，它 被 认 为

是亨德米特旋律发展风格的一个典型：

经过简单发展后，出现了第二主题。这主题与前者 迥 然 不 同，赋 有

一种妩媚、忸怩、含情脉脉的性格：

但是，在发展中，却特别强调了它的节奏力度与冲劲，显示出一种刚

劲有力的性格。

第三主题活泼、跳跃、天真烂漫，具有一种逗乐取闹的情趣：

展开部以一个“赋格风格的乐句”开始，然后，以第一、二两个主题交

织在一起进行展开。接着，引子中的“天使”主题也参加了进来，音乐变

得更为激动起来。“天使”主题的最后一句引回了弥漫于整个乐章的那

种和 平 和 静 谧 的 气 氛，它 唤 起 人 们 想 像 格 吕 内 瓦 尔 德 无 与 伦 比 的 杰 作

《耶稣降临图》中的那种温和而容光焕发的喜悦神色。

再现部由第三主题先出，然后第一、二主题相继依次出现，最后导致

一个强烈而欢乐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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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葬礼》

这是歌剧最后一幕中马蒂斯守候在临终前的雷吉娜前的一首器乐

间奏曲。乐曲是从《基督受难图》中获得灵感而写成的。

这个乐章简洁而清晰，是一首单三段体加一个小结尾的乐曲，里面

的两个主题也是亨德米特旋律风格的典型。乐曲一开始，弦乐以拖沓步

伐型的葬礼进行曲的节奏，奏出了一个凄凉而孤寂的第一主题，给人以

无比压抑之感：

第二主题是一支四、五度音程结构的悲歌，由双簧管及长笛以卡农

的形式奏出，抒发了无比深厚的思念、怀旧之情：

接着，乐曲又回到了第一主题，不过，这次变换了调性，加强了配器，

并丰富了音乐的织体，音乐渐渐高涨，最后迸发出一个强烈而光芒四射

的长音，这似乎预示了基督的复活。此后，单簧管、长笛及弦乐相继奏出

一个富有悲剧气氛的乐句，使人又回复到葬礼的那种沉痛记忆中来。最

后，提琴奏出了一丝长音，高高悬挂在空中，它表达了人们内心的一种无

可名状的痛苦之情。

第三乐章《圣·安东尼的诱惑》

这取材于歌剧第 六 幕 中 的 一 首 间 奏 曲。它 大 致 完 成 于１９３４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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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因为２月５日他给施特雷克尔写信说：“我发现我对第三首

乐曲毫无办法，虽然我 辛 苦 了 好 一 阵 子，而 且 作 了 各 种 尝 试，结 果 我 放

弃了它，而且就决定 让 它 两 个 乐 章 去 算 了。但 是，昨 天 以 来，事 情 再 次

发生变化，我正在写作《诱惑》。”

这乐章由五个部分组成，它歌颂了圣者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各

种诱惑的英雄形象。乐曲先由一个浑厚的宣叙调式的引子主题开始，它

描绘了马蒂斯画中的地狱惨状（见次页谱例）。经过转调，音乐达到一个

高潮，随后出现一次简化了的再现而逐渐微弱下来，这是本乐章的引子。

此后，是以赋格与对位手法展开的几个新主题：

各种错综复杂的心理与情绪，并且还象征性地写出了整个斗争的艰

苦性。此后，出现了一段赋格式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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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这段赋格式的音乐上，又出现了木管演奏的一支《西昂救世主的

颂歌》：

最终，乐曲以 雄 伟、嘹 亮 的 铜 管 奏 出 了 一 支 崇 高、辉 煌 的 宗 教 歌 曲

《哈利路亚》结束了全曲，它显示了圣者最后的胜利。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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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的《布兰之歌》

　　对于一切，我最终关注的不是音乐，而只是精

神的探索。

———卡尔·奥尔夫

在２０世纪的欧洲乐坛上，最受听众欢迎的一部清唱剧恐怕就是德

国著名 作 曲 家 卡 尔 · 奥 尔 夫（ＣａｒｌＯｒｆｆ１８９５—１９８２）的《布 兰 之 歌》

（ＣａｒｍｉｎａＢｕｒａｎａ）。这部作 品 的 强 烈 吸 引 力 主 要 归 功 于 作 曲 家 的 艺 术

信念、创作技法及独特的风格。

１９１３年，奥尔夫在慕尼黑音乐院学习作曲，学习了不少现代作曲家

的作曲技法。但直到１９２０年，师从著名复调大师卡明斯基（Ｈ．Ｋａｍｉｎｓ

ｋｉ）研究了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他的思想才开始转变。他认为

艺术美学的核心是质朴。用他的话来说“表达越具有本质性、单纯性，效

果也就越直接而强烈”。从那时起，他的音乐语言从应用的音阶、和声、

节奏直到旋律的素材都尽量简单，但效果却十分强烈。在这基础上，他

发展了一种直率、基本和原始的音乐风格，世人称之为“奥尔夫风格”。

奥尔夫形成 自 己 风 格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就 是 这 首 举 世 闻 名 的《布 兰 之

歌》（意即《世俗之歌》）。它有一个副标题———为独唱家及合唱队演出而

带有器乐及不可思议的场景的世俗歌曲。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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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清唱剧、大合唱、歌剧、话剧等特点以及舞蹈因素的音乐体裁，但奥尔

夫并没有指明舞台上应用何种布景，演员应穿何种服装，这全由演出时

决定。演出时，歌唱者坐在乐池内，台上由舞蹈者作出补充歌词所需的

象征性的动作。

《布兰之歌》作于１９３７年，同年６月８日在法兰克福歌剧院首演，取

得极大的成功。同月，他写信给出版商说：“以往我所写的以及那些你已

不幸地出版了的任何东西，一概作废。从《布兰之歌》起，我可以收集的

作品开始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那时起，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奥尔

夫风格”时期，创作了１２部作品，赢得了他在国际乐坛上的崇高声誉。

《布兰之歌》歌词的取材十分有传奇色彩。在德国慕尼黑以南３０多

英里处，有一座建立于公元前７４０年的巨大的寺院半隐半现在阿尔卑斯

山的山谷中，这就是古老的贝尼狄克特修道院。１８０３年，在这座庄严、神

圣的古老寺院里挖掘出许多“长年失散”的宝藏。其中一件就是被慕尼

黑州立图 书 馆 收 藏 的１２８０年《布 兰 之 歌》的 手 抄 本。这 本 诗 集 收 集 了

２００多首诗歌，都是当时尚未毕业的神学院的流浪学生、流浪僧人、思凡

的僧士留下的。他们脱离神学院的教育，整天沉溺于歌唱、喝酒、恋 爱，

用诗歌歌颂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歌词极端粗俗，使用多种文字：白话

拉丁文、古法语、古巴伐利亚语、古德语等。１８４７年，诗人约翰·许默勒

将它汇集出版。

１９３５年，奥尔夫 浏 览 了 这 个 版 本 的 全 集。奥 尔 夫 的 传 记 作 家 莱 斯

（Ａ．Ｌｉｅｓｓ）说奥尔夫“戏剧灵感在一接触到开始几句诗句时就已燃点起

来了”。奥尔夫 从 这 书 中 选 了２４首 诗 篇，立 即 交 米 夏 尔·霍 夫 曼（Ｍ．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请他译成韵文，然后再请沃尔夫根·夏特瓦尔德（Ｗ．Ｓｃｈａ

ｄｅｗａｌｄｆ）将韵文译为自由的散文诗。此后，他将这些素材重行安排，分为

四个部分：第一 部 分《序 歌》（二 曲）；第 二 部 分《初 春》（八 曲）；第 三 部 分

《在酒店里》（四曲）；第四部分《爱的宫殿》（十曲），总共２５曲。现简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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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序歌

第一曲：序歌合唱《啊，命运》，３／２，庄重 地。这 是 一 首 气 势 磅 礴、宏

伟壮丽的大合唱。乐队以管风琴般的洪亮音响奏出了几个巨大的和弦，

导入了气象万千的大合唱。歌声历数命运愚弄人们的各种罪行：

　　啊，命运！

你像月亮

变幻无常，

先是升起，

然后下降；

可恨的人生，

对我们一时虐待，

一时宠爱。

世人的愿望

由它播弄，

权势与贫贱，

一样冰雪消融。

不久，速度变快，音量渐增，最后，情绪骤 变，合 唱 翻 高 一 个 八 度，激

昂慷慨地高唱起与命运争斗的战歌：

　　此时此刻，切莫迟延，

拨起琴弦

为的是强有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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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命运之神制伏，

请与我一齐同来痛哭。

第二曲：男低音独唱与合唱《命运带来的创伤》，４／２。此曲分为两部

分，前首由男低音演唱，后首男高音、女高音及女低音先后加入演唱。他

们控诉着命运的残酷无情：

　　我含着满眶热泪，

哀悼命运带来的创伤。

她给我无情的打击，

从我身边索回她的恩赏。

有句话千真万确，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秃顶无论遮盖得怎么好，

头发也会很快脱得精光……

在歌曲的演唱中，挟带着一首情绪强烈的器乐间奏，似乎是表达了

一种对命运的愤慨。

第二部分：初春

第三曲：小 合 唱《明 媚 的 春 光》，８／２。这 首 歌 曲 用 伊 奥 利 安 调 式 写

成，清新、优美。在高音木管乐器短小的引子以后，先由小合唱队中的女

低音及男低音演唱，后由女高音及男高音的独唱予以应答：

　　明媚的春光

返回苏醒的大地。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１２７　　

严冬的势头

已被驱散，远走高飞。

弗洛拉穿上

五彩的衣裳，

树林也兴高采烈，充满了鸟语花香……

此曲描绘了春回大地的一派美丽的景色：鸟语花香，清风荡漾，少女

跳着艳舞，满心欢畅。

第四曲：男中音独唱《万物受到太阳的抚育》，２／２。在银铃似的引子

后，男中音以温柔的声调唱出了一首节拍自由而潇洒的歌曲：

　　万物受到太阳的抚育

多么美好鲜妍。

四月的旖旎风光，

重又向世间展现。

翩翩少年的心中，一片温情蠢蠢欲动，

爱神带到的地方，上帝任意操纵……

这首小曲十分素静，犹如国画中的淡墨山水，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

种深远的意境，实在令人爱不释手。

第五曲：合 唱《可 喜 可 盼》，４／２。这 是 一 首 歌 唱 春 到 人 间 的 欢 乐 歌

曲，先由男声合唱，继以女声：

　　可喜可盼

那等待已久的春天，

她把快乐带回世间，

原野开遍了花朵，

绯红鲜艳。

阳光普照，一片晴朗，

所有烦恼，一扫而光。

如今，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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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严酷的冬日

回到了人间……

音乐开始比较平稳，不久即转为激动，使人感到一种春光焕发之情。

第六曲：《舞曲》，２／２。这是整部作品中唯一的一首器乐间奏曲，气氛

强烈、节奏多变，中间还夹了小段的小提琴与长笛的独奏，是一首饶有风趣

的土风舞曲。

第七曲：合唱与小合唱《壮丽的森林》，３／４。虽是一 首 失 恋 的 情 歌，

但依然十分活泼、风趣。前半段由大合唱演唱，描绘美丽的自然景色，后

半段先由一群姑娘问道：“我最亲爱的情郎，你现在何方？”然后小伙子回

答说，“他已 骑 马 走 了”，而 且 渐 弱，表 示 远 去。这 时 姑 娘 情 不 自 禁 地 惊

呼：“哎呀，如今有谁再来爱我？”音乐渐渐消逝，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

失落之感，十分生动、风趣。

第八曲：童声合唱与女声合唱《卖货郎，给我胭脂》，４／４。这 是 一 首

以古德语歌词配置的民谣风歌曲。合唱前有一段简短如铃声般的引子，

犹如货郎担的摇铃声，接着姑娘们以天真无邪的感情，轻快、洒脱、怡然

自得地唱道：

　　卖货郎，给我红胭脂

我要把脸蛋儿涂得绯红，

管他愿意不愿意

要燃点起小伙子心中的火种。

副歌：

　　瞧瞧我

小伙子

我是不是十分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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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曲：艳舞，合唱《她们到这儿来翩翩起舞》，３／４。这 是 一 首 带 器

乐引子的三部曲式的歌曲，比其他歌曲较为复杂，节奏多变，而且用上了

转调。开始，男女青年以对唱形式演唱了舞曲，热烈、欢腾，抒发了青年

人的欢乐心情：

　　她们到这儿来翩翩起舞。

都是一些年轻的姑娘，

整个这样漫长的夏天，

可没有男孩伴在身旁……

突然，情绪骤 变，女 低 音 以 浑 厚、深 沉 的 声 音 唱 出 了 一 首 情 歌：“来

啊，来，我亲爱的心肝，我等你等得这么久长，你那玫瑰色的嘴唇，会消除

我的一切失望。”最后，青年男女又重投入欢乐的歌舞之中。

第十曲：合唱《就算整个世界都属于我》，４／４。这是一首生气蓬勃、情

绪激昂的歌曲，由一个铜管乐的引子导入，充分显示了青年人热恋的心情：

　　就算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从大海直到莱茵河，

我也走过而无动于衷，

只要俊丽的英国皇后，

卧倒在我的双臂之中……

第三部分：在酒店里

第十一曲：男中音独唱《内心激动》，４／４。这是一首控诉世道不平的

歌曲，情绪烦躁，歌者声嘶力竭，口若悬河地唠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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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动的心中

万分痛苦，

怀着满腔怒火，

我向自己倾诉。

我本来自物质，

尘土做成，

好似一片落叶，

随风飘零，任人摆弄……

最后出于无奈，终于唱出了“与其明日得拯救，不如今日尽开颜，只

求肉体得解放，何求灵魂升天堂”。

第十二曲：男高音与男声合唱《我曾在湖上游荡》，４／４。这是一首描

写被厨师烧烤的一只天鹅的惨状来影射残酷现实生活的歌曲。此曲以

模拟天鹅悲鸣的乐队引子开始，然后由男高音的高亢而凄惨的声调唱出

了这支悲歌：

　　我曾在湖上游荡

生活无比美好，

那时我是一只天鹅。

啊！可怜我呀，不得了，

如今已是漆黑一团，

被人用火烧烤……

最后，男声合唱以激昂的声调唱出：“可怜，可怜，如 今 凄 惨，被 烧 烤

得黑而又焦。”显示出无比愤慨。

第十三曲：男中音独唱与男声合唱《我是修道院院长》。这是一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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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调式的讽刺歌曲，揭露修道院院长男盗女娼，只顾与酒肉朋友寻欢作

乐而对修道士横加管辖的罪恶行径。歌中唱道：

　　我是“吃喝会”的会长，

爱和朋友痛饮一场。

我的心思全在“赌博党”上，

谁若早晨去酒店里找我，

保证他晚上脱去衣裳输个精光……

然后，群情激愤，大家连吼带骂地唱道：“恶 棍！可 耻！你 干 了 什 么

勾当？我们人生的欢乐，全被你剥夺精光。”

第十四曲：男声合唱《当我们在酒店里》，４／４。这是整部清唱剧中最

长的一曲，这是一首醉歌，采用模拟醉汉呓语及狂吼的声调写成。音调

时高时低，节奏时快时慢，逼真地表演了一个醉汉的醉态：

　　当我们在酒店里，

我们无暇顾到死活这笔账，

总是抢着挤到赌台上，

在那边冒汗又紧张，

酒店里有什么？

一个银币就给你欢畅———

假如你真想懂得这迷的话，

那么，好好听我说端详……

就这样，他开始醉醺醺地没完没了地唠叨开了。最后：

　　虽然他们愉快地痛饮，

就这样很多人指摘我们，

就这样我们终是口袋空空，

但愿批评我们的人惊惶失措，

不被列入到神明的名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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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爱的宫殿

这部分的十首歌曲是按照男女爱情逐渐发展的情节贯穿而成的。
第十五曲：童声合唱与女高音独唱《爱神飞来飞去》，２／２。这是首柔

情的歌曲，但风格上与其他歌曲有较大的不同，其中运用了不少半音，似

乎显示了恋爱中的人们那种精神恍惚的神志。

　　爱神飞来飞去，
情欲把她紧紧抓住。
年轻的男男女女，
双双结成了伴侣。
要是姑娘少个对象，
什么欢乐也就一扫而光，
在她苦闷的心房，
就像那里夜茫茫……

第十六曲：男中音独唱《白天、黑夜与整个世界》，４／４。这 是 一 支 即

兴风格而具有不少华彩乐段的歌曲，男中音以真假声交替的方法演唱，
吐露出失恋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白天、黑夜与整个世界

都在跟我作对，
听到少女的声音，
令我含泪伤心，
有时听到一声悲叹，
更令我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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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逼不得已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一会儿又会起死回生，只 要

你给我仅仅一个亲吻。”

第十七曲：女高音独唱《站着个年轻的姑娘》，４／４。失恋的小伙子看

到一位姑娘，心中是如何地激动呢？他以深情的语调，悄悄地赞美着她：

　　那儿站着一个年轻的女郎，

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衣裳；

假如有谁碰碰她，

紧身衣就会簌簌作响，

哎哟，哎哟。

那儿站着个姑娘，

玫瑰那般的漂亮；

她的容光焕发，

她的小嘴像花朵一样。

哎哟、哎哟……

这是一支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伴奏简洁，只用了弦乐、木管，十分细腻、

动听。

第十八曲：男中音独唱与合唱《在我的心中》，６／４。姑 娘 的 出 现，燃

点了小伙子心中的爱情。他热情地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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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心中，

充满了声声的哀叹，

为了你那么可爱，

我忍受深深的苦难。

曼黛莉埃特，

曼黛莉埃特，

我的心爱，

还没有回来。

……

但愿上帝助我，

完成我心中的意愿：

使我终于开启———

她那童贞的锁链……

第 十 九 曲：男 声 合 唱 与 男 中 音 独 唱《假 如 小 伙 子 与 姑 娘》，２／４。

这 是 一 首 宣 叙 风 格 的 无 伴 奏 合 唱，前 段 先 由 男 中 音、男 低 音 及 男 高 音

形 成 竞 唱，后 由 男 高 音 独 唱。后 段 则 为 生 动、活 泼 的 合 唱，具 有 强 烈

的 谐 谑 情 趣，十 分 逗 人 喜 爱。

　　假如小伙子与姑娘，

结成伴侣一双，

他们的结合多么愉快，

情爱不断地增长，

要把圣贤的教诲

一股脑儿遗忘。

只有难以形容的欢欣，

渗透他们的躯体、双臂与唇上……

第二十曲：双重合唱《来、来、来》，４／４。这 是 一 首 欢 快 的 情 歌，以 两

个合唱队的竞唱形式写成，情绪十分激动、热烈。他们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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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不要让我死去，

……

你比玫瑰还红，

比百合还白，

比其他什么都美，

我将永远对你崇拜……

第二十一曲：女高音独唱《我心中的天平》，３／２。此曲描写少女在热

恋中的彷徨，是放任于爱情，还是保持自己的贞操？独唱在二拍子、三拍

子、四拍子之间徘徊，显示出一种犹豫不决之情。特别由于长笛吹出了

一个平行三度的抒情旋律衬托独唱，这更加深了这种感情的抒发：

　　我心中犹疑不定的天平秤，

肉体的爱与纯洁的童贞，

放在上面一起称一称。

可是凭我所见去挑选，

我低下头来细盘算，

从中取那个，毕竟爱情比蜜甜……

第二十二曲：女高音与男中音独唱及童声合唱《这个时辰多快活》，

４／４。这是一首歌唱及时行乐的歌曲，曲中充满了激情及强烈的切分节

奏，生气勃勃，显示出“为了爱情，敢作敢当”的大胆精神。

第二十三曲：女高音独唱《最甜蜜的人儿》。这是一首四小节的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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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段型的短小情歌，拍子十分自由，写出了姑娘在享受爱情时的美满心情：

　　最甜蜜的人儿，

啊！我把我整个都奉献给你。

第二十四曲：合唱《祝福你，最可爱的人》，４／２。这是一首声势浩大、

气象万千的颂歌型的大合唱：

　　祝福你，最可爱的人，

珍贵的珠宝，

欢呼，最光荣的贞女，

处女的骄傲，

欢呼，人世的光芒，

欢呼，人世的玫瑰，

布兰齐弗洛尔和海伦娜，

高贵的维纳斯，嗨！

第二十五曲：合唱《啊！命运》。青年男女在获得了美满的爱情以后，

再次唱起了与命运斗争的战歌，它好似向人类宣告：人生永远是美好的！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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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维斯与他的

　　《印第安交响曲》

　　查维 斯 的 音 乐 无 比 健 壮。这 不 是 以 一 种 生 活

的写照，而是以一种生命的体现而创作的音乐。

———Ａ·柯普兰

１９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族觉醒运动风起云涌，

这不仅对这些地区的政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其文化艺术也带来

了猛烈的冲击，形成了各地广泛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２０世纪初，这股

浪潮波及南美。１９１０年，墨西哥也爆发了革命。革命唤起了墨西哥人为

自由、为人民而斗争的热情，同时也在文艺领域中激起了民族文艺复兴

的高潮。１９２３年，墨 西 哥 的 三 位 伟 大 的 画 家Ｊ·Ｃ· 奥 罗 兹 科（Ｊ．Ｃ．

Ｏｒｏｚｃｏ１８８３—１９４９）、里维拉（Ｄ．Ｒｉｖｅｒａ１８８６—１９５７）与西凯罗斯（Ｄ．Ａ．

Ｓｉｑｕｅｉｒｏｓ１８９６—１９７４）在美术上展开了一个新的运动。他们要以复兴墨

西哥的阿兹特克（Ａｚｔｅｃ）与玛亚古代文化及印第安人的民族性来建立墨

西哥自己的现代艺术，开创墨西哥文艺复兴艺术的光辉灿烂的时代。绘

画的觉醒 也 带 动 了 音 乐 的 复 兴。三 位 杰 出 的 作 曲 家：庞 塞（Ｍ．Ｐｏｒｘｅ

１８８６—１９４８）、雷维尔达斯（Ｓ．Ｒｅｖｕｅｌｔａｓ１８９９—１９４０）与查维斯否定前人

的观点，认为“土著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墨西哥历史上形成了最重要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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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西班牙入侵前的音乐表现了墨西哥心灵最深邃的智慧”。他们要为

创作真正的墨西哥音乐而奋斗。这三人虽同是作曲家，但查维斯除了作

曲外还从事表演、教学、研究、著作及社会活动等多方面的工作，他在墨

西哥音乐史上的地位，犹如艾涅斯库在罗马尼亚音乐史、巴托克在匈牙

利音乐史、勃劳赫在以色列音乐史及维拉·罗勃斯在巴西音乐史一样，

功不可泯、名垂乐史。

卡洛斯·查维斯 （ＣａｒｌｏｓＣｈａｖｅｚ１８９９—１９７８）具有西班牙—印第安

血统，从小就酷爱印第安音乐。童年时，他每逢节假日经常与家人同去

印第安人聚居的特拉斯卡拉（Ｔｌａｘｃａｌａ），自幼便迷恋印第安音乐。１１岁

起随墨西哥音乐先驱庞塞学钢琴，庞塞对他也十分赏识，日后曾回忆“查

维斯是一位少见的勤学苦练的典范，在我们碌碌无为的环境中是很突出

的”，又说 “查维斯音乐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渴求创新……他有才华，身

受双重影响：舒曼与肖邦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后者是以其新颖与异

国情调吸引着他”。

对民族音乐的渴求促使查维斯多次深入各地搜集、研究印第安人的

音乐，尤其是对土著乐器及阿兹特克音乐的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

音乐中短促而原始的旋律、强烈而单调的节奏、严峻而冷漠的色彩深深

地吸引了他，正是这些质朴的音乐语言构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基础。早年

他所创 作 的 几 首 钢 琴 曲 《狂 喜》（Ｊｕｖｅｎｉｌｉａ）、《墨 西 哥 曲 调》（Ｃａｎｔｏｓｄｅ

Ｍｅｘｉｃｏ）、《ｃ小调交响曲》、芭蕾舞剧《新火》（Ｅｌｆｕｅｇｏｎｕｅｖｏ）以及《弦乐四重

奏》等都显示了墨西哥民族音乐风格的端倪。

查维斯没有沉湎于已有的成绩，他勇于进取。他要使墨西哥音乐与

现代音乐接轨。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查维斯去了德、法、奥等地。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年，他又去了纽约，结识了柯普兰、考威尔、瓦列兹等现代作曲家。２０世

纪新音乐的思潮强烈地冲击了他。回国后，他一方面大力从事于斯特拉

文斯基、勋伯格、萨蒂、米约等人的现代作品的演出，以传播欧洲的新音

乐思潮，推动墨西哥现代音乐的发展。另一方面，开始探索现代音乐的

创作。这种探索促使了原始主义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并构成了他日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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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条主线。由于在国外受到机械统治的社会精神的影响，结构主义

的思维开始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创作出一批带有抽象性标题的作品：

《多边形》（Ｐｏｌｉｇｏｎｏｓ，１９２３）、《容 貌》（Ａｓｐｅｃｔｏｓ，１９２３）、《３６》（１９２５）、《能

量》（Ｅｎｅｒｇｉａ，１９２５）、《统一》（Ｕｎｉｄɑｄ，１９３０）。但这些作品依然保持了墨

西哥音乐的特征，这种探索在他与画家里维拉合作的芭蕾舞剧《马力》中

达到了高峰，被人称为 “查维斯最迷人之作”。

革命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广阔的活动空间。１９２８年，不满３０岁的查

维斯被任命为墨西哥交响乐团指挥，１２月，又被聘为国立音乐院 院 长。

作为一位指挥，他致力于本国作曲家新作的演出，同时也积极介绍世界

古典音乐及现代音乐的名作。在他任 职 的２１年（１９２８—１９４９）中，总 计

演出了３３位墨西哥作曲家的９３部作品，并且在墨西哥首演了２５０部世

界名作。此外，他还聘请了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指挥家及作曲家如安塞

梅特、斯托考夫斯基、蒙特、亨德米特、斯特拉文斯基、柯普兰等与乐团合

作演出，进行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为墨西哥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作为一位音乐院的院长，他不仅主持校务，而且亲自担任作曲

课的教学。为了摆脱欧洲传统模式的影响，他大力进行教学改革，并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音乐家。墨西哥著名的“四人团”：

Ｄ·阿亚拉（ＤａｎｉｅｌＡｙａｌａＰéｒｅｚ１９０６—１９７５）、Ｓ·孔 特 雷 拉 斯（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１９１２—　）、Ｂ·蒙 卡 约（ＪｏｓéＰａｂｌｏＭｏｎｃａｙｏ１９１２—１９５８）与

Ｂ·加林多（ＢｌａｓＧａｌｉｎｄｏ１９１０—　）都是他作曲班上的学生。由于政府

文化改革的政策不能贯彻始终，他于１９３４年辞去了院长职务，但他奠定

的教学体系，已在院内扎根，并取得了发展。

１９３３年，查维斯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艺术司司长。１９４７年，阿勒曼总

统要他组建国家艺术研究院，并任命他为院长。在任职的５年中，他组织

创作与演出，研究古代音乐，创建舞蹈剧院，出版乐谱，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了极为卓越的成绩。

１９４９年，查维斯对自己作了深刻的自我总结：“在所有过去的这些年

代里，为了使墨西哥的音乐生活得到整体的发展，看来我已做了我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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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现在我 要 满 足 我 个 人 最 大 的 欲 望———创 作———了，并 用 这 一 形

式服务社会。”他于是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创作。在此后的３０年中，他创

作了５部交响曲、６部室内乐、４部合唱作品、７部器乐作品及歌剧《来访

者》（Ｔｈｅ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１９５３—１９５６）、舞剧《金字塔》（Ｐｉｒáｍｉｄｅ，１９６８）等，使他

成为“他一代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拉丁美洲的作曲家”。

在查维斯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中，唯一直接采用印第安旋律的就是

那部被称为“表现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灵魂”的《印第安交响曲》（Ｓｉｎｆｏｎｉａ

Ｉｎｄｉａ，１９３６）。

查维斯一直认为：“古代墨西哥的印第安音乐，它最纯粹的形 式，不

像通常所猜测的是阿兹特克（Ａｚｔｅｃ），而是亚基（Ｙａｇｕｉｓ）、赛利（Ｓｅｒｉｅｓ）和

维乔勒斯（Ｈｕｉｃｈｏｌｅｓ）等游牧部落的那些音乐。”并说：“就这些土著音乐

的本质而言，经过四个世纪与欧洲音乐的接触，依然保留其原有的特色

……这个事实便成为其强韧的标志。”也许就是为了充分显示真正的印

第安人的性格，他就采用这三个部落的音乐写成这部单乐章形式的交响

曲。作品里还使用了许多印第安的乐器，如：水葫芦、印第安鼓、各种刮

响器、钹等。

作品的主题素材具有一种剽悍的原始力量，旋律只在一个相对狭窄

的范围内运动，强调单音及其重复的片断。所有这些与查维斯音乐的明

亮的色彩、固执的节奏、清晰的轮廓以及有意的质朴的创作风格十分吻

合。和声语言是全音阶—调式性的，有时带有一点五声音阶的音响。

交响曲以急速的５／８与２／４、３／４交 替 拍 子 的 短 小 引 子 开 始。紧 接

着，出现了一支强烈节奏的那亚利德（Ｎａｙａｒｉｔ）地区维乔勒斯部落的《太

阳颂歌》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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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思进行了有力的扩展以后，音乐进入了“如歌的小快板”。单簧管

唱出了一支索诺拉（Ｓｏｎｏｒａ）地区的亚基部落的曲调：

这曲调以巧妙的变奏，一再重复，然后，音乐达到了 一 个 高 潮。“慢

板”乐段由另一支索诺拉地区的印第安曲调组成：

音乐逐渐展开，使人产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感。交响曲的中部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悲伤的动机，逐渐加入了新的音响，似乎汇合成一

种宗教仪式性的行列：小提琴的悲歌、打击乐的轰鸣、横鼓的震天敲击声

……好像庄重的祭祀仪式正在进行。交响曲的尾声采用了一支６／８拍

子的赛利部落的舞曲主题：

主题在木管的刺耳齐奏、长号的滑奏、打击乐器的细碎的敲击声、刮

奏乐器及弦乐器的持续吱吱声中汇成一股巨大的音响，爆发出一种无法

抑制的狂欢 气 氛，最 后 在 一 个 结 束 和 弦 的 巨 响 中，整 个 齐 奏 戛 然 而 上。

霎时间，似乎突然有一个壮实、强悍的印第安人的高大塑像浮现在人的

脑海之中，令 人 久 久 不 能 忘 怀。这 真 是 一 曲 墨 西 哥 印 第 安 人 的 心 灵 之

歌。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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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具有美国精神的交响曲

　　———柯普兰的《第三交响曲》

　　我喜欢让音乐自己说话。

———柯普兰

美国是当今 世 界 上 的 超 级 大 国，它 在 许 多 领 域 中 都 占 有 领 先 的 地

位。但由于建国短暂，它的文化高峰也就姗姗来迟。１９世纪初期，当欧

洲各国的文化正处于顶峰与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却连大歌剧院、大交

响乐团、完善的音乐学院都还没有建立。本国无法培养作曲家，学作曲

的都到欧洲去求学，因此，不论美学观点、艺术思想、作曲风格等各方面

都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始终没有自成一家。直至１９世纪末，出现了艾

夫斯等一批作曲家，这才开始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美国

精神，建立起别树一格的美国音乐风格。在大型交响乐作品中，这种精

神 体 现 得 较 为 突 出 并 受 到 群 众 广 泛 欢 迎 的，应 该 说 是 柯 普 兰 （Ａａｒｏｎ

Ｃｏｐｌａｎｄ１９００—１９９０）的《第三交响曲》。

《第三交响曲》是柯普兰应库塞维基金会的委托而创作的。这部作品

是非标题性的，可以称为“古典性的”、“纯音乐”的作品：乐曲是以美国音乐

素材写成的，这里没有采用原始的民歌，但随时可以听到《阿帕拉契亚的春

天》（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Ｓｐｒｉｎｇ）中那种新英格兰及夏克的赞美歌曲调，也可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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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剧《小伙子比利》（Ｂｉｌｌｙｔｈｅｋｉｄ）中美国牛仔歌曲的动机或是《墨西哥

沙龙》（ＥｌＳａｌóｎＭéｘｉｃｏ）中拉丁美洲舞蹈与爵士乐的节奏，整个作品充满了

美国情调，再加上结构松弛，类似狂想曲，技巧艰深，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

柯普兰创作的独特风格，是他交响音乐作品中的一部杰作，也被认为是美

国乐派中最卓越的成就之一。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库谢维茨基指挥波士顿

交响乐团进行首演，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且作为这一年度中美国作曲家所创

作的最优秀的乐队作品而获得１９４７年纽约音乐评论同仁奖。

作品由四个乐章组成。

第一乐章具有浓郁的新英格兰的赞美诗气氛，形式十分自由，抒情

性与朗诵性的音乐轮流出现，具有柯普兰的典型沉思风格。乐章由三个

主题组成，呈拱形结构，始末都在Ｅ大调上。音乐没有引子，一开始就直

接进入第一主题，由长笛、单簧管及第一提琴奏出，十分安详、清新，把人

带进一种 清 晨 的 平 静 气 氛 之 中，使 人 回 忆 起 迷 人 的《阿 帕 拉 契 亚 的 春

天》。主题以Ｅ音为其中心音，第一乐句是在 Ｅ大调上，第二乐句则在同

主音的多里亚调式上：

第二主题是第一主题的补充，具有类似的性格，由中提琴、英国管及

双簧管奏出。主题中的上行五度与下行五度相互平衡，前进的节拍也十

分均匀，再加上终止音时值较长，这样就更为接近古老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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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主题则与前两个主题的性格迥然不同，气势雄浑，音响洪亮，先

由两个长号奏出，然后转到了圆号：

这个主题与第一主题在整个交响曲中的地位都很显要，一再出现在

后面的几个乐章之中。主题呈示完毕，即出现了生气勃勃的中间落段。

其后是一个扩大了的尾声，它以一种更为开阔的气势再次呈示了第一主

题的素材。最终，整个音乐又恢复了开始时的那种安详而平静的气氛。

第二乐章的音乐富有柯普兰西部题材舞剧中牧童音乐的情 趣。这

一乐章虽不称为诙谐曲，但却具有诙谐曲的性格，开始时有一段引子，其

曲调是从第一乐章中的第一与第三主题中演化出来的，然后再引入第一

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由一个军号型的动机所构成：

这个主题前后一共呈现三次，先由圆号、中提琴及单簧管奏出，后由

弦乐齐奏，最后由铜管奏出。每次的呈示都由一个插部予以隔开，然后

直趋高潮。高潮后直接进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抒情的主题带有卡农风格，由第三双簧管及英国管 奏 出，

与第一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

略带变化的再现部在钢琴上奏出，插部则由乐队担任，定音鼓喧闹

地敲击着重拍，气势磅礴，激动人心。

第三乐章是全曲中曲式结构最为自由的一个乐章。虽然它由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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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段落构成，但各个段落之间相互渗透，可以说有点像一连串交织

紧密的变奏曲。这种形式，柯普兰称之为“段落变形”，是饶有风味的一

种手法。

开始的一个沉思性引子是第二乐章第一主题的变体，由第一小提琴

在高音区奏出，听起来具有一种遥远而神圣之感：

这个乐思以 第 一、第 二 小 提 琴 之 间 的 一 种 简 单 对 位 进 行 发 展。最

后，音乐以一个 Ｅ大调的全终止引出了第一主题：

上述主题源自第一乐章的第三主题，优美而抒情，由独奏长笛奏出，

并且以逐渐缩小旋律的音程为其特征。这是乐章中的一个主要主题，也

是所有变奏的基础。此后的各个变奏性的段落，一直在变换调性，而且

不断地加以展开。

第一变奏是一个快板，具有一定的舞蹈性，由弦乐器奏出。

第二变奏具有天真、烂漫的性格：

紧接着的是充满生气的第三变奏：

此后音乐逐渐减弱，最终结束。短笛及小提琴泛音的旋律轻轻地飘

浮在上，下面则由竖琴及钢片琴担任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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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乐章是全曲中最冗长的一个乐章，也是曲式上最接近于奏鸣曲

式的一个乐章。乐曲由军乐性质的引子开始。主题是以作曲家在１９４２
年谱写的一首《平民军乐曲》为基础而写成的，它为乐章主体部分的出现

作了准备：

乐章的呈示部完全由主部主题构成，而这个主题又与军号动机有着

密切的关系。当它在双簧管及单簧管上以对位形式出现时，很像叽叽喳

喳的鸟语声：

展开部是以上述两个主题为基础发展的。令人十分诧异的是 乐 章

的副部主题却在这时才出现于展开部，它宽阔如歌并且具有强烈的拉丁

美洲音乐的节奏：

当展开部行将结束时，音乐中出现了由铜管及长笛的滚舌奏法奏出

的一组恐怖的和弦，令人难以忘怀。至此，原有的舞蹈节奏消失了，音乐

转入再现部。再现部与呈示部不同，带有明显的华彩性。尾声是整个交

响曲的一个巨大的总结，各种素材在此穿插显示。先是终曲的第二主题

以一种均匀的步伐出现在我们面前，转而成为一首庄严的赞歌。最后，

乐队全体高奏第一乐章开始的主题，结束了全曲。那么，这部作品究竟

阐述了什么内容呢？我想作曲家在交响曲首演时曾写过的一个解说正

好可以作为解答：“写这种交响曲，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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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达些什么。我想假如我要勉强自己，是完全可能为这部交响曲编造

一套理论根据的。但是，真这样做了，我就是在欺骗，至少是添油 加 醋，

搞了些真真假假的东西，而这与创作全然没有关系……我喜欢让音乐自

己去说话。”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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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芭蕾组曲　　
　　　　———《小伙子比利》

　　我历来的兴趣，就是把音乐与我的生活联系起

来。

———柯普兰

许多许多年以来，在辽阔的美国西部流传着一个传说，传说中的主

人公比利是 一 个 年 轻 胆 大、胡 作 非 为 的 流 浪 汉。在 美 国 的 淘 金 热 年 代

里，他随父母西迁到墨西哥州，在那里成长。１１岁时就经常出入酒馆与

赌场，寻欢作乐。后来因为母亲被人误杀，他满腔怒火，拔枪打死 杀 手，

从此成为一个声名狼藉、心狠手辣的亡命徒，流浪于西部的城镇、草原之

中，成为美国西部一位传奇人物。

１９３８年，美国克莱文芭蕾舞团总裁基尔斯坦对此产生了兴趣，将它

编写 为 一 个 芭 蕾 舞 剧 的 脚 本，邀 请 美 国 当 代 著 名 作 曲 家 柯 普 兰 为 之 谱

曲。柯普兰原来对牛仔歌曲毫无兴趣，压根不想创作这一作品。但 是，

当他七八月间从巴黎、纽约、新罕布尔什创作归来，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

变：“要肯定人民大众，为了他们尽可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并讲出需要讲

述的话，这是美国现代音乐家必须去做的事情。”他采用了牛仔歌曲、小

调的音调以及墨西哥民间舞蹈如哈拉比、踢踺舞、霍达舞等谱成了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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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来的第一部芭蕾舞剧。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克莱文芭蕾舞团在芝加

哥的市歌剧院首演了这部新作。由于具有鲜明的美国精神及美国音乐

的特征，这部舞剧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１９３９年，柯普兰又从中选出

八段音乐改编为一部芭蕾组曲《小伙子比利》（ＢｉｌｌｙｔｈｅＫｉｄ）。现在我们

对此组曲作一简介，读者可从中窥到全剧的概貌。

第一曲《一望无际的大 草 原》。音 乐 以 单 簧 管 演 奏 的 一 个 平 行 五 度

的民歌风格的主题开始：

因为采用了平行五度，而且还运用了大、小调交替的色彩，这个主题

显得调性模糊而不清晰，并且给人造成了一种空旷、凄凉之感，非常形象

地描绘出一派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的景色。

接着，音乐中出现了固定低音的节奏音型：

以及基本的和声。这些主题的旋律、和声以及固定低音的音型成为贯串

全曲的重要因素。然后，出现了主题的三次变奏，每次变奏都逐渐加强

了力度，增厚了织体，加浓了色彩，最后推向了高潮，整段音乐形象单纯、

性格统一、曲式自由，似乎是整个组曲的前奏。

第二曲《边境小镇的街道》。这是整个组曲中最冗长的一段。音乐嘈

杂而喧闹，描绘出美国西部边境热闹繁忙的情景。整段音乐采用了几首著

名的牛仔歌曲的曲调，按照变奏曲及回旋曲相结合的形式加以发展而写

成，音乐生气勃勃、兴奋欢乐，充分体现了柯普兰芭蕾音乐的特点。乐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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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短笛以顿音奏法吹出了一段轻松、愉快的牛仔小调《曾祖父》：

不过，在这里柯普兰将它略加改变，并且给予了一个复杂而精致的

和声背景。不久，长号又引进了另一首牛仔歌曲《走吧！小狗》：

此后，以上两个主题不断变奏，有时轮流出现，有时 则 又 结 合 出 现，

有时又以复合节奏的形式出现，有时又在和声上出现不协和的音响。总

之，柯普兰用尽心机，突出地表现了边镇小街上人声沸腾、嘈杂喧闹的情

景与气氛。

第三曲《墨西哥舞蹈与终曲》。曲子采用牛仔歌曲《我骑上一匹老马》

的曲调及墨西哥舞蹈《哈拉比》的节奏写成，不过，柯普兰将原曲调的四三

拍子改为八五拍子。整段音乐热情粗犷、欢乐奔放，显得十分新颖、别致：

这段音乐开始时极为轻柔，后来逐渐高亢起来。正当群众兴高采烈

地观赏这段舞蹈之时，两个醉鬼争斗起来，打断了舞蹈。双方都拔枪互

射。一颗无情的子弹穿透了比利母亲的身躯，母亲倒地而死。这 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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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愤怒地杀死了凶手，开始了他悲剧性的流浪汉生涯。

第四曲《夜 间 赌 牌》。这 段 音 乐 沉 思 而 抒 情，具 有 典 型 的 柯 普 兰 性

格。音乐描绘了比利与一群不法的哥儿们在夜色苍茫、星月高照的夜晚

悄悄地赌牌时的情景。加弱音器的小提琴轻轻地演奏着牛仔歌曲《垂死

的牛仔》：

这是一段恬静、优美的夜景音乐，幽静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但好景

不长，在乐曲的最后三小节上，弦乐器在高音区演奏出三个渐强的长音：

四周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它似乎暗示着警察前来追捕。当长音尚

未结束之时，立即出现了枪声。音乐直接进入了第五曲《枪战》，这是一

段纯粹模仿自然音响的音乐。先由大鼓、定音鼓、钢琴、竖琴的敲击声引

出了激烈的枪战，后又采用小号、小军鼓、低音大鼓、钢琴、竖琴等描绘出

手枪的射击声，在整个枪战的下面，定音鼓、大鼓、大提琴、低音提琴及钢

琴等不断地演奏着一个三个音的固定动机：

这表示追踪者一直在追击之中。整段音乐构成 了 一 种 子 弹 横 飞、枪 声

四起的战斗场面，音响十分逼真。待到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比利终于束

手就擒，锒铛入狱。

第六曲《庆功大会》。十恶不赦者被捕，带来了群众的热烈欢 呼，大

家集合在一起，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整段音乐热烈、欢腾，节奏

铿锵有力，色彩艳丽多姿，宛如一次民间歌舞的盛会。这段音乐是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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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舞曲与一首进行曲组成的三部曲式的音乐。舞曲与进行曲在调性、旋

律、织体的写法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以附点节奏为主，而且低音和上面

声部的和声构成了双重的调性，具有强烈的刺激性。音乐开始时，短笛

与双簧管轻轻地吹奏出舞曲的曲调：

在这洋洋得意的主题下，柯普兰大胆地使用了一个高半音的固定低

音，这就是说旋律在Ｃ大调上，而低音则采用＃Ｃ与＃Ｇ 的持续音，效果

十分刺激。紧接着是一段进行曲：

由短笛及单簧管奏出，音乐更为粗鲁、复杂及强烈。低音的节奏依然在

不同的调性之上，显示了庆功会上的喧闹与热烈。最后乐曲在全奏的强

烈和弦中结束。

第七曲《比利之死》。这段音乐凄凉而短小，仅仅十五小节，但 具 有

感人肺腑的力量：

第八曲是第一曲音乐的再现。但乐队的织体有很大的改变，力度也

有所加强，悲剧的气氛逐渐达到了高潮，似乎以一种悲叹命运的情绪，结

束了整个舞剧。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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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恰图良与他的

　　　　《小提琴协奏曲》

　　我想创作一部大师型的乐曲，既能适合交响音

乐发展的原则，又能为广大听众所理解的。

———哈恰图良

《马刀舞曲》，大 家 也 许 都 很 熟 悉，并 且 为 它 炽 烈 的 感 情、强 烈 的 节

奏、浓郁的民族风格所倾倒吧！它的作者是苏联当代三大作曲巨匠之一

的阿拉姆·哈恰图良（ＡｒａｍＩｌｉｃｈＫｈａｃｈａｔｕｒｉａｎ１９０３—１９７８）。哈恰图良

是苏联当代最杰出的一位少数民族作曲家。他是苏联人民艺术家、苏联

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莫斯科音乐院教授，一生创作了几百部作品，其

中有些作品如：《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舞剧《加亚涅》、电影《斯

大林格勒大血战》配乐等曾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此外他还两次获得过列

宁勋章。他的音乐以热情奔放、铿锵有力、浓郁的民族风格、振奋人心的

节奏以及华丽多彩的和声与管弦乐法而称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①

阿拉姆·哈恰图良是亚美尼亚人。１９０３年６月６日生于阳光明媚、

歌声不落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第比利斯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

① １９９８年正是他逝世二十周年，我们谨以此文表示我们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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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加索，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

疆人等三十个民族。多民族的聚居带来了音乐的繁荣。各 民 族 人 民 都

骄傲地唱着自己的民歌 行 走 在 第 比 利 斯 的 街 头 巷 尾，使 这 里 成 了 一 个

“歌声不落”的美丽的城市。哈恰图良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美好的音乐世

界之中，这给他日后的创作留下了深刻的生 活 烙 印。民 歌 成 为 哈 恰 图

良一生创作的基础，而在这基础上又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早年，哈恰图良虽也喜爱音乐，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以此为终身的事

业。１９２１年，他的哥哥苏伦带他去莫斯科求学。当哈恰图良跨进莫斯科

这宏大的音乐世界之中，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心将音乐作为他

终身的事业。１９２２年，他终于进入了格涅辛音乐专科学校。刚进校时，

他对音乐一无所知，格涅辛称他是块“未经雕琢的钻石”。但不出两年时

间，他已能在学生音乐会上演奏格涅辛的那首技巧艰深的钢琴曲《游侠

之歌》。１９２５年，格 涅 辛 新 开 设 了 一 个 作 曲 班，哈 恰 图 良 即 在 这 班 上 学

习，且开始创作器乐小品，但就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显示出他日后的创作

风格。１９２９年，哈恰图良进入莫斯科音乐院作曲系，师从著名作曲家米

亚斯科夫斯基，继续创作那些带有浓郁东方情调的器乐小品。１９３２年他

创作了一部三重奏，尽量模拟了高加索民间乐器的音响以及即兴演奏的

风格。作品写得十分成功，给当时回国访问的普罗柯菲耶夫以深刻的印

象。随后，普罗柯菲 耶 夫 即 带 此 作 品 到 巴 黎 演 出。哈 恰 图 良 的 作 品 第

一次在国外演出就获得了音乐 界 的 重 视。１９３４年，正 值 亚 美 尼 亚 共 和

国成立十五周年，哈恰图良创作了《第一交响曲》以示庆贺，这部作品深

受莫斯科及列宁格 勒 两 地 的 青 年 作 曲 家 们 的 赞 赏。翌 年，他 以 优 异 的

成绩毕业然后担任了老师的助教，后来又考入了该院研究生班，继续进

修了三年。在学期间他 的 创 作 从 器 乐 小 品 转 为 交 响 音 乐，他 以 雄 浑 的

笔力、娴熟的技巧谱写了《钢琴协 奏 曲》、《斯 大 林 颂》（ＳｏｎｇｏｆＳｔａｌｉｎ）大

合唱、《小提琴协奏 曲》、舞 剧《加 亚 涅》（Ｇａｙａｎｅ，１９４２）、《第 二 交 响 曲》、

《交响曲与诗》等作品，使 他 一 跃 而 居 于 苏 联 著 名 作 曲 家 的 行 列 并 蜚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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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成为世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作曲家。

到５０年代，哈恰图良的艺术生涯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在格涅辛

音乐学校及莫斯科音乐院执教，一方面开始了他指挥家的生涯。此后他

进行了一系列出国巡回演出，指挥演出他自己的作品。他先后去过意大

利、冰岛、芬兰及英国等地。１９５７年，还去拉丁美洲的乌拉圭、阿根廷及

巴西等地指挥演出，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并且与那里的作曲家

吉那斯蒂拉、维拉·罗勃斯等人建立了友谊。１９６８年，哈恰图良作为苏

联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并在华盛顿及纽约指挥演出了自己的作品，

受到了热烈欢迎。频繁的演出活动以及繁重的教学任务，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哈恰图良的创作。在这些年代里，他只写了一些小型作品，较为

重要的只有三 部 协 奏 狂 想 曲。１９７１年，哈 恰 图 良 计 划 动 笔 创 作 一 部 歌

剧，但歌剧没能完成，１９７８年５月１日，他与世长辞。哈恰图良对音乐文

化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１９４０年夏天，哈恰图良与全家来到鲁扎的“作曲家之家”度假。当时

他带了《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些草稿，想在暑期内专心致志地写完。关于

这部 作 品，用 他 自 己 的 话 来 说：“我 以 世 界 小 提 琴 文 献 中 难 以 逾 越 的 杰

作，例如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及格拉祖诺夫的协奏曲作为我

的范本……我想创作出一部大师型的乐曲，既能适合交响音乐发展的原

则，又能为广大听众所理解的。”两个半月后，他从鲁扎返回莫斯科，带回

了协奏曲的总谱并且决定将它题赠给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

奥依斯特拉赫非常高兴，作了一些修改后，还亲自添加了一个华彩乐段。

１１月１６日，在莫斯科的一次苏联音乐节中，奥依斯特拉赫亲自首演了这

部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国外也引起了轰动。很多著名的提琴家，

如罗马尼亚的艾涅斯库、波兰的塞金、美国的考夫曼、英国的霍尔斯特等

人都先后 演 出 了 这 部 作 品，这 使 它 成 为 世 界 提 琴 家 的 一 个 保 留 曲 目。

１９４１年，这部作品荣获了斯大林奖金。

协奏曲按传统的三个乐章的结构写成，音乐基调生气蓬勃、乐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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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充满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协奏曲头尾两个乐章是以舞蹈节奏

构成的，而所有的三个乐章都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提琴的技巧十分繁

杂，但能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炫耀之意。

第一乐章，坚定的快板，４／４拍，奏鸣曲式。音乐以一个具有浓郁民

间音乐风格的刚毅、坚强的简短引子开始。然后，引出了主部主 题。主

题分为前后两部分。先由乐队奏出一个级进型的冗长的乐句：

这时，独奏提琴以炽烈的舞蹈节奏作为伴奏，音乐刚劲有力，充满一

种粗犷的气氛。当乐队奏完主部主题的前半段时，独奏小提琴立即接着

奏出一个具有活泼的东方风味的乐句。这就是主题的后半段：

音乐在快速的发展中前进，不久，再在高八度上以更强的力度再现

一次，显示了主题的无限活力及无比喜悦的心情。

副部轻柔而温情，与主部形成强烈的对比：

犹如一个母亲在轻轻地哼着一支催眠曲。音乐进入展开部后，情绪

突变，它夹着一种惶乱、不安的情绪，以迅猛的姿态不断向前冲去，犹如

一股巨浪冲过大地，席卷了一切。展开部的后半部，音乐又转入了深沉。

乐队以雄浑的音色奏出了副部主题，而独奏提琴依然故我，用它那刚劲

的声音继续演奏着强烈的舞蹈节奏，与下面的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整

个展开部以一个技巧辉煌的华彩乐段告一段落。再现部比呈示部简洁

而洗练，但因节奏改为三连音而使整个情绪变得更为强烈。最后，乐曲

在一个类似引子主题的铿锵有力的乐声中结束。

第二乐章，舒展的行板，３／４拍。音乐具有夜曲的性格，抒情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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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仿佛是充满灵性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使人堕入了令人喜悦的幻想天

地之中。一开始，大管以一个从容不迫的沉思性曲调揭开了第二乐章的

序幕。音乐忧郁而惆怅，并且类似一种即兴风格的宣叙调。接着独奏小

提琴奏出一支宛如慢步圆舞曲的主题：

音乐渐渐扩展与丰满起来，由单簧管、长笛及弦乐器的许多富有表

情的辅助性旋律所陪衬。第二乐章的中间部分（行板）具有一种迷人的

宣叙调性格：

声音近似东方民间乐器，感情真挚而恳切。但是，不久后，情绪发生了变

化，炽烈的倾诉代替了柔和抒情的沉思，然后经过一段热情高涨的即兴

演奏，重新又回到了主题，但这次是由独奏小提琴在低音区上奏出的，音

乐显得更为深情含蓄。经过一段乐队的全奏以后，音乐渐渐消逝。

第三乐章，急促的快板，３／８拍。音乐充满了阳光与欢乐，写出了人

民高歌狂舞的欢腾的节日气氛。这是一首回旋曲，它的正主题具有强烈

的民间舞蹈的特色：

这个主题在不断的交响发展中，与其他几个不同性格的插部多次更

迭出现，有的还具有抒情的性格。

但是，不管情况如何，舞蹈的因素完全统治了整个终曲，音乐喜悦地歌

唱着人民生活的欢乐与幸福。最后，乐曲在一种无比欢腾的气氛中结束。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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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折不挠的音乐巨匠

———肖斯塔科维奇

　　走出社会、祖国，我个人将无创作可言，我要以

音乐从各方面建设我们的国家。

———肖斯塔科维奇

被誉为“苏联音乐的三大巨星之一”、“２０世纪交响曲大师”的苏联杰

出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季米特里·季米特里也维奇·肖斯塔

科维奇（ＤｍｉｔｒｉＤｍｉｔｒｉｅｖｉｔｃｈＳｈｏｓｔａｋｏｖｉｃｈ１９０６—１９７５）逝世已经十周年

了。他一生以坚强的毅力以及一支生花妙笔涂写了自己壮丽的历史，为

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培育了苏联乐坛的一代新人。他不仅

对苏联音乐的发展，而且也对整个世界的音乐文化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初显端倪

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５日，在彼得堡的一位工程师的家里，一个婴孩呱呱坠

地，做了父亲的季米特里·鲍列斯拉夫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又经营

地产，他不仅生活富裕并且多才多艺，还是一位业余的钢琴家和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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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母亲索菲亚·瓦西列耶夫娜·科柯林娜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

家庭的熏陶赋予小米佳特殊的音乐禀赋。五岁那年，父母带他前去观赏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歌剧《萨丹王的故事》，第二天他就能哼唱其中的

几首主要选曲。九岁时，母亲教他学琴，他又进步神速，母亲感到这样下

去会耽误了他的前程，于是，就送他进了格拉瑟尔音乐学校。就在入学

的第一年，他创作了一首钢琴曲《主题与变奏》。十岁那年正逢俄国大革

命，“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彼得堡被围，城中饥荒四起”。但就在这时，他

受了二月革命的影响，创作了《自由颂》和《悼念革命牺牲者葬礼进行曲》

等作品。可以看出革命的 思 想 已 经 注 入 了 他 幼 小 的 心 灵。这 将 是 一 个

富于创造的人才。

院士待遇

同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举国的劳动人民正在高唱凯歌之时，国内

战争又 爆 发 了。彼 得 堡 正 像 诗 人 奥 西 普 · 曼 杰 尔 施 塔 姆 写 的 那 样：

“……在光荣的贫困中奄奄一息。”但是，就在这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

代里，１３岁的肖斯塔科维奇在著名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鼓励下，进入了

彼得堡音乐院学习。一天，格拉祖诺夫在他喀山街的公寓里听小米佳演

奏，发现了在他的演奏中闪烁着一种未来新音乐的光芒。他惊住了，决

定去和高尔基商讨这个孩子的未来。当时连年的战争使供应十分困难，

只有学者、院 士 及 科 学 家 可 以 得 到 一 份 特 殊 的 食 粮 卡，凭 卡 领 取 糖、面

粉、鱼和葵花籽油等的额外供应。格拉祖诺夫为了不使小米佳受到饥饿

的袭击，终于为他破格争取到一份特殊待遇。此后，这位小“院士”就用

一只破旧的椅子作成雪橇，经常到店铺里去装食物回家了。即便如此，

他日后还是染上了肺病，为此，受了十年病痛的折磨。在学业上他是十

分努力的，第一学年，完成了一首管弦乐的升ｆ小调诙谐曲，此后还写了

八首钢 琴 前 奏 曲、五 首 前 奏 曲 和 第 一 部 出 版 的 作 品 《三 首 幻 想 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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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Ｄａｎｃｅｓ，１９２２）。同 时 还 在 校 内 外 举 行 钢 琴 演 奏 会，弹

奏的就是这些作品及他更早些时候写的钢琴小品。当时报纸上的评论

认为他的作品“都是结构严谨之作”。

１９２２年，父亲因家境贫困和劳累患上肺病，不治身死。小米佳为了

维持母亲和姐妹的生活，就到电影院里去为当时的无声电影弹奏配乐。

次年他修完了钢琴课程。１９岁又毕业于作曲班。毕业作品是《ｆ小调第

一交响曲》，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２日，玛尔柯指挥这部作品在列宁格勒音乐厅

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部作品后来又在莫斯科、柏林等地演出，指挥

家瓦尔特、斯托考夫斯基、克伦伯勒及托斯卡尼尼相继指挥演出。这部

作品开启了肖斯 塔 科 维 奇 的 交 响 曲 创 作 的 生 涯，同 时 奠 定 了 他 作 为２０
世纪交响曲大师的地位。

首次受挫

《第二交响曲》（１９２７）与《第三交响曲》（１９２９）的创作没有成功，作曲

家就开始了新 的 尝 试。１９２８年，他 用 果 戈 理 的 故 事 写 了 一 部 讽 刺 歌 剧

《鼻子》（ＴｈｅＮｏｓｅ）。这部歌剧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列宁格勒演出，受

到“无产阶级作曲家协会”的攻击，被责斥为腐败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意

识。接着他的第二部讽刺舞剧《黄金时代》（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Ａｇｅ，１９３０）虽在

全国性比赛中夺冠，但到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列宁格勒演出时，还是同

遭厄运。此后，他又创作了四幕歌剧《马克白夫人》（ＬａｄｙＭａｃｂｅｔｈｏｆｔｈｅ

Ｍｉｓｅｎｓｋｄｉｓｔｒｉｃｆ）。这部作品完成于１９３２年，那时，他刚与美丽、聪慧的

物理学家尼娜·瓦尔莎结婚，就把这部作品题献给自己的新娘。歌剧写

的是主角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为爱情而杀了人。肖斯塔科维奇认为

她杀死的是那些毫无心肝、仗势欺人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犯。《马

克白夫人》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２日在列宁格勒首演。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

功，５个月内就演出了３６场，在莫斯科，仅仅两个戏剧季节就演出了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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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此后，斯德哥尔摩、布拉格、伦敦、苏黎世和哥本哈根等地都跟着上

演这部歌剧。罗津斯基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演出后，《现代音乐》上发表

了评论文章《大都会剧院的社会主义》。《马克白夫人》成为现代音乐中

取得空前成功的作品。但是好景不长，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真理报》刊登

了一篇声色俱 厉 的 社 论《混 乱 而 非 音 乐》，对 这 一 歌 剧 提 出 了 严 厉 的 批

判：“听者从歌剧一开始就被连续不断的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

住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所淹没，

刚逃逸出来又被再次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聆听，要记住它是不可能

的……为了使爱情场面尽可能写实，音乐芜杂之极，不堪入耳……作曲

家显然根本无视于苏联广大群众的爱好及期望。只有那些趣味低落、打

着美学旗帜的形式主义者才会欣赏他那堆砌的音符。”一个星期以后，２
月６日的《真 理 报》又 刊 出《舞 剧 的 虚 伪》一 文，对 肖 斯 塔 科 维 奇 的 舞 剧

《明净的小溪》（１９３４）也进行了批判。这样，批判开始了，《马克白夫人》

禁演，肖斯塔科维奇处于完全孤立之中，当他夜不成寐，收拾好提箱，准

备坐牢的时候是不可能想到此剧１９６３年１月８日在莫斯科再次演出后

又在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上演，并且改编为电影，红极一时的命运的。

辉煌成就

肖斯塔科维奇具有倔强的性格，他继续写作。１９３７年，他完成了《ｄ
小调第五交响曲》，同年１１月２１日，在列宁格勒音乐厅首演。那天盛况

空前，名人、要员全集一堂，抱着各种心情聆听这次演出，当最后一个音

符在空中飘荡时全场沸腾，许多人流下了泪，一个焕然一新的作曲家的

形象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出来。以前冷遇肖斯塔科维奇的评论家布达

考夫斯基也执笔在《每月新闻》上写了颂词：“这是一部极有深度的作品，

感情丰富、恬适，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确，这部作品

创造了肖斯塔科维奇自己的独特风格，开创了他交响曲创作的一个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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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他创作并亲自演奏的钢琴五重奏在莫斯科音乐

节上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理报》的评论称这五重奏为“抒情、清晰、

充满了人性和洗练。”１９４１年，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奖金高

达十万卢布，这是苏联音乐史上授予一部作品的最高奖金。肖斯塔科维

奇的卓越创作才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荣誉。

“民族英雄”

１９４１年７月３日，斯大林在广播中号召全体人民武装反抗法西斯主

义，苏联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充满爱国热情的作曲家两次申请参军

都未被允准。第三次他被接受并被委派去负责人民近卫军剧院的音乐

组。６月末他开始创作《第七交响曲》。９月，德军进攻列宁格勒，作曲家

加紧创作，９月３日写完第一乐章，１７日完成第二乐章，２９日第三乐章也

完成了。这时 列 宁 格 勒 已 被 紧 紧 包 围，于 是 国 家 特 地 派 了 一 架 巨 型 飞

机，将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第七交响曲》的总谱带出了列宁格勒，抵

达当时的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在那里他完成了这部巨著。１９４２年３月５
日，著名指挥家萨姆苏德指挥这部作品的首演，苏联官员及美国外交官

都莅临参加。舆论界给予极高的评价，亚罗斯拉夫斯基认为它是“所向

无敌的英勇精神”。有的人预言“到胜利来临的那一天，交响曲的终曲将

由一 个 五 千 人 组 成 的 管 弦 乐 队 在 红 场 上 演 奏”，斯 维 德 罗 夫 斯 克、乌 拉

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都将演奏起来。

在伦敦艾尔伯特大厅，在纽约全美广播公司，这部交响乐受到反法

西斯阵营的人民的狂热欢迎。

美国有１９３４家电台，拉丁美洲有９９家电 台 播 放 了 这 部 作 品。《第

七交响曲》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世界，肖斯塔科维奇在国际乐坛上的声誉

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成了苏维埃音乐的象征，人们称他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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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民族英雄”。鉴于作曲家的巨大贡献，国家又一次向他颁发了一等

斯大林奖金。

再经冲击

１９４８年，苏联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文艺批判运动。２月１４日，党中央

发表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对那些“支持形式

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了批判。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

耶夫、哈恰图良、塞巴林、波波夫、米亚斯科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都在批

判之列。这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又从节目单上消失了，报上的“工人

来信”指责他的音乐，小学生背诵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给艺术带来巨大损

失的课文。但他仍然握着创作的笔。１９４９年的清唱剧《森林之歌》（Ｓｏｎｇ
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１９５０年 的 电 影 配 乐《攻 克 柏 林》（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Ｂｅｒｌｉｎ）、

１９５２年的《十首合唱曲》（ＴｅｎＰｏｅｍｓ）都相继获得斯大林奖金。当然，他

还创作了许多其他体裁的作品。

新的转折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开始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

在这时，他创作了《第十交响曲》。这部作品“充满了沉思，激烈的冲突和

忐忑不安的感情，是他最卓越的作品之一”，也可以看作是斯大林时代的

一个总结。作曲家在这作品里也开始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此后，他不仅

创作上更为活跃，而且不断地获取更多国际荣誉。１９５４年，瑞典皇家音

乐院聘任他为院士，世界和平理事会还授予他国际和平奖金。１９５６年，

他五十寿辰，国家授予他列宁勋章；罗马圣·赛西里亚学院授予他名誉

院士称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院聘任他为通讯院士。１９５７年，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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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担任了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之职。１９５８年，他又荣获了芬兰西贝柳斯

奖。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４日，这位杰出的作曲家终于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揭开

了他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尽管他的荣誉一日多于一日，地位一天高似一

天，可是命运却 是 无 法 捉 摸 的。１９６２年，他 为 独 唱、合 唱 与 乐 队 创 作 了

《第十三交响曲》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英雄，但却因在其中误用了

叶夫图申科的诗篇《娘子谷》而遭受非议。娘子谷临近基辅，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纳粹在那里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叶夫图申科曾以此影

射来反对苏联政府的反犹太人政策。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８日，这部作品在莫

斯科演出时因“表露了一种反政府的情绪”而立即受到舆论界的猛烈抨

击，观众反映也冷淡，最后被禁止公开演出。

鞠躬尽瘁

１９６６年，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已经六十高寿了。但这年他严重的心脏

病发作，卧床很久。祸不单行，１９６７年他又因一次意外事故摔断了腿，骨

骼变得十分脆弱，嘴唇不住地颤动，面部表情略带哭容，右手写字也不方

便。每次外出，他都需妻子陪着，搀扶起坐。与人握手时，要用左手托住

右手。但即便如此，他还为著名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写了《小

提琴协奏曲》（１９６７），《大 提 琴 协 奏 曲》（１９６７），第 十 一、十 二《弦 乐 四 重

奏》（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小提琴奏鸣曲》（１９６８），音诗《十月》（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６８）等

作品。因为健康欠佳，他辞去了作曲家协会书记之职，担任较为轻松的

秘书职务。晚年他曾写道：“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 善，不 是 恶。这 样

说来未免粗浅，然而多么真实啊！”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坚持写下了

不少巨著：《第十四交响曲》（１９６９）、《第十五交响曲》（１９７１）、《第十四弦

乐四重奏》（１９７３）、《第十五弦乐四重奏》（１９７４）、《中提琴协奏曲》（１９７５）

等。病体终于支持不住艰苦的劳动，１９７５年８月９日，这位“２０世纪最

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终因心力衰竭，病逝在克里姆林医院的病床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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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乐坛上的巨星陨落了，全世界为他的去世而震惊哀悼。肖斯塔科维奇

以他毕生的创作劳动为人类的音乐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２部歌剧、４
部舞剧、１５部交响曲、１１部组曲、６部协奏曲、２３部室内乐，３６部电影音

乐以及许多 其 他 体 裁 的 作 品。同 时，也 为 后 世 培 养 出 许 多 优 秀 的 作 曲

家：巴斯涅尔、鲍 德 列 夫、布 宁、戈 德 诺 夫、戈 雷 宁、叶 夫 拉 霍 夫、卡 拉 耶

夫、列维金、罗布科夫斯基、斯维利多夫、乌斯特沃里斯卡娅、科·哈恰图

良、勃·柴可夫斯基、奥库涅夫、契申科、乌斯宾斯基等等。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人们无疑会怀着敬意想

起他们中间最英勇的音乐战士———肖斯塔科维奇。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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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

《Ｃ大调第七交响曲》

　　《第七 交 响 曲》是 毫 不 犹 豫 地 和 黑 暗 势 力 作 殊

死斗争的俄罗斯人民的良心的产物。

———Ａ·托尔斯泰

１９４１年夏季，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侵犯苏 联。７月３日，斯 大 林 在 广

播中发表演说，号召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反抗德国法西斯强盗。肖斯塔

科维奇两次提出申请，要求参军，都未获批准。他当时一面参加人民近

卫剧院，与演员车尔夫索夫（ＮｉｋｏｌａｉＣｈｅｒｋａｓｏｖ）安排剧院及前线音乐会

的演出节目，一 面 创 作 群 众 歌 曲。作 为 列 宁 格 勒 音 乐 院 的 志 愿 消 防 队

员，他还整天头戴钢盔，手持水龙头，站在音乐院屋顶上守卫。从随时准

备牺牲的列宁格勒人民的身上汲取了力量及灵感，他酝酿创作一部新的

交响曲———《第七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是一部 具 有 伟 大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的 交 响 曲。关 于 这 部

作品，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写道：“１９４１年６月末，我开始创作这部作品，１２
月底完成。交响曲的绝大 部 分 是 在 我 的 故 乡 列 宁 格 勒 写 作 的。希 特 勒

凶残的匪帮围攻着这个城市，列宁格勒遭到空袭，敌人的大炮不断轰击

着城市。列宁格勒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并和光荣的红军战士一起宣誓，要

给骄横的敌人以反击。我在这些日子里写作这部交响曲，勤奋、紧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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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工作着。我打算创造有关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

……的作品。我把我的《第七交响曲》献给我们与法西斯的斗争，献给未

来的胜利，献给我的故乡列宁格勒。”

这部作品大部分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时期完成的。第一乐 章 完

成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３日，第二乐章完成于９月１７日，第三乐章完成于９月

２９日。此后列宁格勒城危急，政府派飞机将肖斯塔科维奇接往当时政府

的所在地古比雪夫（Ｋｕｉｂｙｓｈｅｖ）。第四乐章的草稿及配器完成于同年１２
月２７日，在古比雪夫。作品题献给列宁格勒市。

１９４２年３月５日，这 部 作 品 在 古 比 雪 夫 文 化 宫 礼 堂，由 萨 姆 苏 德

（ＳａｍｕｅｌＳａｍｏｓｕｄ）指挥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进行首演，向全国及世界

广播。３月２９日及３０日，仍在萨姆苏德指挥下，由大剧院管弦乐团和莫

斯科中央广播局交响乐团在莫斯科演出。这部作品因其高度的爱国主

义激情而荣获当年的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一等奖。

关于这部交响曲，评论极多，评价亦极高。

著名文学家 Ａ·托尔斯泰在《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的排

练》一文中，谈 到：“《第 七 交 响 曲》是 献 给 人 性 的 胜 利 的……《第 七 交 响

曲》是毫不犹豫地和黑暗势力作殊死斗争的俄罗斯人民的良心的产物。

这部交响曲是在列宁格勒写作的。但它已成了一部巨大的世界艺术作

品……整个交响曲飞向未来，在描述人战胜野兽之余，展示未来。”

叶甫根尼·彼得洛夫认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一件

完整无瑕的作品，它是俄罗斯音乐的凯歌。它是柴可夫斯基及莫索斯基

两人的伟大继承品……”

彼尔舍斯认为：“这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被描写成为一部有关 苏 联

男女老少的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共分为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小快板（Ａｌｌｅｇｒｅｔｔｏ），Ｃ大 调，４／４，奏 鸣 曲 式。关 于 这 个

乐章，作曲家本人有一段自述：

　　第一乐章的呈示部是愉快的……主要主题是对那些成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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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生命的堡垒的人民的一种敬爱。我是为他们和其他与 他 们

相似的人写作我的交响曲的，因为我打心底里热爱他们。在第一乐

章的发展部中，战争突然在和平生活之中爆发……我不需要去创作

一个“自然主义”的插部。再现部是一首葬礼进行曲，一首深沉的悲

剧插曲，一首 安 魂 曲———人 们 尊 敬 地 悼 念 他 们 的 英 雄。一 开 始，我

急需这部分的歌词。我几乎要亲手编写它们。然后，我决定用不同

的歌词处理，而我正乐于如此。音乐是 更 为 感 人 的。然 后，出 现 一

个更为悲剧性的插部：普通的悲哀以后，紧接着的是个人的忧伤，也

许是一位母亲的。悲痛是过于沉重了，以致留不下一点眼泪。更远

一些，另一个抒情片段表现了生命的神化，阳光———最初，我考虑以

一个乐章完成这部交响曲。乐章的结尾是光明而抒情的，人类亲密

无间的友爱。对于死亡已讲得够多的了。闲谈、散步……只有在最

后的几小节中出现了一种遥远的隆隆炮声：战争并没有结束。

乐曲一开始，出 现 了 呈 示 部 的 主 部 主 题，由 弦 乐 奏 出，具 有 一 种 明

朗、和平、愉快的调子：

它“直上直下”，充满棱角，表现出俄罗斯人的一种豪迈的气概，难怪有的

苏联评论家称之为“人的主题”，它体现了富于理想，性格刚毅的苏维埃

人的形象。

副部是一种田园风格的音乐，轻柔而摇曳，似乎描绘出夏日里微风

习习的俄罗斯大地的景色。副部有两个主题，性格近似，色彩亦同，犹如

一对姊妹一般。

副部的第一主题６，Ｇ大调，由小提琴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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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的第二主题紧接第一主题之后，又回到Ｃ大调，由双簧管奏出：

副部结束处，出现了一段悠长而清新的短笛“独白”（［１４］）：

这似乎是一种沉思，一种幸福生活的回味。而就在这恬静的沉思中，我

们可以听到隐约可闻的沙沙小鼓声，在这鼓声节奏的背景上，出现了敌

人的“侵犯插部”，音乐进入了展开部（［１９］）：

展开部由“侵犯插部”的主题及其１１个变奏组成。这个主题 机 械、

生硬、方正、毫无生气，犹如一批机械的木偶在那里列队前进。音乐开始

很微弱，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其后，运用不同的配器，将这主题作了１１
次的变奏反复，音 乐 愈 演 愈 烈，逐 渐 显 示 出 一 种 嚣 张 的 神 态，铜 管 的 粗

野、刺耳的音响，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普鲁士士兵的那种灭绝人性、残暴与

狰狞的面目。这段音乐全长２８０小节，旋律始终不变，这又使人想起了

敌人的笨拙、迟钝、方正、刻板的形象。

１１个变奏以后，音乐的发展突然中断，出现了另一个新的铜管主题

（［４５］），这由附加铜管乐组奏出：

在新主题的发展过程中，敌人的主题仍不时出现（［４９］），这似 乎 是

一个新的残酷斗争的场面。后来，音乐发展到高潮时，终于出现了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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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旋律（［５２］），进入了再现部，但主题却赋以新的意义，充满了悲愤

与壮烈的感情。

此后出现了副部的主题（［５７］），同样也有巨大的变化。这里不再是

田园风格的沉思，而是大管悲哀的“独白”（［６０］）：

这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所 谓 的“安 魂 弥 撒 曲”。这 曲 子 虽 然 是 纯 器 乐

曲，但雅罗斯拉夫斯基却认为大管似乎唱出了列宁格勒古教场中那座碑

石上的墓志铭：

　　在这墓穴里，

不是牺牲者，而是英雄。

你们的命运

在子孙万代感激不尽的心中，只会引起羡慕

不会流露出一丝悲痛……

你们生得高尚

死得光荣。

安魂曲一结束，主部主题又在提琴上出现（［６６］），依然十分明 朗 而

雄壮，好像是对往事的回忆一样。但这里不时出现“侵略的主题”，打扰

了这美好的回忆。最后，战鼓沙沙作响，侵略主题隐约可闻，这似乎表示

战争仍在继续。

第二乐章，中板（小快板风的），Ｂ小调，４／４，复三部曲式。作曲家本

人为这个乐章写了一段自述：

　　第二乐章是一首抒情的间奏曲，一个非常柔情的乐章。它不同

于第一乐章，没有标题，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事实。这里有一点幽默。

（我不能没有它！）莎士比 亚 懂 得 幽 默 在 一 部 悲 剧 中 的 价 值，———你

不能使听众始终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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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部的第一主题轻盈、明快，由第二、第一提琴先后奏出（［７２］）：

然后，在明快短促的节奏背景上，双簧管奏出了主部的第二主题（［７６］），

清雅、忧伤，充满了诗意。

中间部分（［８２］），升ｃ小调———中板———和战争形象有比较直接的

关系，分解小三和弦与不断反复的固定低音，粗野而干枯，与第一乐章插

部的敌人的形象遥相呼应。小单簧管和低音木管乐器的两个主题分别

在高低两极以对位形式进行，造成一种惊惶不安的情绪。

不久，小号及大号吹响了战斗的号角（［８４］），预示了胜利不久 即 将

到来。经过一段发展以后，音乐又返回了主部（［９６］），但是在音色上有

很大变化，第二主题原由双簧管演奏，现在则由沉重的低音单簧管奏出

（［９７］），而且伴奏的音型及音响也有所不同。最后整个乐章在一个轻微

的尾声中渐渐消逝。

第三乐章，慢板（Ａｄａｇｉｏ），Ｄ 大 调，３／４，复 三 部 曲 式。据 作 曲 家 本

人的意见：“第 三 乐 章 是 一 个 悲 怆 的 慢 板 和 一 个 富 有 戏 剧 冲 突 的 间 插

段。”他想在这里表达出“对 生 活 的 欣 喜，对 大 自 然 的 陶 醉”。同 时 还 力

图刻画出难以忘怀的列 宁 格 勒 的 市 容：“奔 腾 的 涅 瓦 河 河 水，它 那 花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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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河岸”和“巍峨的大厦”……

主部一开始，木管组、圆号及竖琴以“管风琴”的音色奏出了一支壮

丽的颂歌：

紧接着，小 提 琴 以 刚 毅 而 饱 满 的 情 绪，奏 出 了 一 首 歌 唱 性 的 宣 叙 调

（［１０６］）：

这个曲调与颂歌交替演奏组成了主部的第一部分。然后，长笛奏出

一个缠绵多情的旋律，深深扣人心弦（［１１２］）：

这是主部的第二主题，发展迟缓，延续了９５小节之 多，富 有 沉 思 的

心情。

中间部是 果 断 的 中 板（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ｉｓｏｌｕｔｏ），Ｂ大 调。主 题 带 有 很 多

附点，充满了一种动力，具有一种坚强、刚毅的性格，由第一、第二提琴奏

出（［１２１］）：

这个主题的出现，一扫沉思的气氛，显得异常活跃 而 热 情。激 情 此

起彼伏，愈来愈加高涨，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挟着主部的两个主题

直泻而下。最后终于渐渐平静下来，返回到再现部（［１３３］），一切又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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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到沉思、深情之中。乐曲的最后出现了三下轻轻的锣声，它似乎预示

着终曲的悲剧气氛。

第四乐章，适中的快板（Ａｌｌｅｇｒｏｎｏｎｔｒｏｐｐｏ），ｇ小调，２／２。关于这个

乐章，作曲家只简单地写道：“胜利，一种未来的美满生活。”乐曲以一个

色彩朦胧的引子开始（［１４７］）：

在这 引 子 中，低 音 弦 乐 上 间 或 出 现 主 部 中 的 斗 争 动 机 （［１４７］）

（［１５０］）：

此外，还夹杂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动机那样的号角性的

音调（［１５１］）：

这个动机在第三部分中出现得较为频繁。这可能因为这个动 机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用它来作为胜利的象征及信号。肖斯塔科

维奇可能也用它来表现胜利的到来。

除引子外，终曲还有三个基本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刚毅坚决、清晰

的主题（［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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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体现了终曲里走向胜利的思想。这个主题的展开是 复 杂

而持久的，并且愈演愈烈，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引子中的战斗信号，作

曲家创造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震天巨响，使人似乎感到战争的场面历

历在目。

第二部分，庄严、肃穆，似乎又是一个悼念性的片段（［１７９］）：

这段音乐，音色饱满浑厚，节奏庄严，形象鲜明。

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主题的再现。不过这次速度 宽 广，音 乐 如 歌，

具有一种史诗性的力量（［１９２］）。

这主题愈奏愈为强烈，再加上强烈音响的节奏音型，音乐嘹亮达到

了最高顶点，它犹如一曲无比宏伟的凯歌，正确地体现了作曲家本人所

要求的“光明战胜了黑暗，理性战胜了疯狂，崇高的人道主义战胜了可怕

的专制统治”的思想。

最后，出现了第一部分的主题构成的短小尾声，整个音乐在嘹亮而

庄严的Ｃ大调上胜利结束。

原载《名作欣赏》讲义第１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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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西安与他写在战俘营

　　的杰作———《末日四重奏》

　　在２０世 纪 音 乐 演 进 的 一 个 转 折 点 上，梅 西 安

的出现，成了一个天然的连接环节和一种方向性的

力量。

———卡休贝尔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８日，誉 满 全 球 的 法 国 音 乐 巨 匠 奥 利 维 尔·梅 西 安

（ＯｌｉｖｉｅｒＭｅｓｓｉａｅｎ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与世长辞了。巨星的陨落在世界乐坛引起

极大的震动。许多音乐家、评论家撰文介绍和纪念这位２０世纪世界乐坛

的泰斗。有幸在生前拜访或跟随其学习过的两位中国音乐家杨立青和陈

其钢先生也曾在《音乐爱好者》上介绍和评价过梅西安的音乐创作与音乐

教育成就。笔者在浏览、欣赏和分析梅西安众多的音乐作品之余，发现其

一生深受象征主义美学和崇拜耶稣的天主教教义的感染。他以宗教作为

他音乐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以谱写宗教题材为主的创作道路。

他自己曾说：“第一个理由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不能说是父母和

后天教育的结果，可以说是我天生的偏爱吧！”“我作品中的一部分是奉献

给天主教的信仰，以使神学的真谛更趋清晰。这是我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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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或许，这是我在垂死之时，唯一不会感到羞愧的事情。”在他漫长

的创作生涯中，曾写下无数的宗教题材作品，例如：《天国的盛宴》（ＬｅＢａｎ

ｑｕｅｔｅｕｃｈａｒｉｓｔｉｑｕｅ，１９２６）、《被遗忘的奉献》（ＬｅｓｏｆｆｒａｎｄｅｓＯｕｂｌｉｅｅｓ，１９３０）、

《主的诞生》（ＬａＮａｔｉｖｉｔéｄｕ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１９３５）、《享天福的圣身》（１９３９）、《阿门

的幻影》（ＶｉｓｉｏｎｅｄｅＬＡｍｅｎ，１９４３）、《圣 婴 二 十 默 想》（ＶｉｎｇｔＲｅｇａｒｄｓｓｕｒ

ｌｅｎｆａｎｔＪｅｓｕｓ，１９４４）、《三部小教仪剧》（ＴｒｉｏｓＰｅｔｉｔｅｓＬｉｔｕｒｇｉｅｓｄｅｌａ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ｎｅ，１９４５）、《圣灵降临节弥撒》（ＭｅｓｓｅｄｅｌａＰｅｎｔｅｃｏｔｅ，１９５０）、《期望死者

的复活》（Ｅｔｅｘｐｅｃｔｏ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ｍｏｒｔｕｒｏｒｕｍ，１９６４）、《我主基督的化身》

（ＬａＴｒａｎｓ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ｏｔｒｅ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ＪｅｕｓＣｈｒｉｓｔ，１９６９）等，但他的宗教题

材作品并非纯正的教会音乐，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诚的音乐”、“一种涉及

一切物象，又不失去与神联系的音乐”。怎样理解这话呢？他的《末日四重

奏》（ＱｕａｔｕｏｒｐｏｕｒｌａｆｉｎｄｕＴｅｍｐｓ）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梅西安正在巴黎三一教堂任管风琴师。不

久，即应征入伍。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没多久，到１９４０年６月 就 被 德 军

俘虏，囚禁在德国萨克森的西利西亚第八 Ａ士兵战俘营中。面对战俘营

的悲惨、冷酷、凶残与无情，作曲家触景生情，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宗教热

火，激起了 不 可 遏 止 的 创 作 欲 念，他 要 用 音 乐 来 鞭 挞 这 罪 孽 之 地。《圣

经·圣约翰的启示录》第十章中有关叙述世界末日的章节显现在他的眼

前：

　　我又看到另一位大力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顶彩虹，脸如

红日，足似火柱……他右脚踹海，左脚踩地……向着苍天举起右手，

指着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上之物……起誓说，

不再有时日 了。就 在 第 七 位 天 使 吹 起 号 角 之 时，神 的 法 力 就 成 功

了。

《圣经》给了他启示。他从战俘的苦难遭遇中，预见到人类有朝一日终

将走向毁灭的悲惨境地，但他坚信人类的灵魂终将得救，重新回到上帝的

身旁。他要以善良的心愿及真理必胜的信念，在战俘心中点燃起希望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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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那时战俘营中正好另有三位法国音乐家———一位小提琴家、一位单簧

管家、一位大提琴家。他就准备以这三件乐器来构思他的作品。后来又找

到一架“五音不全”、琴键“弹下不起”的破钢琴。钢琴虽破，仍是一个宝。

这样，加上钢琴，成了四重奏的形式。

１９４１年１月，一个北风凛冽的冬夜，这部奇特的名作就在五千名来

自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的战俘前进行了首演。为了使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素养的广大士兵都能欣赏这部新潮作品，梅西安特地为他们作了详

尽的解说。虽然作品长达４５分钟，天气如此之寒冷，但听众仍然聚精会

神，场内始终寂静无声，因为作品吐露了战俘的心声。

四重奏《时间的终结》共有八个乐章。

第一乐章：《纯洁的礼拜仪式》。关于这一乐章，梅西安解释说：“清晨三

四点钟，鸟儿苏醒了。画眉和夜莺随意鸣唱，周围蒙蒙雾霭、林间啼鸟啭鸣。

啾啾之声，消失在天空之中。”这里，小提琴及单簧管扮演了鸟的角色，鸣唱出

婉转动听的曲调：

钢琴与大提琴则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中，各自采用类似节奏卡农的形

式，构成有趣 的 错 位 效 果，非 常 生 动 地 勾 勒 出 林 木 纵 横、交 错 纷 杂 的 背

景，再加上音响微弱，恍恍惚惚，更有溟晨曦之感。

第二乐章：《为宣告时间终结的天使而歌唱》。这乐章分三个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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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尾两部分均由钢琴强烈而尖锐的和弦构成，正如梅西安所说的“显示

了大力天使的力量”。中段的音乐，梅西安是这样描绘的：“……钢琴上

有一连串间隔的柔和和弦与小提琴、大提琴唱出的歌协调一致，这首歌

几乎就像 是 一 首 宗 教 仪 式 中 的 无 伴 奏 齐 唱。”音 乐 缓 慢，和 声“难 以 捉

摸”，音量十分轻微，似乎是为天使而低吟的一首歌曲，非常迷人。梅西

安将它称为“彩虹中的水滴”。

第三乐章：《鸟儿的深渊》。音乐缓慢、忧伤而富有表情。“单簧管独

奏。深渊就是时间，带着悲哀和倦怠。鸟儿与时间对立：我们的希 望 就

是要光明，要星星，要彩虹，我们还要欢快地歌唱！”这乐章由两个对比的

乐段构成。一段是宽广而悲切的，象征着时间；一段则是快活而随想性

的，象征着鸟儿：

梅西安一直认为鸟类是“生活、运动和欢乐的象征”，鸟鸣则是“大自

然、自由与圣灵的象征”。两个主题的交替出现，非常形象地勾画出这一乐

章的标题内容。

第四乐章：《间奏曲》。“一首谐谑曲，比其他乐章更为外向，但有几个

旋律上的联系，把它和其他乐章连接在一起。”这一乐章是一个 Ａ＋Ｂ＋Ａ
（再现）三部曲式。第一部分具有舞曲的特征，第二部分表现的仍是鸟儿，

音乐快速、跳跃，而且还有不少颤音夹杂其间，由单簧管及小提琴演奏，第

三部分则为第一部分的再现。

第五乐章：《赞美耶稣的永生》。“在这里，耶稣即《圣经》。大提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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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悠长而缓慢的乐句，充满了仰慕与崇敬的心情来赞美这既有力而

又温柔的《圣经》的永恒。”这是一首以钢琴的柔和和弦伴奏的大提琴沉

思曲。非常扣人心弦：

第六乐章：《七 位 吹 号 天 使 的 愤 怒 之 舞》。这 是 一 个 极 有 特 色 的 乐

章。乐曲开始，“四件乐器一起模仿可爱的钟声和号声”，显示了天使的

到来：

“……在这乐章快要结束时，尤其能听到极强的、经过扩展并在不同

音区上变换的主题。”

仔细分析这个曲调，我们发现它是上述主题的一种变体。梅西安把

原主题的每个音作了音区上的变换。形成大幅度的跳跃，构成一种动力

性的变化。同时，放慢速度、增强力度、改变节奏、转移重音，使音乐具有

强烈的愤怒之情，同时也巧妙地勾画出激情的舞姿，这真是绝妙之一笔。

梅西安认为：“在节奏上，这乐章是最有特色的。”为了说明《启示录》

中那位天使“举手向着天空宣称‘时间在那里已不复存在’的预言”，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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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段的每个小节中都采用了一种“不可逆行的节奏”：

所谓“不可逆行的节奏”，就是将一个节奏的原型和它逆行的形式横

向并置。例如：

这样就构成一种镜状结构的回文节奏。在他看来，这种节奏不可能

倒转逆行，正好使人领略到一种“不可能性的魅力”，因此，用这节奏表达

“时间已不复存在”的概念，是非常恰当的。

第七乐章：《宣告时间终 结 的 天 使 头 上 的 彩 虹 大 放 光 芒》。“第 二 乐

章中的某些片断在这里再现……在梦里，我听见和看到一组组和弦与旋

律……着迷地 感 受 到 急 速 旋 转、跳 动 而 又 互 相 渗 透 的 神 奇 的 声 音 和 色

彩。这些火的剑，这些蓝色和橙黄色的熔岩流，这些突然出现的星星，就

是光彩，就是虹的光彩。”

这乐章采用一种双主题的变奏与展开的综合结构写成，也就是将曲式

结构中的两个不同的原则———变奏与展开———融合在一个曲式之中，极为

独创，同时也增强了乐曲的表现力。乐章中第一主题安详、宁静、舒展；第

二主题与之相反：性格粗野、节奏显豁。作曲家采用“第一主题的变奏，被

第二主题的展开所分隔”的方法，将整个乐章按此顺序连续不断往下延伸，

构成七个大段和一个尾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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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乐曲的理解，从梅西安其他的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 启 示：

“……我所喜爱的是一种富于光彩、精致细巧而令人愉悦的音乐……一

种微微摇曳、吟唱的音乐。……这种音乐就像教堂的窗户那样，在 相 互

镶嵌的色彩中震颤……表现出时间的终结，表现出普遍的存在、净化的

肉体和神的超自然的奥秘。它是一道‘神学的彩虹’。”

第八乐章：《赞美永恒的耶稣》。“赞美就是爱。这个乐章缓慢 地 上

升到高潮，勾画出人升向上帝、圣子升向天父、善人升向天堂。”整个乐章

充满温顺和虔诚之情。钢琴一直以一个固定节奏轻轻地弹奏着平静的

和弦，小提琴则在吟唱着一支赞美的歌：

当小提琴攀升到 Ｅ弦的高音上吟唱之时，那神圣而崇高的乐音使人

的精神不断升华，似乎是乐音驾人飞离了尘世而飘向了天堂。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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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鸣音乐会———
　　梅西安的《异国的鸟》

　　在艺术的王国里，鸟类可能是居住在我们行星

上的最伟大的音乐家。

———梅西安

以鸟声来谱曲的作曲家应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你有没有听说一

位作曲家用记谱办法来记录鸟鸣，并且纯用鸟鸣来谱曲的呢？这人就是

２０世纪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的法国作曲大师奥利维埃·梅西安。

梅西安 （ＯｌｉｖｉｅｒＭｅｓｓｉａｅｎ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于１９０８年出生 于 法 国 南 部

的阿维尼翁城。父亲是文学教授，母亲是著名女诗人塞西尔·索瓦热。

艺术环境的熏陶使他早年就显示了很高的音乐天才。１２岁考入巴黎音

乐院，师从著名 作 曲 家 杜 卡 及 杜 普 兰。１９３０年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毕 业 于 该

院，他 胸 怀 大 志，拒 绝 了“罗 马 奖 金”的 应 考 比 赛，自 己 埋 头 研 究 作 曲 方

法。此后还与年轻的作曲家若利韦（Ａｎｄｒ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１９０５—１９７４）、勒絮尔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ｓｕｒ１９０８—　）、博德里埃（ＹｖｅｓＢａｕｄｒｉｅｒ１９０６—　）等成立了

先锋派音 乐 的“青 年 法 兰 西 小 组”，创 作 了 不 少 新 颖 的 作 品。二 战 爆 发

后，梅西安参军，但不久被俘，关入集中营。在集中营中创作了举世闻名

的《末日四重奏》。１９４２年回到法国，在母校教授和 声，１９６６年，开 始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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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教授。他的教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一批当代杰出的作曲家：法国的

布莱兹、德国的施托克豪森等，在西欧的现代音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创作及教学活动使他在国际乐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１９６８年，梅西安被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１９７１年又获 得 西 贝 柳 斯 奖。

此外，还荣获过国家功勋奖章及伊拉斯默斯奖。７０寿辰时，法国还为他

举办了“梅西安月”。由于他的贡献，“２０世纪音乐已达到开创新时代的

起点”。

在创作中，他寻求“一种崭新而具有时代性、独创性，同时又能表现

个性特点的音乐”。为此，他创造了“非逆行节奏”及“有限移调的调式”

等两种手法来建立自己的音乐语言。在这方面，他确实作出了他独特的

贡献。但他尤其与众不同的方面仍是用鸟鸣来谱曲。

梅西安从小就喜欢聆听鸟鸣，１８岁时就开始出入崇山峻岭，采集鸟

声。２０来岁时，就用乐谱记录鸟鸣。他不仅在法国，还去新卡列多尼亚

及美国的大峡谷西部搜集鸟鸣。他自认是用记谱方法记录鸟鸣的唯一

的鸟类学家。他认为“鸟是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音乐家”，它们有各自

的审美观点，歌唱时都在阐明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在研究鸟鸣上做了

大量工作，并且用鸟鸣谱写了四部作品：《鸟的苏醒》（Ｒèｖｅｉｌｄｅｓｏｉｓｅａｕｘ，

１９５３）、《异 国 的 鸟》（Ｏｉｓｅａｕｘｅｘｏｔｉｑｕｅｓ，１９５６）、《百 鸟 图》（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ｄｏｉｓｅａｕｘ，１９５８）以及《花园里的莺》（Ｌａｆａｕｖｅｔｔｅｄｅｓｊａｒｄｉｎｓ，１９７０）。

《异国的鸟》是他受学生布莱兹的请求写的。作品采用钢琴、两支单

簧管、木琴及小型乐队，由１９个演奏员演奏。其中钢琴占了一个重要的

地位，它在乐曲中有三段短小的华彩乐段及两段长的华彩乐段，因此似

乎可称为一部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曾在欧洲所有大城市及美国、日本

等地演出，备受欢迎。

据梅西安自述：《异国的鸟》是汇集了世上各地———南北美洲、印度、

中国、马来西亚及卡纳莱群岛等地的鸟鸣，采用声音拼贴的手法而写成

的一部高度色彩化的作品。这部作品既描绘了各种鸟类的羽色，又表现

了它们不同 的 鸣 声。这 里 有 黑 色 黄 脖 子 的 印 度 八 哥，一 身 碧 绿 的 绿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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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淡褐色带白条纹的模仿鸟，暗灰色的猫叫鸟，白色冠子的笑鸫，红色

的美洲知更鸟……五光十色，煞是迷人。它们的鸣声也是各具一格，十

分动听：有的只叫单声，有的叽叽喳喳，有的声如号角，有的叫声咪咪，有

的声带冷音，有的音似鼓点，有的声如洪钟、喧闹震耳，有的却似银铃、婉

转不绝。梅西安就是运用音、色关联的方法，写成了这部作品。在这里，

打击乐器还运用了古希腊与印度的复杂节奏。

梅西安是怎样把鸟鸣与颜色谱到音乐中去的呢？他认为：“音 色 无

论如何都是泛音构成的，我想在作品中把鸟鸣再现出来，就要在每一个

音上作出它 应 有 的 和 声，并 务 必 使 之 协 调，进 一 步 表 现 出 它 原 来 的 音

色。”另外，在表现鸟鸣的合唱时，他用独特的对位手法把各种不同的鸟

鸣组织起来，形成了鸟类的大合唱。

在色彩表现方面，梅西安一直认为音乐的进程是一个音乐转化为色

彩的过程。他确实也费了 不 少 心 血 来 揭 示 其 中 的 奥 秘。他 认 为 人 的 不

同感官之间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比如说，你吃东西时，不仅用舌来尝，

还要用鼻来嗅。嗅与尝在吃东西时是同样重要的，那么，视与听之间也

就有着同样的关系，他经常是听到音就想到色，特别是在创作时，这种感

觉特别强烈。他说：“我有一种理论：一种声音的组合形成一种颜色———

一种混合色或一种单色，但仅是一种颜色。如果你把它移动半个音，它

就会变成另一种颜色；如果移动一个全音，则又成了另一种颜色。所以

每种声音的组合都有十二种颜色，高八度的颜色明亮，低八度的颜色暗

淡。……激烈的和声是红色的，温和的和弦是蓝色的 许多二度的结合则

成为灰色、黑色。”他创作的时候即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构成了他作品中

独特的音与色。但这种纯粹用鸟鸣声组成的音乐，或多或少显得有点单

调，为了避免这点，梅西安一直采用音色及结构上的各种对比来加强它

的变化及反差。因此，这部作品是十分新颖与深奥的，欣赏时必须具有

丰富的想像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这部作品共分为十三个段落：

第一段：引子。这是一段合奏的音乐，主要由八哥与 笑 鸫 的 鸣 声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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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第二段：第一华彩乐段。由独奏钢琴奏出。这是在印度八哥的单声

鸣叫和木鸫的爆发性鸣叫的基础上写成的。木鸫的叫声在华彩乐段的

结尾处。

第三段：第一重奏段。这是四种鸟的一个间奏曲。这四种鸟是绿叶

鸟（短笛演奏）、巴尔的摩黄鹂（长笛、双簧管、２支单簧管演奏）、红喙山雀

（钟琴）以及加利福尼亚鸫鸟（木琴）。四者合在一起的重唱颇为动听。

第四段：第二华彩乐段。这是在红鸟鸣声上建立起来的短小的钢琴

华彩乐段。

第五段：第二重奏段。这是四种鸟的间奏曲的延续 部 分，具 有 与 第

一重奏段相同的音色和类似的结构。

第六段：第三华彩乐段。这个钢琴华彩乐段仍旧以红鸟的鸣声为基础而

写成。

第七、八、九段是全曲的中心全奏段。这是以白冠笑 鸫 及 普 雷 里 小

鸟的鸣声作为主要素材而写成的。前者出现于全奏段的始末，好似巴洛

克协奏曲中的利都奈罗形式一样。在全奏过程中，不同的鸟鸣交织成一

种节奏与旋律素材的复杂网络，所有这些素材都是运用十六分音符为单

位来加以统一的。

第七段：引子。这里出现了可怕而渐强的锣声，这暗 示 着 亚 马 逊 森

林上空的雷鸣。这时，普雷里小鸟发出一种自高处蜿蜒而下的可怕的尖

叫声。

第八段：这是一段巨大的中间合唱段。各种不同的鸟类以对位的手

法进行了大合唱。大合唱的下面，打击乐运用从古希腊及印度节奏发展

出来的四种节奏作为支持。

第九段：小结尾。这段音乐在音色与结构上都与引 子 相 像，所 不 同

的是素材的处理。同样是一阵渐强的锣声，不过听到的却是普雷里小鸟

的四声尖叫。

第十段：第四华彩乐段。这是全曲中最长的一个华 彩 乐 段，由 食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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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及猫叫鸟的叫声为基础而写成，但钢琴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音区，上下

翻滚，显得十分光彩。

第十一段：最后的全奏段。白尾印度鸫担任了一个 重 要 的 角 色，它

的歌声有两大特点：一是两个不连贯节奏的鼓点，一是爆炸性的喇叭声。

它的音量洪亮，即便所有的乐器在演奏繁复的对位和强烈的色彩，也仍

压不过白尾印度鸫的鸣声。

第十二段：第五华彩乐段。这段短小的钢琴华彩乐段又引来了木鸫

及红鸟，而木鸫的鸣声在华彩乐段的开始就出现了。

第十三段：尾声。白冠笑鸫是一种大鸟，生长在喜马拉雅山区，样子

十分可怕，叫声响亮而难听，整部作品就在它嘹亮的叫声中结束。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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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与秩序的对抗

　———卡特的《羽管键琴及钢琴

的双重协奏曲》　

　　混乱与秩序的对比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它似乎

是我们一切重要事物的根基。

———卡特

１９６２年，《美国音乐》杂志编辑罗伯特·克拉夫特（ＲｏｂｅｒｔＣｒａｆｔ）曾

询问２０世纪音乐巨匠斯特拉文斯基说：“迄今为止，美国土生土长的作

曲家中，谁写的作品对你最具吸引力？”斯特拉文斯基略加思索后说：“我

想是埃利奥特·卡特（Ｅｌｌｉｏｔ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０８—　）的《双重协奏曲》……我喜

欢卡特协奏曲的意境，它充满清新、愉快的精神……我喜欢协奏曲的造

型和 比 例 感、时 间 的 分 寸，是 施 托 克 豪 森 （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的 《四 方 形》
（Ｃａｒｒé）之类的作品所全然没有的……但是，分析既不能解释一部巨著，
也不能使它获得生命……这里，语言没有用处，它就是一部杰作，一部美

国作曲家谱写的绝妙之作。”
艺术创作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要想揭示其成功的奥秘恐怕更为困

难。但是任何创作都不能脱离创作思维、技巧及乐曲内容这三大要素。
现在，我们不妨从这三方面来探求一下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卡特一直认为：“我经常写一些使我感到具有强烈戏剧性的东西，其

中混乱与秩序的对比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它似乎是我们一切重要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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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卡特的不少杰作，都是基于这一创作思维而谱写的。

１９６１年，当德国的弗罗姆基金会委托他创作一部作品时，他就继承了

艾夫斯批判精神的音乐传统，选择了羽管键琴及钢琴这种同族异种的乐

器，采用巴洛克的大协奏曲形式，突出秩序与混乱的矛盾，强调乐器的个性

与对比，充分发展了乐曲内部的戏剧因素而创作了这部不同凡响的作品。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就是对比与统一，就是“通

过材料及性格上的小小差别，发展到越来越尖锐的对立，然后回到统一

上来……这是我的一组作品中的一首，在这里，我打算尽可能地通过不

同乐器的不同力度和不同音色的对比，戏剧性地表现不同的音乐性格。
我尝试采用这种音乐手法去描绘人们的不同体验，包括瞬间即逝的刹那

感觉，亦包括体验的发展变化……在这部作品里，两个室内乐队分别配

置给两件独奏乐器，相互之间音色不同，音乐素材与音乐表情各异。如

此两个乐队互相作用，构成了全曲不间断的七个段落”。
但是，对比与统一只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普遍原则，这部作品的成功取

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取材的独创与深刻，一是技巧的新颖与表现力。
《双重协奏曲》（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ｃｅｒｔｏｆｏｒＨａｒｐｓｉｃｈｏｒｄａｎｄＰｉａｎｏ）虽是一

部纯音乐，但却具有一定的内涵。它是依据古罗马哲学家及诗人卢克丽

舍斯（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９６－１５５）的 长 诗《事 物 本 质 论》及 英 国 文 学 家 波 普（Ａ．
Ｐｏｐｅ１６８８—１７４４）的讽刺诗《蠢货》的部分内容而谱写的。作者着眼于诗

歌中有关宇宙原子的跌落与碰撞，世界的黑暗与混乱等章节的描绘。从

表层看，作品似乎只描绘了万物伊始的骚乱与混沌，但实质上是体现了

卡特对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切身感受。美国的６０年

代被人称为“思考与怀疑”的年代，在这时期里，人们特别重视个性，要求

揭示人生与世界的神秘意义，同时不满社会的混乱失调。这部作品的艺

术价值正是反映了时代及社会的本质。
为了使作品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及精神，卡特在音响结构

上费尽心机，采用了某些新颖独特而具有自我风格特征的手法来开拓一种

新的音响结构。例如，为了捕捉五六十年代冲击整个美国社会的重要现象

“个性”，他强化不同音响（乐器）的个性特征及色彩上的强烈反差，为作品

的对比与统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在作品里采用了可以产生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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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的四音列，并将它们平分给羽管键琴及钢琴的两个部分。在钢琴及其

乐队上，采用０、１、４、６的四音列，并用大二度、大三度、纯五度、大六度、大

七度作为其特性音程。对羽管键琴则采用了０、１、３、７的四音列，并用余下

的小二度、小三度、纯四度、增四度、小六度、小七度等作为特性音程。从而

使两组乐器的音响各具个性及特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为了显示近代生活中的混乱、矛盾，卡特在作品中还采用了多层次

的交错律动。例如在乐曲中６／８拍子的一段音乐中，四种打击乐器声部

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律动。四者的关系是４∶７∶５∶３。这样就淡化了传

统的节拍作用，而形成了各声部间的交错律动，准确地描绘出现代生活

的自由无羁、浪漫放纵及错综复杂，使总体音响具有一种立体感及弹性。

另外，为了体现对多侧面的现代生活的“复合透视”，卡特在作品中

采用了分层对位的手法。分 层 对 位 是 一 种 自 由 对 比 式 的 复 调 织 体。古

典复调着重从不协和音向协和音的转化，从而推动音乐的前进，分层对

位织体则应用不同的节奏性格、不同的特性音程等构成反差强烈的各个

声部，并且通过各层次织体的自我变形、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叉等，使音乐

充分展开，形成多层清晰而独立的音响，足以使听众能在一特定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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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侧面的现代生活作全方位透视，并且也使音乐加剧了戏剧冲突。
当然，卡特在这乐曲中应用的独创技法远不止这些，但是，即从以上所

述，我们已不难看出卡特为了刻画现代生活现象而所作的努力了。同时，
我们亦可看出，他不是一个“为技巧而技巧”的作曲家，而是运用现代思维

创造现代音响，为准确地创作现代艺术、反映现代社会的一位作曲家。
现在，让我们对这作品作一简介。
第一段：引子。这段音乐与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 丽 舍 斯 的 长 诗

《事物本质论》的第五节中一段描写“万物伊始”的诗句“最初的群体，在

奇怪的骚动中”、“引起了一阵狂乱”有关。
轻微的打击乐声渐渐揭开了乐曲的序幕，随后，各种乐器逐渐加入，

力度也随之而增强。接着，各件乐器奏出性格对比强烈的音乐语言，彼

此竞奏、碰撞，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尔后，在极不协和的音响中，音乐达

到了高潮，但没多久，音乐迅速平静下来，进入了下一段落。
第二段：羽管键琴的华彩乐段。音乐从羽管键琴的即兴乐段开始：

此后，乐队中的各件乐器以不同的音程及速度组成了错综复杂、相

互碰撞的复合节奏。这段音乐不仅具有强烈的动感，并且也展示了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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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琴及其乐队的整个性格特征。

第三段：诙谐的快板。这段音乐是按《事物本质论》第五章中有关描

写太阳与月亮运转的情景而谱写的。卡特在这里使钢琴及羽管键琴的

性格泾渭分明。他十分巧妙地将钢琴比作太阳，音乐写得十分明朗、诙

谐、生动而流畅：

将羽管键琴比作月亮，把它的音乐写得较为缓慢而暗淡。整段音乐

是以钢琴及其乐队为主而演奏的，羽管键琴则偶尔插入进来。这种性格

迥异，快慢、明暗分明的音乐交替出现，正暗示着太阳与月亮在宇宙运行

中交替出现的现象和规律。

第四段：慢板。这是根据《事物本质论》第五段中有关星星与大气运

动的诗句而谱写的。在这里，木管乐器以缓慢、恬静、流动的音乐跟两件

独奏乐器与打击乐器的快速音乐形成明显对比，显示了星辰与大气、秩

序与混乱的尖锐矛盾与冲突。

第五段：急板。生与死是人类哲学探求的两大主题，而 在 卢 克 丽 舍

斯长诗的第六段中，也有两行诗句述及这两个重要的自然法则，这段音

乐也是描绘生与死的，它与第三段遥相呼应，不过这里是由羽管键琴主

奏的。羽管键琴与钢琴各 自 以 自 己 的 演 奏 特 色 互 相 展 开 竞 奏。羽 管 键

琴以快速的短音符演奏，清晰而流畅，钢琴则显示了自己的力度，表现得

缓慢而滞重。两者不断碰撞，互不相让，如同生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

的矛盾和冲突一样。

第六段：钢琴的华彩乐段。这段音乐与第二段相对 称，但 不 同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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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两个华彩乐段。第一乐段突出地发挥了钢琴的多种演奏技巧，

而羽管键琴则以简单分解和弦音型作为对答。第二乐段则较为复杂，钢

琴、羽管键琴、木琴、弦乐聚合在一起与打击乐器形成对抗，激起了一个

巨大的高潮。

第七段：尾声。这段音乐与引子前后呼应。它描绘了宇宙诞生时的

混沌情景。乐曲始于一声锣的巨响，这似乎宣告了宇宙的诞生。然 后，

各种乐器演奏出五彩缤纷的声波音型，时隐时现，显示出“万物伊始”的

一种混沌状态。最后，音响渐渐减弱，乃至万籁俱寂而结束。

１９６１年国际音乐学会第八次年会开幕前夕，卡特的这部《双重协奏

曲》于９月６日在纽约作首次公演，立即引起世人瞩目。舆论界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著名音乐评论家埃立克·萨尔茨曼在《纽约时报》上评论

道：“简直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构想，奇异的万花筒，光彩夺目的织体和节

奏，从头至尾迂回婉转，跳动着幻想的脉搏。”此后，这部荣获“纽约音乐

评论奖”的作品先后相继在伦敦、柏林、罗马、华沙等地演出，成为一首享

有国际声誉的名曲。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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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与他的“乐器演奏的戏剧”
　———《第二弦乐四重奏》

　　我把 我 的 乐 谱 看 作 是 电 影 剧 本———可 听 的 剧

本，演奏者用他们的乐器演戏。

———卡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音乐在国际乐坛上始终默默无闻，没有

引起人们足 够 的 重 视。即 便 到 了２０世 纪，出 现 了 被 勋 伯 格 称 之 为“自

爱、自强、不卑不亢、宠辱不惊”的一位伟人查尔斯·艾夫斯以后，美国音

乐在世界上仍然未能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

现了转机，在世界乐坛上闪耀出四颗灿烂的美国明星———“偶然音 乐 的

创始人”约翰·凯奇（ＪｏｈｎＣａｇｅ１９１２—　）、“严格控制的音乐语言”的埃

利奥特·卡特（Ｅｌｌｉｏｔ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０８—　）、“合成器音乐大师”米尔顿·巴

比特（Ｍｉｌｔｏｎ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９１６—　）以及“音响试验的探索者”乔治·克伦姆

（ＧｅｏｒｇｅＣｒｕｍｂ１９２９—　）。他 们 的 出 现 似 乎 形 成 了 新 的 美 国 现 代 乐

派，在世界上颇有影响。
被罗克韦尔称为“美国活着的最杰出的作曲家”埃利奥特·卡特出

生于２０世纪 之 初，是 上 述 四 人 中 最 年 轻 的 一 位。他 博 学 多 才，兴 趣 广

泛，现代意识浓厚，探索精神强烈，不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经过几十

个年头五个创作时期的探索，到５０年代初才真正形成了自我的创作风

格，独步乐坛。这时大部分有名的基金奖、研究奖学金及创作奖倾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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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许多大学都聘他任教，授予他以名誉学位。他的每部新作品的问世，
都成为舆论界评论的大事。当他八十寿辰之际，世界各大城市包括旧金

山、伦敦、巴黎、日 内 瓦、苏 黎 世 等 都 相 继 举 行 他 的 作 品 音 乐 会，以 示 庆

贺。影响之大，可以窥见一斑。
卡特 （Ｅｌｌｉｏｔ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０８—　）出生于纽约。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

曾师从著名作曲家辟斯顿、霍尔斯特等修完音乐课程。但对他创作产生

巨大影响的并不是这两位老师，而当推艾夫斯及布朗热。１９２４年，卡特

才１６岁，就结识了５０岁的艾夫斯。长期以来，曾为整理、编纂、演奏及

出版艾夫斯的作品做过大量的工作。艾夫斯的美国创新精神就此深深

地铭刻在他的心灵之中，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与思维。１９３２年，他又远

涉重洋，来到巴黎，师从娜迪亚·布朗热女士学习作曲。在她门下的三

年时 间 里，他 系 统 扎 实 地 学 习 了 西 欧 传 统 音 乐 及 新 古 典 主 义 的 创 作 技

巧，具备了深厚的作曲功底，并且也获取了欧洲现代乐派的新思维。两

位师长，一位创新，一位传统，但两者都要求背叛传统音乐，创造新音响，
它们巧妙地结合，终于为卡特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颖、独特的道路。当

然，卡特的成功依然仰赖于他自身的努力，他不停地进行探索，几乎每部

作品都有新的追求。这样的探索，对他日后风格的奠定带来了莫大的收

获。
卡特是位态度严肃、技法严谨的作曲家，写作认真 而 缓 慢，因 此，作

品也并不太多，但他的许多探索，例如节拍转调、多层次的复合节奏、乐

器个性化、音程与力度的序列化等对现代音乐技法的发展确实作出了贡

献。这里我们选择较易理解的乐器个性化的问题向大家作一简单的介

绍。
乐器个性化并不是指乐器自然的形态、结构及音响等方面的性格差

异，而是指运用特殊的演奏方式赋予不同乐器或不同声部以一种独特的

个性，同时利用这种强烈反差的个性构成乐器及声部间戏剧性的对比，
造成惊人的感染力。这一手法最初不是卡特发明与创造的，早在几十年

前，美国现代 音 乐 奠 基 人 查 尔 斯·艾 夫 斯 就 曾 运 用 这 一 原 则 进 行 过 创

作，但开始时并没如此丰富、完善。卡特继承了这一传统，赋予新的处理

方法及新的时代精神，突出了秩序与混乱之间的矛盾，强调了乐器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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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强烈的对比，并且采用更多的方式深化了这一手法，取得较大的成

功，这一手法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鲜明标志。他的不少作品，例如《羽管键

琴及钢琴的双重 协 奏 曲》（１９６１）、《钢 琴 协 奏 曲》（１９６５）、《乐 队 协 奏 曲》
（１９６９）、《第三弦乐四重奏》（１９７３）都 反 映 出 这 一 特 色。在 这 些 作 品 中，
乐器个性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要算是使他扬名天下的《第二弦乐四重

奏》。
《第二弦乐四重奏》作于１９５９年。全曲共分为序奏、尾 声 和 四 个 乐

章共六个部分。结构十分独特。在四个乐章中，除了一个乐章是合奏型

的，其他三个乐章都是以一件乐器作为中心而写成的。四个乐章之间由

三件不同乐器独奏的华彩乐段连接起来，全曲连续演奏，一气呵成。在

这部作品中，每件乐器都以自己独特的性格参与演奏，犹如四个性格各

异的“角色”在同演一台戏。正像卡特自己所说：“我把我的乐谱看作是

电影剧本———可听的剧本，演奏者用他们的乐器演戏，每 个 人 都 像 是 在

戏中扮演角 色 一 样 地 进 行 着 合 奏。对 我 来 说，这 种 合 奏 的 作 品 特 别 有

趣、动人，这种感觉在我的室内乐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部作品

中，特别强调了“按照类型分配角色”的原则，赋予每件乐器以一种特殊

的个性，同时运用这种“角色”的性格差异，构成“角色”间的对立与冲突，
形成了一部“音响性的戏剧”。比如，在音调的构成上，第一小提琴多用

小三度、纯五度、大九度、大十度等音程，再加上运用自由、不规则而长短

交叉的节奏以及频繁更换的速度，使它赋有幻想多变、英勇威武的性格，
有时还带有一种活泼、华丽的特点。第二小提琴则多用大三度、大六度、
大七度的音程，节奏的律动稳定，一分钟始终保持着７０拍而不变，性格

显得简朴而抒情，但又因为经常运用拨弦，造成各种打击乐器的效果，因

而使它又带有几分幽默感。中提琴多用增四度、小七度、小九度等音程，
再加上多用上、下滑音和富有弹性的节奏，常以附点八分音符及附点十

六分音符使线条的律动形成一种伸缩速度，这样使它散发出一种伤感气

息。大提琴则多用纯四度、大六度及小十度音程而速度则时快时慢又多

用装饰音，它的性格就显得有些急躁、粗暴。从这里看，这四种乐器由于

使用不同的音程、节奏、速度、演奏法等，形成的个性及色彩的反差是十

分强烈的。但是事情还不 止 于 此。卡 特 还 采 用 了 更 多 的 手 法 来 强 化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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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表现力。例如在第二乐章开始的两小节中，他采用了多层次的交错

律动加强了内部的冲突。这里，第一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的节拍记

号都是５／４，速度是每分钟１７５拍，而第二小提琴的实际节拍为４／４，每分

钟１４０拍，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交错的律动５∶４。

音响由此而显得更为复杂，并且还富有一种弹性 和 立 体 感。另 外，

他又采用了节奏对位的手法，例如我们前面所谈的各种乐器中的节奏特

色，它们既各自独立于其他声部，又需要结合在一起演奏，这样就形成全

方位的节奏对位，这和歌剧中的许多不同类型的重唱相似，它的总体音

响更为复杂、丰富，而且更富有浓厚的戏剧性。似乎更接近于一部绘声

绘色、维妙维肖的音响戏剧，应该说，这是一种极妙的设想及创造。

卡特的乐器个性化的探求决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追求，一种音乐的

游戏，相反它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卡特历来把音乐作品看作是一件

能反映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复杂内涵和哲理思想的载体。他曾说：“我经

常写些强烈戏剧性的东西，其中混乱与秩序的对比特别具有意义，因为

它似乎是我们一切重要事物的根基。”《第二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应该说

是对美国近年来所谓的“个人主义年代”中充斥社会的个性扩张及个性

泛滥这一重要现象的一种精确的影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卡特的

创作不仅是一种艺术探索的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揭示了当代

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及人们的精神风貌，因此，他的创作就有了更高的

意义及价值，从而获得了舆论界的高度评价。为此《第二弦乐四重奏》获

得了１９６０年美国文艺的最高奖赏———普利策奖。

现代的艺术是以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思维、现代的美学观点、现代的

认知及现代的技巧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因此，读者也需要运用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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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仔细地、耐心地欣赏卡特的这一名作，希望大家能获得像陶布曼在《纽

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种心态：

　　卡特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感觉世界，乍看似乎陌生，继而百听不

厌……固然，作曲家的技巧高超，但却不是在做音响或数学游戏，而

好像是在人们 心 灵 深 处 热 情、温 柔、幽 默、激 烈 和 庄 严 的 大 海 中 航

行”。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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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才凯奇与他的“加料”钢琴

　 杰作———《奏鸣曲与间奏曲》

　　他是这 一 代 人 当 中 在 世 界 上 最 有 影 响 的 一 位

作曲家。

———彼得·雅茨

在新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第２卷中，刊登了这样一段文

字：

　　美国作曲家、哲学家和音乐作家。他处于美国几代先锋派音乐

的中心。他的作品及美学思想的影响遍及全球，特别在二次大战以

来，他比任何美国２０世纪作曲家对世界音乐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位作曲家是谁呢？这就是彼得·雅茨所说的：“他是这一代 人 当

中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作曲家”———美国的约翰·凯奇 （ＪｏｈｎＣａｇｅ

１９１２—１９９２）。

一位艺术家的成功决不可能是一种机遇及偶合，应该说它取决于人

的智慧、积累及环境。凯奇的成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凯奇出生于洛杉

矶的一位发明家家中，自幼思维敏捷，好发奇想。他的生活积累相当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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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曾周游西欧各国，既有艺术方面的多种修养与实践，在音乐创作方面

又接受了一批思想先进、造诣高深的音乐巨擘的教诲和启示，还接受了

一些非西方音乐的熏陶，再加上他对东方哲学的追求及探索，构成了他

广阔的思维空间，赋予他探索未知的巨大勇气及优厚的条件。他起步于

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开创了他事业上的崭新纪元，是一位被视为“哲学

家”的音乐家。

由 于 观 念 的 转 移，凯 奇 的 创 作 一 直 处 于 更 新 之 中。最 初 的 ５ 年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是 学 步 的 岁 月，基 本 上 以 十 二 音 进 行 创 作。后 １０ 年

（１９３８—１９４９），由于接触了舞蹈与打击乐，他开始思考音 乐 创 作 中 新 音

响的探求。这时的一个杰出创造就是“加料”钢琴的发明。４０年代以后，

他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曾随吉 塔·萨拉哈依学习东方哲学，又去哥伦

比亚大学聆听铃木教授讲述禅宗与佛教的教义。东方哲学对他的音乐

美学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艺术是以自然运行的方式和感觉来

模仿自然的……音乐，应当是既可以被人聆听也可以被人置若罔闻的，

随你的高兴。一切音响，一切音乐家完全独立自主，即便是在集体合奏

时也各自为政的。”这样，他开始将偶然因素引入到音乐创作及音乐演奏

中去，创造了煊赫一时的“偶然音乐”，同时，他自己在音乐界也获得了一

个“天才与严肃的发明家”的声誉，引起了音乐界对他的高度重视。但他

并没以此为满足。５０年代中期，他开始了新的磁带及无确定性音乐的创

作阶段。无确定性音乐是个新名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创作上

没有明确的思想、内容、意图或标题；二是指演奏上不受演奏形式或总谱

的约束，任情挥洒。这种音乐是采用“概率”方法创作的。所谓“概率”作

曲法就是作曲家将音高、音值、音量、速度等元素一一制成图表，然后用

铜线占卜、抓阄、玩方格字谜、６４卦占卜等特殊办法抽选这些元素，待它

们组 合 起 来，然 后 填 进 一 个 预 先 设 计 好 的 节 奏 结 构 中 去 的 一 种 作 曲 方

法。这种方法看来十分荒谬，但实际上它是对西方传统音乐创新可能性

日益枯竭、对西方现代音乐矫揉造作的“体系”的束缚的一种反叛。他要

作品始终不受作曲家的自我意识及欣赏者的智能的干扰。按照禅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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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任何将艺术和生活割裂的做法都是不真实的和不切实际的”。在

人类生活中，乐音、噪音、音响的组合都是自然存在的，所以用概率方法，

信手拈来任何音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音乐创作，都是“顺乎天理”、“合

乎自然”的，都是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这种从哲理思维中演绎出来的艺

术创作，看来似乎十分不可思议，但有谁又能知晓这种无确定性艺术的

概念以及采用概率方式进行创作及表演的做法，不仅在音乐界中流行开

来，而且竟然对西方的某些现代戏剧及舞蹈流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凯

奇对于现代艺术发展的业绩，在此也可窥见一斑！

凯奇对音乐 创 作 的 开 拓 性 的 思 考，对 音 乐 创 作 发 展 的 贡 献 是 巨 大

的。但现在我们对其深层性的哲理思维姑且不谈，而单单就其最简单的

创作构想———“加料”钢琴的使用，看看他这一特殊的创作思维。

“加料”钢琴的起因也是很有趣的。自１９３７年起，他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大学的一个现代舞蹈团中担任钢琴伴奏及作曲，同时还在西雅图的康尼

希学校伯特舞蹈班上工作。从那时起，他接触了各种类型的打击乐器，

从此对打击 乐 产 生 了 兴 趣，并 组 织 了 几 次 打 击 乐 的 专 场 音 乐 会。１９３８
年，舞蹈家塞维拉·福特请他为《酒神舞》谱曲时，他原想采用打击乐队，

但又不愿演员太多，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加料”钢琴来替代

之。

所谓“加料”钢琴实际也不复杂，就是在乐曲演奏之前，演奏者按照

乐谱的指示，在钢琴琴弦的某些特殊位置或两弦之间，插入金属栓子、螺

丝钉、橡皮、毡条、木塞、纸片、回形针等物，使得每个音的音高、音色与力

度都有所变化，发出一种类似打击乐器的音响，如丁丁冬冬、噼噼啪啪、

叨叨嚓嚓、滴滴答答等，而所有的音响结合在一起，就犹如一个小型的打

击乐队，具有色彩丰富的打击乐音响。可以说“加料”钢琴就是“单独一

个演奏员所控制的一种打击乐合奏”。凯奇总共为“加料”钢琴谱写了十

首乐曲，其 中 以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 创 作 的《奏 鸣 曲 与 间 奏 曲》（Ｓｏｎａｔａ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ｌｕｄｅｓ）最为有名。１９４９年１月，钢琴家玛罗·阿吉曼（ＭａｒｏＡｊｅｍａ

ｉｎ）在卡内基大厅中首演了这部作品，取得轰动性的成功，成为纽约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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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季节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此，凯奇获得了当年古根汉基金会与

国家艺术 文 学 学 院 的 奖 金，并 被 赞 扬 为“如 此 地 扩 展 了 音 乐 艺 术 的 界

限”。

《奏鸣曲与间奏曲》由一套１６首奏鸣曲和４首间奏曲所组成，共长

８０分钟。根据凯奇的自述，这曲子主要是表现印度传统中的“永恒的感

情”：英雄的、色情的、惊人的、欢笑的、悲哀的、恐惧的、可憎的以及它们

趋于平静时所有的普遍倾向的。乐曲不易理解，需要细细地玩味。从结

构上说，“加料”钢琴演奏出来的许多音是十分复杂而不够明确的，因此

不易结构乐曲。但凯奇却十分出色地把基于音高组织的结构转成为建

立于节 奏 模 式 的 结 构，好 似 他 创 作 的《第 一 结 构》（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３９）那样 （《第一结构》是一首金属打击乐器的乐曲，共分１６部分。每

个部分共有１６小节。每１６小节中又包含４小节、３小节、２小节、３小节

和４小节的５个乐句。而整个１６部分又分为４个部分、３个部分、２个部

分、３个部分和４个部分的五段。总之是采用４＋３＋２＋３＋４的模式写

成的）。《奏鸣曲与间奏曲》中的２０首乐曲，每首也都以它各自的结构模

式构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其基本的组织原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单位中，保

持乐句的长度不变。作曲家认为这种分句的办法“与东方诗歌结构中的

换气句子有关”。这种节奏组织的原则取代了传统西欧音乐所基于的和

声结构体系。一个节奏性乐句的末尾取代了一个和声的终止式，这整个

计划是被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计划的应用所严格控制的。这种结构对于

一般欣赏者来说是不太习惯与不易掌握的，但是，如果细细聆听，我们会

从这首奇异的打击乐音响的乐曲中唤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引起你无

穷的遐想。

总之，“加料”钢琴并不是一种过分复杂的创造、发明，但它却赋予钢

琴以一种新颖的音响，这样，许多年轻作曲家都争相仿效，创作了不少乐

曲，特别是约翰逊（Ｒ．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的《第二钢琴奏鸣曲》甚至采用了２０种

不同的方法在钢琴内“加料”，使之发出许多奇异的音响而称绝一时。确

实地说，“加料”钢琴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出色的演奏方法从而在音



２０２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乐创作中占有一席地位，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企图在现有的常规乐

器上探索新音响的可能性，从而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当

前，许多西洋的传统乐器都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在原有的乐器上寻求

各种新的音响，这样就大大地扩展了所有传统乐器的音响，从而极大地

丰富了音乐创作的天地。应该说，这对现代音乐来说是功不可没的。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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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顿与

　 《弗朗克·布里奇主题变奏曲》
　　　———为纪念布里顿八十诞辰而作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自己闭锁在狭小的个人风

格之中。

———布里顿

本杰明·布里顿（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Ｂｒｉｔｔｅ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６）出生于英国的罗斯

托夫特村。从小显示出神童的天才，极似莫扎特。两岁开始弹琴，５岁写

歌（乐谱极复杂），７岁作曲，９岁创作四重奏。１７岁考入皇家音乐院，随

爱尔兰（Ｊ．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８７９—１９６２）学习作曲，随本杰明（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９３—

１９６９）学钢琴。１９３４年毕业。因家境清贫，只能为邮政总局及英国广播

公司等谱写记录片及话剧配乐以糊口。经过多年磨炼、刻苦探索，他熟

练地掌握了戏剧音乐写作的技巧，这为他今后歌剧创作的事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曾旅美并获柯立兹奖。１９４２年回国后，专注

于歌剧创作。几年后，即定居东海岸的阿尔德堡渔村中直至１９７６年 逝

世。

布里顿的创作以歌剧及声乐曲见长，一生中谱写了广为流传的歌剧

十多部，如：《保 罗 · 班 扬》（ＰａｕｌＢｕｎｙａｎ，１９４１）、《比 利 · 巴 德》（Ｂｉ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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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ｄｄ，１９５１）、《仲夏夜之梦》（Ａ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ＮｉｇｈｔｓＤｒｅａｍ，１９６０）、《命终

威尼斯》（ＤｅａｔｈｉｎＶｅｎｉｃｅ，１９７３）等以及大量的声乐套曲，如：《小夜曲》、

《夜曲》、《威廉·布莱克的歌曲与格言》（Ｓｏｎｇ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ｏ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１９６５）、《米 凯 朗 杰 洛 的 十 四 行 诗（七 首）》（ＳｅｖｅｎＳｏｎｎｅｔｓｏｆＭｉ

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９４０）等。１９４７年创办了英国歌剧团，次年又建立了“奥尔伯

特歌剧节”，主要倡导小型歌剧之创作，以适应时代要求，对推动英国歌

剧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功勋。他为人正直，关心政治，曾谱写《狩猎的父

辈》（ＯｕｒＨｕｎｔｉｎｇＦａｔｈｅｒｓ）等作品抨击战争、纳粹；为战俘写了《小马斯

格雷夫与巴纳德夫人叙事曲》（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Ｌｉｔｔｌｅ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ａｎｄＬａｄｙ
Ｂａｒｎａｒｄ，１９４３）；甚至写讽刺歌曲嘲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争期间，还

进行演出以筹款救济牺牲者的家属。他认为音乐对儿童的成长有莫大

影响，为此，他写了不少杰作，如：歌剧《让我们演个歌剧》（ＬｅｔｓＭａｋｅａｎ

Ｏｐｅｒａ）、《扫烟囱的小家伙》（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Ｓｗｅｅｐ，１９４９）、《青少年管弦乐指

南》、《诺亚方舟》（ＮｏｙｅｓＦｌｕｄｄｅ，１９５７）、《儿童的十字军战士》、《圣诞颂

歌庆典》、《金色的手提包》、《春天交响曲》等，为儿童音乐开拓了一个新

的天地。作为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还一意寻求创作与表演艺术的

高度融合及 统 一，取 得 了 辉 煌 的 成 就。他 与 英 国 男 高 音 彼 得·皮 尔 斯

（ＰｅｔｅｒＰｅａｒｓ，１９１０—１９８６）合 作 了４０多 年，他 的 许 多 声 乐 套 曲 如《小 夜

曲》、《冬日的话》（ＷｉｎｔｅｒＷｏｒｄｓ，１９５３）等以及几部歌剧的主角都是特地

为皮尔斯而创作的。他对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Ｒｏｓｔｒｏｐｏｖｉｃｈ

１９２７—　）的艺术造诣深为钦佩，特地按他的技艺特点创作了《大提琴奏

鸣曲》、两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以 及《大 提 琴 交 响 曲》等 名 作，成 为２０
世纪大提琴文献中的精品。他还为大提琴家的夫人、著名女高音维什涅

夫斯卡娅（ＧａｌｉｎａＶｉｓｈｎｅｖｓｋａｙａ１９２６—　）谱写了一部声乐套曲《诗人的

回声》（ＴｈｅＰｏｅｔｓＥｃｈｏ，１９６５）。被誉为“圆号艺术典范”的伟大的英国

圆号家丹尼斯·布雷恩（ＤｅｎｎｉｓＢｒａｉｎ１９２１—１９５７）与他友善，为此他创

作了一首由高难技巧的圆号协奏的歌曲《小夜曲》。他的《战争安魂曲》

（ＷａｒＲｅｑｕｉｅｍ，１９６１）的歌唱声部就是为维什涅夫斯卡娅、皮尔斯及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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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男高音菲舍尔·迪斯考（Ｄ．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ｉｅｓｋａｕ１９２５—　）三位歌唱家

设计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为旅英的西班牙小提琴家布罗萨（Ａ．Ｂｒｏ

ｓａ１８９６—１９７９）而谱写的。吉他大师布里姆（Ｂｒｉｍ）技艺超群，布里顿十

分赞赏，为他创作了一曲以高难度技巧著称的吉他伴奏的声乐套曲《为

中国古诗谱写的六首歌曲》（Ｓｏ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５７），并因此开拓

了一些吉他新技巧，总之，他的这类作品数不胜数。《弗朗克·布里奇主

题变奏 曲》是 布 里 顿 的 一 首 成 名 作。当 代 英 国 作 曲 家 博 伊 德·尼 尔

（ＬｏｕｉｓＢｏｙｄＮｅｅｌ１９０５—　）于１９３２年创建了一个弦乐队。乐队素质极

高，享有世界的声誉。１９３７年，尼尔弦乐队受邀参加奥地利萨尔斯堡音

乐节，并应要 求 携 带 一 部 英 国 作 曲 家 的 新 作 去 参 加 演 出。关 于 新 作 问

题，尼尔立即就想到了当时尚未成名的青年作曲家布里顿。布里顿当时

才２３岁，当他接到任务，就决定用自己１２岁时的启蒙老师弗朗克·布

里奇（ＦｒａｎｋＢｒｉｄｇｅ１８７９—１９４４）写的弦乐曲《三首田园诗》中的第二曲作

为主题，以此谱写一部弦乐的主题与变奏曲。不到１０天，他“就把整个

作品的草稿写好，接着又用４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弦乐的配器”。作品

即定名 为 《弗 朗 克 · 布 里 奇 主 题 变 奏 曲》（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Ｔｈｅｍｅｏｆ

ＦｒａｎｋＢｒｉｄｇｅ，Ｏｐ．１３）

作品神速完 成 后，布 里 顿 在 谱 上 题 写 了 一 句 献 词：“弗 朗 克·布 里

奇，一件爱慕与敬仰的礼物。”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７日，博伊德·尼尔弦乐队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首演

了这部作品。作品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舆论界称之为一部“尽善至美

的杰作”，顷刻之间，布里顿名扬天下。此后，不到两年时间，这首作品在

欧美各地竟连续演出了５０余次。

作品由一段 引 子 与 主 题，十 段 性 格 自 由 的 变 奏 以 及 一 段 终 曲 所 构

成。

乐 曲 由 弦 乐 的 两 下 拨 弦 开 始。在 快 速 的 高 音 弦 乐 器 的 辉 煌 华 丽

的 引 子 以 后，弦 乐 四 重 奏 温 和 地 呈 示 出３／４拍 子 的 弗 朗 克·布 里 奇

主 题：



２０６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这里，主题开端处的一个下行五度与下行四度值得注意，因为这是

后面几段变奏的一个音调基础，反复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变奏之中。

第一变奏：慢板，Ｃ大调，１２／８。低音弦乐器以众赞歌形式演奏着一个

持续和弦来应答主题的下五度并与短促音符的小提琴插句交替出现。接

近尾声处，小提琴的音响渐趋轻柔，最后与其他弦乐器融合成一个悠长的

Ｃ大调和弦而结束。

第二变奏：进行曲，急板，ａ小调，４／４。在主题的下行四度音上，生气

勃勃的符点节奏的进行曲变奏骤然出现，先在ｄ小调上出现，后来，低音

部移至ａ小调演奏，出现了双调性的音乐。整个音乐由弱而 强，再 由 强

而弱，好似一支军队在行进，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最后，在突然的肃静

中结束。

第三变奏：浪漫曲，优雅的小快板，降 Ｂ大调，３／４。在时隐时现、轻

盈跳动的低音弦乐的断奏与拨奏音响中，第一、第二小提琴在高处吟唱

着一支优雅的变奏之歌。

第四变奏：意大利风格的咏叹调，辉煌的快板，Ａ 大调，４／４。布里顿

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的《清晨》及《音乐之夜》的喜爱，创

作了这支脍炙人口的作品。开始时，在低音弦乐器的颤音引导下，第一

小提琴奏出一个宣叙调风格的美丽的华彩乐段引子。尔后在类似吉他

音响的拨弦伴奏音型上，第一小提琴奏出了一首１９世纪初叶的“卡巴列

达”（Ｃａｂａｌｅｔｔａ），音 乐 俏 皮、热 情，十 分 动 听，但 其 中 却 包 含 了 大 量 的 颤

音、断奏、快速乐句和突然的大跳，技巧艰深，十分难奏。伴奏停止后，再

次出现小提琴的华彩乐段，随后“卡巴列达”也再次出现，并且更为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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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热情高涨的音乐声中，结束了这一变奏。

第五变奏：古典的布列舞曲，沉重的快板，小调。乐曲始终在一种庄

重的气氛中进行。主题中的下行五度在这生气勃勃、包含一段小提琴独

奏的风格模拟片段中显得异常突出，使人回忆起巴赫及其同时代人的巴

罗克布列舞曲，但该曲节奏新颖、独特，颇多神来之笔，引人入胜。

第六变奏：维也纳圆舞曲，慢板—急板，Ｃ大调，３／４。这似乎是一首

以夸张的手法故意贬低维也纳圆舞曲的作品。其中反复出现圆舞曲常

用的ｒｕｂａｔｏ，激烈的快速乐句和三连音的旋转等陈词滥调的写法。在一

小节的动机式的引子以后，中、低音弦乐器演奏出固定音型式的舞曲伴

奏。不久，第一小提琴奏出了模仿维也纳圆舞曲的旋律。主题中的下行

五度音程在这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突出地反复出现，时上时下，形成了

一种波涛汹涌的动感。而慢板引子的动机也不断插入其间，一急一缓，

使乐曲的情绪逐渐高涨，最后达到了高潮。

第七变奏：无穷动，很快，ｄ小调，４／４，这似乎是一首颤音的齐奏练习

曲。乐队以极快的速度和强烈的颤音，忽高忽低，时强时弱，不停顿地向

前冲击，造成一种惊心动魄的气氛，令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定。结 尾 处，

在凶猛的断奏和弦中，不同乐器继续演奏很强的颤音，逐渐下行，直至结

束。

第八变奏：葬礼进行曲，节奏型的行板，ｅ小调，４／４。这是一个动人

的乐章。大提琴及低音提琴以下行五度作为固定音型节奏，持续不断地

演奏着，犹如葬礼行列中沉重的脚步声。小提琴则在上面孤独地吟唱着

一支忧郁的挽歌，两者相互呼应，更加强这一变奏的悲剧气氛。

第九变奏：歌曲，缓板，降 Ａ 大调，４／４。这支散发着宗教气息的美妙

歌曲是由加弱音器的三个中提琴声部以圣咏歌的形式奏出的。小提琴

则奏着一个轻轻而悠长的主音泛音，飘浮在上，显得异常神秘。大提琴

以拨弦点奏其间，而低音提琴则在下方柔和地伴奏着。整个气氛静谧而

神秘，引人浮想联翩。

第十变奏：赋格，非 常 急 促 的 快 板，Ｇ 大 调，１２／８。赋 格 的 主 题 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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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奇主题中的下行四度与五度以及吉格舞曲的节奏音型为基础而构

成的。

赋格的主题先由第一小提琴以拨弦奏出，然后按第二小提琴（ｄ小

调）、中提琴（降Ｅ大调）、大提琴（ａ小调）的顺序，相继奏出赋格的主题与

答句，由此乐曲绚丽辉煌地渐渐展开。布里奇主题贯串在错综复杂的复

调织体之中。

终曲：“沉重的慢板”，Ｄ 大调。经过变化的原 主 题 由 全 体 小 提 琴 在

Ｇ 弦上齐奏奏出，音响十分雄浑。最后，经过一段小提琴的泛音和一段

琶音音型的乐句以后，乐队以强有力的 Ｄ大调和弦庄重地结束了全曲。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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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顿

《青少年管弦乐队入门》
———《普赛尔主题变奏及赋格曲》

　　许多儿童是天生的音乐家与演员，迫切需要给

他们的艺术天赋准备一条出路。

———布里顿

１９４５年６月７日，在伦敦的“萨德勒之泉”剧院里，英国作曲家本杰

明·布里顿的歌剧《彼得·格兰姆斯》初次公演，演出极为成功，赢得了

人们广泛的赞扬。很多入认为《彼得·格兰姆斯》的成功打破英国歌剧

两百年来的低沉局面，使普赛尔和韩德尔的英国歌剧传统得以恢复并发

扬光大。有人将他看作是 英 国 近 代 歌 剧 的 复 兴 者。有 人 则 认 为 布 里 顿

是三百年来英国最伟大的天才，是“英国的莫扎特”。
布里顿 （Ｅｄｗａｒｄ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Ｂｒｉｔｔｅ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６）是英国当代声望极

高的一位作曲家。他不仅写下１３部歌剧，而且创作了数以百计的音乐

作品，在英国音乐界占有重要的地位。１９４５年，英国教育部为了拍摄一

部音乐教育记录片《管弦乐队中的乐器》延聘他配曲，他欣然接受了。布

里顿的传记作家怀特说：布里顿认为作曲家不应高傲，应该为群众写作

能供他们欣赏、娱乐的作品，布里顿“相信国内有许多儿童是天生的音乐

家与演员，迫切需要给他们的艺术天赋准备一条出路”。在这方面，布里

顿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除了这部作品外，他还创作了许多供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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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演出 用 的 音 乐 作 品，例 如：室 内 歌 剧《扫 烟 囱 的 小 家 伙》（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
Ｓｗｅｅｐ，１９４９），儿童歌剧《诺亚方舟》（ＮｏｙｅｓＦｌｕｄｄｅ，１９５７），室内乐《双重

变奏曲》，合唱曲《金色的手提包》（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Ｖａｎｉｔｙ，１９６６）、《儿童的十

字军战士》（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ｒｕｓａｄｅ，１９６９）以 及《迎 客 颂 歌》（ＷｅｌｃｏｍｅＯｄｅ，

１９７６），歌曲《星期五的午后》（Ｆｒｉ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ｓ，１９３５）等，为青少年音乐

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

《青少年管弦乐队入门》（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ｓ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Ｏｒｃｈｅｓ
ｔｒａ）完成于１９４５年除夕。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５日，由著名指挥家萨金特指挥

利物浦交响乐团在利物浦市作首次公演，取得极大的成功。此后，它就

不再只是音乐教材，而且还成为一首独立而通俗的乐队作品，广为流传。
布里顿甚至想仿效这曲的写法，再创作一部《青少年歌剧入门》。有趣的

是不少舞蹈家还争着以这样一首乐曲去编制芭蕾舞。１９４８年６月，在巴

黎的沙龙宫内的国立人民剧院中，“舞蹈之友”协会在他们一年一度的庆

祝晚会里，演出了一个现代的古典芭蕾舞蹈《是与否？》，这个舞蹈就是用

《青少年管弦乐队入门》的音乐编成的。在英国女皇陛下加冕典礼时，纽

约市芭蕾舞团的罗宾斯也以这曲编成了一个名叫《军号嘹亮》的芭蕾舞。
舞蹈家艾什顿也用这首乐曲编制了一个题为《普赛尔主题变奏曲》的芭

蕾舞，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由“萨德勒之泉”芭蕾舞团在柯文特花园剧场进行

首次公演，很受欢迎。
《青少年管弦乐队入门》的总谱于１９４７年由布奇与豪克斯公司出版。

总谱的扉页上，作曲家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谨以这部作品衷心题赠给约

翰和珍妮·莫德的孩子们：帕梅拉·卡罗琳以及弗吉尼亚，为了使他们得

到教益和娱乐。”
这份总谱的配乐比较复杂：１支短笛、２支长笛、２支双簧管、２支降Ｂ

调及 Ａ 调单簧管、４支圆号、２支Ｃ调小号、３支长号、１支大号、定音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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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竖琴、弦乐组，其他打击乐器（至少三位演奏员），如：大军鼓、三角铁、
响板、钹、小军鼓、锣、铃鼓、中国木鱼、鞭子和木琴。

１９６０年夏天，布里顿为了资助阿尔德堡音乐节，毅然将这份总谱的

手稿（用铅笔写的）与《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七首）》的速写手稿忍痛

割爱，一齐拍卖给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奥斯本，这两份珍贵的手稿就一

直保存在那里。

（二）

这部作品采用英国作曲家普赛尔（１６５９—１６９５）的 主 题 并 加 以 变 奏

而写成，故又名《普赛尔主题变奏及赋格曲》（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ｕｇｕｅｏｎａ
ｔｈｅｍｅｏｆＰｕｒｃｅｌｌ，１９４６）。

布里顿早年求学于皇家音乐学院，师从著名作曲家艾尔兰和钢琴家

本杰明，学习成绩斐然，当时，他对一些近代作曲家如马勒、勋伯格、斯特

拉文斯基的作品深感兴趣。但到１９４５年，开始了新的 转 折。他 对 普 赛

尔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歌剧，发生了兴趣，并且在创作上也深受其影响。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１日是普赛尔逝世２５０周年，为了表示纪念起见，他

创作了两部作品：《约翰·唐尼的神圣十四行诗（九首）》（ＴｈｅＨｏｌｙＳｏｎ
ｎｅｔｓｏｆＪｏｈｎＤｏｎｎｅ，１９４５）和《第二弦乐四重奏》。为了创作，他钻研了普

赛尔的作品，普赛尔使他入了迷。纪念音乐会不久，他联合著名歌唱家

皮尔斯出版了一部可供演出用的普赛尔作品的版本，这谱于１９４６年出

版，其中包括《黄金奏鸣 曲》、《奥 尔 菲 斯·勃 列 坦 尼 格 斯》（Ｏｒｐｈｅｕｓｂｒｉ
ｔａｎｎｉｃｕｓ）选曲、《颂歌与悲歌》（Ｏｄ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ｇｉｅｓ）等乐曲。此后，他参加

“英国歌剧小组”的活动，对普赛尔音乐的兴趣更浓。他又和英国作曲家

霍尔斯特（１８７４—１９３４）合作，恢复了大量普赛尔的作品，如：普赛尔的杰

作，有“十七世 纪 歌 剧 文 化 中 的 明 珠”之 称 的 神 话 剧《迪 东 与 伊 尼 阿 斯》
（ＤｉｄｏａｎｄＡｅｎｅａｓ）、歌剧《仙后》（ＴｈｅＦａｉｒｙＱｕｅｅｎ）等等。

《青少年管弦乐队入门》正创作于“普赛尔热”的这个阶段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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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采用了一个普赛尔的 曲 调———《阿 勃 德 拉 查》（或 称《摩 尔 人 的 复 仇》）
的戏剧配乐中的一个舞曲曲调———作为主题，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

为了便于孩子认识各种乐器，这部作品采用边演边讲的形式 写 成。
讲解词插入的部分，作曲家都事先作了安排，因此讲解并不影响乐曲的

演奏。同时作曲家还作了一种不用讲解的安排，这样可使乐曲作为独立

的管弦乐曲演出。
解说词是由布里顿的好友埃里克·克罗泽写的。下面引号内 的 文

字均为解说词。
“作曲家谱写这部乐曲是专向你介绍管弦乐队中的乐器的。这里有

四组演奏者：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这四组演 奏 者，
各自使用类似一个族类的乐器。它大致运用相同的方法，奏出类似的声

音。弦乐器是用弓子或手指拨弦而演奏的。木管乐器吹气发声，铜管乐

器也是吹气发声。打击乐器是敲打出声的。”
“首先，你将听到伟大的英国作曲家亨利·普赛尔写的一个主题，由

整个乐队以及四组乐器中的每组乐器奏出。”
以上是一段开场白，讲解员朗读完毕后，整个乐队开始演奏普赛尔

的主题（主题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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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主题壮严、宏伟，具有一种典雅、古 朴 的 风 格。全 奏 完 毕，木 管

乐组、铜管乐组、弦乐组以及打击乐组先后分别再奏一次主题。每组乐

器演奏时，解说者朗读下列解说词：

“木管是六孔小锡笛的高级变种。它们系用木料制成。（主题Ｂ）

“最早的铜 管 乐 器 是 小 号 及 狩 猎 圆 号。这 些 乐 器 是 他 们 现 代 的 后

裔。（主题Ｃ）

“大、小的弦乐器，是用弓子摩擦，或是用手指拨奏 发 声 的。他 们 的

表兄弟竖琴，通常也是拨奏的。”（主题 Ｄ）

这段音乐与其他的主题呈示不同，采用卡农的形式，这样，可以自高

声部而往下，按顺序听到每种乐器音色上的差别。

“打击乐器包括鼓、锣、铃鼓以及你想用的任何其他乐器。当你听完

它们以后，整个乐队将再次演奏旋律。”（主题Ｅ与Ｆ）

至此，主题呈示完毕，下面开始变奏。

“现在让我们聆听每件乐器演奏一支它自己的变奏曲。木管组最上

面的是长笛清晰而美丽的音色，还有它尖声尖气的小兄弟短笛。”

变奏 Ａ，急板，强，２／４。这是一段充 满 装 饰 音 的 跳 跃 性 旋 律，机 灵、

活泼，充分地体现了长笛与短笛的灵活性。

“双簧管具有一种温顺而哀怨的音质，但只要作曲家需要，它们仍然

是很有力量的。”

变奏Ｂ，缓板，４／４。这里，作曲家运用双簧管最好的音区，谱写了一

支具有双簧管典型性格的曲调。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提琴在下面轻声

地伴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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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簧管非常灵活，它们能奏出一种绝妙的平滑而圆润的音色。”

变奏Ｃ，中板，６／８。在弦乐拨奏的简单和弦及大号的点奏衬托下，两

支单簧管交替演奏一个个短小而流畅的动机，你一句、我一句，衔接得天

衣无缝，犹如一件乐器独奏的完整乐句一样。

“大管是木管组中体积最大的，所以它们具有最低沉的音色。”

变奏 Ｄ，进行曲风格的快板，４／４。大管在弦乐的强烈点奏和弦的伴

奏下，奏出一个具有附点节奏特点的豪迈旋律，充分显示了大管的粗犷

性格。

“弦乐家族中，最高声部是小提琴，它们分成第一、第二两组演奏。”

变奏 Ｅ，光辉的波尔卡风格，３／４。在铜管乐器和大管的强烈舞蹈节

奏上，提琴出现一支刚劲有力、光彩夺目的波尔卡旋律，给人们以一种热

烈、兴奋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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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琴比小提琴略大，所以音色稍厚。”

变奏Ｆ，稍慢，３／４。这是一段中提琴抑郁的独白。木管与铜管在上

边作短促而轻声的伴奏。

“大提琴以异常丰润而热情的声音歌唱。请听听这优美的音色！”

变奏 Ｇ，稍慢，３／４。大提琴以浑厚的音色及悠闲自在的神情，奏出一

支切分音型的旋律，上面伴以单簧管轻声的琶音音型伴奏，音乐非常动听。

“低音提琴是弦乐家族的老祖父，声音沉重而嘟嘟囔囔。”

低音提琴奏出一段具有诙谐情绪的音乐。音乐由小三段体形 式 构

成。第一段由短促、跳跃的音型组成。第二段是一段较为舒展的 旋 律。

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倒影进行。最后，以低音提琴的最高泛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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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音琴有４７根弦，有七个踏瓣来变换弦线的音高。”

在弦乐组的颤音的背景上，竖琴以和弦，分解和弦及上、下滑奏等形

式奏出了一段优美的音乐。

“铜管家族始于圆号。它们是用铜管子弯成圆圈而制成的。”

这是一段朦胧、缥缈，具有幽邃、神秘气氛的圆号音 乐，由 前 后 两 个

乐句组成。前句自低音而上行，后句自高音而下行，但曲趣相同。

“我料想你们大家都认识小号的音色。”

这段小号音乐是由一个固定而急促的节奏音型构成。两支小号，一

人一句，轮流吹奏，颇有紧迫、催人之感。

“长号具有沉重而铜质的音色，低音大号则更为沉重。”

这段音乐宽阔而英武，很能显示长号的性格。

“打击乐器种类繁多。我们不能全部都予演奏，而这里是最常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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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首先是罐鼓，通常称为定音鼓……大军鼓和铜钹……铃鼓和三角

铁……小军鼓和中国木鱼……木琴……响板和锣……而在它们全部合

在一起演奏以前的是鞭子。”

在这一大段 打 击 乐 器 音 乐 里，全 由 定 音 鼓 及 弦 乐 组 演 奏 简 单 的 旋

律，而其他打击乐器则敲打节奏显示自己。这段音乐奏完，进入赋格曲。

“赋格曲———我们已经把整个乐队拆成部件。现在让我们将它们集

拢在一首赋格曲中。乐器按照前面的次序，从短笛开始，一个挨一个地

逐次出现。在结尾中，铜管乐器将要演奏普赛尔的优美旋律，而其他乐

器仍继续演奏本杰明·布里顿的赋格曲。”

朗诵完华，赋格开始。下面即赋格曲主题：

在各类乐器逐次出现完毕后，音乐转入３／４。“一股劲儿地”时，铜管

乐器演奏乐曲开始时的普赛尔主题，其他乐器继续演奏赋格曲。最后，

乐曲在整个管弦乐队全奏的华丽高潮中结束。

原载《音乐艺术》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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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托斯拉夫斯基与他的

《乐队协奏曲》

　　这是我与民间音乐实行间隙性“共栖”的结果。

———卢托斯拉夫斯基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在 欧 洲 的 乐 坛 上 骤 然 崛 起 了 一 支 前 所 未 闻 的 新

军———波兰的现代音乐乐派，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关注，因 为 它 毕 竟 是 诞

生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世事所出，必然有因。１９５６年斯大林

的逝世导致了东欧政治风云突变，在波兰，新一届政府竭力鼓励艺术的

自由化并且还创办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华沙之秋”现代音乐节，促进广泛

的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活动。政府的提携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极大

地激励了整个波兰艺术界在世界新文化思想的洪流中去开拓自我，寻找

自我的天地。就在这股巨大的浪潮的冲击下，波兰涌现出一大批极具才

华的作曲家，如格·巴策维奇（ＧｒａｚｙｎａＢａｃｅｗｉｃｚ１９１３—１９６９）、斯·基谢

莱夫 斯 基 （ＳｅｆａｎＫｉｓｉｅｌｅｗｓｋｉ１９１１—　）、沃 · 基 拉 尔 （ＷｏｉｃｉｅｃｈＫｉｌａｒ

１９３２—　）、克·潘德莱斯基（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Ｐｅｎｄｅｒｅｃｋｉ１９３３—　）、亨·米·戈

雷茨基（ＨｅｎｒｙｋＭｉｋｏｌａｇＧｏｒｅｃｋｉ１９３３—　）、齐·克劳塞（ＺｙｇｍｕｎＫｒａｕｓｅ

１９３８—　）、克·迈耶尔（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Ｍｅｙｅｒ１９４３—　）等。但 其 中 才 华 显

赫，并 首 先 获 得 巨 大 国 际 声 誉 的 当 然 要 推 维 托 尔 德·卢 托 斯 拉 夫 斯 基

（ＷｉｔｏｌｄＬｕｔｏｓｌａｗｓｋｉ１９１３—１９９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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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卢托斯拉夫 斯 基 是 波 兰 现 代 音 乐 乐 派 的 一 位 杰 出 代 表，出 生 于 华

沙。早年随斯米多维奇（Ｓｍｉｄｏｗｉｃｚ）学习钢琴。１９２６年考入华沙音乐学

院，先随基 米 托 娃（Ｌ．Ｋｍｉｔｏｗａ）学 习 小 提 琴。１９３２年 后，随 莱 弗 尔 德

（Ｌｅｆｅｌｄ）教授学习钢琴。１５岁时，随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弟子马里泽

夫斯基（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ｉ）学习作曲。１９３６年获得钢琴演奏文凭，１９３７年毕

业于作曲系。与此同时，他还在华沙大学攻读高级数学，显示了过人的

才智。

１９３８年，由于其作品《交响变奏曲》结构合理、清晰、匀称，显示了在

曲式上的惊 人 的 控 制 能 力 而 引 起 乐 坛 的 关 注。此 后 又 写 了 一 批 作 品，

如：《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１９４１）、《第一交响曲》（１９４７）、《管弦乐小组

曲》（１９５１）、弦乐 合 奏《序 曲》（１９４９）、《钢 琴 练 习 曲》（１９４１）、《木 管 三 重

奏》（１９４５）、《儿童歌曲》等。这些作品显然受到具有调性观念的现代作

曲家的影响，其 中 特 别 是 和 希 曼 诺 夫 斯 基（Ｓｚｙｍａｎｏｗｓｋｉ１８８２—１９３７）、

巴托克以及波兰民间音乐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５０年代后期，他开始接触布列兹和施托克豪森等人的序列音乐，但

经过自己的钻研，他感到整体序列是“处于人类感觉领域以外的一种音

乐创作的经验”而难以接受，因此，决定开拓自己的道路。他运用自己的

才智，创造了“基 本 的 十 二 音 和 弦”，这 是 运 用“一 两 种 或 三 种 音 程 的 型

式”而建立起来的和弦。这种和弦由于结构的不同，与缺乏色彩的序列

音乐和弦有较大差异，它具有“清晰、易辨的性格”，而且“使强烈和声的

对比运用成为可能”。按照这一革新理论，他创作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

风格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为纪念巴托克而作的弦乐合奏《葬礼音

乐》（Ｍｕｚｙｋａｚａｌｏｂｎａ，１９５８）。在这部作品中，他采用了在两个具有巴托

克特点的音程（三全音、小二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二个音的序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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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引入了包括所有１２个音级的半音音阶的复合声，这一创作原则在他

的６０年代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而这一作品也就标志了卢托

斯拉夫斯基的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的开始。

三年以后，在 他 的 管 弦 乐《威 尼 斯 的 游 戏》（Ｇｒｖｗｅｎｅｃｋｉｅ，１９６１）中，

首次运用了“偶然对位”（Ａｌｅａｔｏｒ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ｎｔ）的技法。这个名词十分

精确，因为它是同时演奏的声部间的一种对位关系，但却不受一个统一

节拍的严格控制，而是按照一种“时间周期”（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ｉｍｅ）或是由指

挥者的手势或其他演奏员的信号，或是听到其他演奏员开始演奏新素材

时，再重复演奏原来的那一组音乐，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个演奏员之间

没有固定的“同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他 所 以 采 用 这 一 技 法，按 他 自 己 的

说法：“每一位演奏家富有比一件纯粹由抽象构思出来的乐谱所要求的

那些东西更为丰富的潜在可能性，而这种丰富的潜在可能性隐藏在每个

演奏者的自我心灵之中。我期望将它包含在我的创作手法的宝库之中

……”但是，他的偶然音乐全然不同于美国乐派的那种，是始终控制在与

结构有关的范围内，而且音乐的思维还是以调式为基础的。由于这些创

作技法的运用，再加上他的著作《音乐技术中偶然因素的作用》（１９６７）以

及《论现代乐队》（１９６８）的发表，他被音乐界公认为是“十二音偶然音乐”

的作曲家。

６０年代以后，他开始在许多国家的音乐中心，如坦戈伍德、达廷顿、

斯德哥尔摩、埃森、哥本哈根、得克萨斯等教授作曲，并且担任了国际现

代音乐协会的副主席及各种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等职务。由于创作上

的成就，他曾先后获得波兰作曲家联盟的两次大奖（１９５９、１９７３），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巴黎作曲比赛的三次一等奖（１９５９、１９６４、１９６８），波兰文化

部的一 等 奖（１９６２），维 也 纳 音 乐 家 协 会 及 国 际 音 乐 委 员 会 的 一 等 奖

（１９６３），国家级一等奖（１９６４），海 德 奖（１９６７），索 宁 奖（１９６７），拉 威 尔 奖

（１９７１）以及西贝柳斯奖（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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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乐队协奏曲》（Ｃｏｎｃｅｒｔｏｆｏｒ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是他“扬名国际乐坛的第一

部作品”，也是他“情不自禁地把它列为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作品，此

作品作于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它的创作过程是十分有趣的。４０年代，波兰成

立了一个“波兰音乐出 版 社”（ＰＷＭ）。为 了 扩 展 业 务，他 们 委 托 卢 托 斯

拉夫斯基为该社创作一本简易钢琴曲集，但必须采用波兰民歌或舞曲的

素材编写。作品写成了，他用这些素材继续写了一部分其他作品。经过

多年的磨炼，他已十分熟悉这类风格并且开始思考“用它来写点比较严

肃的东西”。这时正好华沙爱乐乐团的指挥维托尔德·罗维茨基（Ｗｉｔｏｌｄ

Ｒｏｗｉｃｋｉ）委托他为乐团写一部新作。但是要 求“东 西 不 要 难，但 却 要 使

这个年轻的乐队有机会一显身手”。看来容易，但要用民间素材建造一

种包含几个乐章的大型曲式，确非易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料到一写

就会花掉我将近四年的时间。”结果，他采取了一种“边缘风格”，就是把

简单的民间曲调、无调性的对位手法和非功能性的多变和声结合在一起

并且运用曲调与伴奏间的不同节奏，构成复合节奏的织体。作品写成了，

他认为这是“我与民间音乐实行间隙性‘共栖’的结果，它诞生的方式是我

始料不及的”。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６日，《乐队协奏曲》在华沙由罗维茨基指挥

华沙爱乐乐团作首演，乐曲题献给罗维茨基。

《乐队协奏曲》是采用“两次世界大战间最普遍倾向”的波兰交响乐

创作手法写成的。采用了巴洛克时期的古典大协奏曲的模式，大体都是

单一主题的，而且按照延伸技巧的原则加以发展，但尽可能地避免尖锐

化的戏剧冲突及巨大的发展弧度。全曲共有三个乐章。

第一乐章：《入场曲》（Ｉｎｔｒａｄａ），庄严的快板，９／８。乐曲由定 音 鼓 引

入，接着，大提琴奏出一个剽悍而有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逐渐扩展，而且

每次移高一个五度，从低音弦乐器逐渐传递到高音弦乐器，最后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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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管乐器。整个乐章分成７个大致平均的段落。最后主题再现，但这次

由木管乐器演奏，每次下移一个四度，而且和声也由五度结构改为四度

结构，最终在一个＃Ｆ音上的持续不协和音上逐渐消失。

第二乐章：《随想曲、夜曲及咏叙调》，甚快板，３／４。这一乐章的标题

看来奇特，实际上却是一首三部结构的诙谐曲。加弱音器的第一小提琴

奏出了随想曲轻巧而快速的主题，这一主题极易使人联想起门德尔松的

诙谐曲，Ｂ部是由独奏小提琴演奏的一首具有夜曲情趣的民歌型的哀怨

旋律。９／８拍子的咏叙调事实上是诙谐曲的一个三声中部，但咏叙调则

雄壮而强劲，不同凡响。在气息悠长的曲调中，乐队不时加入了铿锵有

力的节奏。不过，音乐不久渐渐平静下来。在定音鼓的节奏下，随 想 曲

的主题再次出现。但这次 是 在 低 音 弦 乐 上 以 变 奏 形 式 再 现 的。乐 曲 最

终在打击乐的震音中结束。

第三乐章：《帕萨卡里亚·托卡塔及众赞歌》。这是全曲中最精雕细

琢的一个乐章，也是全曲中的一个高潮。

帕萨卡里亚舞曲，甚快的行板，３／４。这一段音乐由一个八小节的主

题和１５个变奏组成。变奏可划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以旋律化的素材与

主题形式对位而构成的。第二组主要由管乐器演奏的快速琶音及音阶

型的快速走 向 构 成。在 第 三 组，主 题 移 高 上 声 部，主 要 由 弦 乐 器 奏 出。

然后在所有乐器上轮番演奏一次，音乐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响亮，突然，

音乐移至属调，帕萨卡里亚的主题由高音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及钢琴在

最高音区上以八度奏出，效果极佳。在巨大的高潮之后音乐渐渐消沉下

来，进入了果断的３／２拍子托卡塔。七小节的引子后，进入了由弦乐器

奏出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托卡塔主题。这一主题由帕萨卡里亚主题衍生

出来，并依次在各件乐器上轮番奏出，音乐是十分生动有力的。间奏部

分则由弦乐奏出一个舒展而强烈的旋律，接着由铜管及木管演奏着一个

强烈节奏型的伴奏，最后再次出现托卡塔的主题。主题后，木管引出了

降Ｅ大调，３／２拍子的众赞歌。在恬静、平稳的木管与铜管的悠长和弦声

中，第一长笛 在 上 奏 出 一 个 牧 歌 型 的 曲 调，并 且 带 有 一 些 民 歌 的 气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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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旋律与众赞歌交织在一起，而且依然由多种乐器轮流演奏。接着，

帕萨卡里亚主题与托卡塔主题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汇集在这里。最后，

由托 卡 塔 主 题 动 机 构 成 了 一 段 急 速 激 昂 的 尾 声，将 乐 曲 推 向 最 终 的 高

潮。在全乐队合奏的一个强烈的＃Ｆ音上，整个乐曲宣告结束。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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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徒到叛徒———罗奇伯格

　与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以往大师的音乐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它的精

神价值是不能被新音乐所替代或摧毁的。

———乔治·罗奇伯格

２０世纪作曲家的风格特征之一就是多变。时代的高速前进，科技的

不断创新，美学观念的日新月异，艺术追求的千变万化，迫使作曲家不能

不顺乎时代而变革自我。许多大师如斯特拉文斯基、瓦雷兹、凯奇、施托

克豪森等都曾有此经历。但是，令人惊奇的却是有位作曲家在经历了长

时期新音乐的探索后，竟然在背叛传统、摧毁调性的新音乐巨大浪潮之

中，在６０年代中大胆冲破新潮巨浪，逆流而上，重新回归到调性音乐的

世界之中，而且获得了世人的确认，这如何能不使人震惊呢？

这位作曲家不是别人，就是当今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乔治·罗奇伯格

（ＧｅｏｒｇｅＲｏｃｈｂｅｒｇ１９１８—２００５）。罗 奇 伯 格 出 生 于 新 泽 西 州 的 帕 特 生

市。早年曾先后在蒙特克莱州师范学院及纽约的曼内斯音乐学校攻读

作曲、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投笔从戎，在军中担任了中尉

的军职。１９４５年复员，再次进入柯蒂斯音乐院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理

论与作曲，师从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萨里奥·斯昔列罗（ＲｏｓａｒｉｏＳｃａｌｅ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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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１９５４）以及吉安·卡洛·梅诺蒂（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Ｍｅｎｏｔｔｉ１９１１—　）。

在名师指导下他的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１９４９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获得了硕士学位。并早在１９４８年即受聘于柯蒂斯音乐院，在该校 任 课

共八年时间，其中曾获得弗尔勃莱特奖学金。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他去意大利

罗马学习，与 著 名 意 大 利 作 曲 家 达 拉 皮 科 拉（ＬｕｉｇｉＤａｌｌａｐｉｃｃｏｌａ１９０４—

１９７５）相识，后者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回美后，曾被聘为普雷

塞公 司 的 音 乐 编 辑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的 音 乐 系 主 任

（１９６０—１９６８），并长期以来一直接受库索维斯基基金会、福 尔 姆 基 金 会

以及朱丽亚音乐学院等所委托的创作任务。１９５３年他因《夜乐》（Ｎｉｇｈｔ

Ｍｕｓｉｃ）获得格什温纪念奖，１９６１年因《第二交响曲》获瑙姆堡唱片奖。

罗奇伯格虽然出生于２０世纪初，并从４０年代即开始从事创作，但

因探索道路的坎坷，直到７０年代才闻名乐坛，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杰出

作曲家。他的整个创作受当时几个重要音乐美学思潮的碰撞而不断转

轨。但在每个阶段中，他总是留下个别重要作品以及探讨音乐美学问题

的重要论著。

４０年代后期，他深受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以及巴托克音乐的影

响，特别是后者。他的《随想曲》（Ｃａｐｒｉｃｃｉｏ，１９４９）以及《第一弦乐四重奏》

（１９５２）都显示了较为明显的巴托克的印记。

５０年代，为了“追求音乐的条理观念以及音乐结构的逻辑性”，接受

达拉毕科拉的影响，他“踏入了无调性和序列主义的世界，并接受勋伯格

过去曾设想过的音乐‘世界语’”。他说：“我曾坚信十二音音乐语言的历

史必然性，曾经感到自己正生活在音乐领域的最边缘上，音乐历史的最

边缘上。”思想的确立必须反映到作品上，最能说明这阶段风格的作品是

他的《十二首小品曲》（１２Ｂａｇａｔｅｌｌｅｓ，１９５５）、《室内交响曲》（１９５３）、《圣歌

作者大卫王》（Ｄａｖｉｄ，ｔｈｅＰｓａｌｍｉｓｔ，１９５４）以及以匀称的十二音音列为基

础而写成的《第二交响曲》（１９５６）。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不少论著。至

１９５５年，他编纂 成 册，以《六 声 音 阶 以 及 它 与 十 二 音 音 列 的 关 系》（Ｔｈｅ

Ｈｅｘａｃｈｏｒｄ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ｗｅｌｖｅｔｏｎｅＲｏｗ）的书名发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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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见，每篇文章是“试图去解释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见解”的。

但没过多年，他的风格又开始转轨。他写道：“大约在１９５７年，威伯

恩的个人风格开始对我的创作产生影响。其结果使我更加集中和更加

纯正地使 用 序 列 主 义。”在 这 影 响 下，他 写 出 了 《布 雷 克 之 歌》（Ｂｌａｋｅ

Ｓｏｎｇｓ，１９６１）以 及 有 名 的《采 尔 顿 哈 姆 协 奏 曲》（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Ｃｏｎｃｅｒｔｏ，

１９５８）。但这种创作方法并不能阻止他对创作的新追求。这时，他 开 始

对复合速度产生兴趣以破除序列主义在时间及表达上存在的较多限制。

这样引发了他构想出一种音乐的“存在空间”的理论，创造了“时间延续

作为行动的方式”和“密度的投射”等创作方法，谱写了双簧管与钢琴二

重奏《真理的体验》（Ｌａｂｏｃ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ｅｒｉｔａ，１９５９）与《时间的跨 度》（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１９６２）等作品。其中最能显示这种手法的重要作品就是《第二弦乐

四重奏》（１９６１）。

待至６０年代初，罗奇伯格接触了艾夫斯的音乐。艾 夫 斯 的 音 乐 敲

开了他凝固的思维，使他发现自己创作中的困惑。他反思说：“序列技巧

最大的危险，或许存在于它引入一种枯燥无味和机械式的学院风气……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已对序列手法固有的严密程式完全不满意了……它

的紧张的表现方式以及抑制自然脉冲与节奏的倾向”，这严重遏制了他

的创作，束缚了他乐思的驰骋自如。为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序列音乐

……这是结束了……虚假的……毫无意义的。”从《钢琴三重奏》（１９６３）

创作以后他完全结束了序列音乐的创作，从一个信徒变成了叛徒。

摆脱了序 列 主 义，去 向 何 处？这 是 罗 奇 伯 格 面 临 的 重 大 问 题。这

时，他重新求助于过去大师的音乐。他认清了“以往大师的音乐是一种

活生生的存在，它的精神价值是不能被新音乐所替代或摧毁的”。因此，

决心“放弃那 种 认 为 艺 术 家 的 个 人 风 格 及 自 我 才 是 具 有 最 高 价 值 的 观

念”，要求以“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方法把音乐转变为最清楚、最直接的感

情及思想”。这样，他转而采用类似２０世纪绘画及雕刻上运用“拣来的

材料”（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ｏｕｖｅｓ）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创

造了“拼贴式”的风格，从２５年徘徊于探索新方法的道路上回归到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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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语汇的世 界，与 新 潮 音 乐 形 成 反 差，揭 开 了 他 创 作 生 涯 中 新 的 一 页。

在器乐四重奏《命运与时间的对峙》（Ｃｏｎｔｒａｍｏｒｔｅｍｅｔｔｅｍｐｓ，１９６５）中，

他摘用了贝里奥、瓦雷兹、布莱兹和艾夫斯等７位大师的音乐。在１５件

乐器合奏的《魔术剧院的音乐》（１９６５）中，他借用贝多芬、马勒、韦伯恩、

瓦雷兹、斯托克豪森和自己的某些创作手法，并大段摘用了莫扎特的嬉

戏曲和小夜曲的旋律。他的《第三交响曲》（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则摘用了许茨、

巴赫、艾夫斯及自己的 音 乐。还 有 一 曲《模 仿 巴 赫》（ＮａｃｈＢａｃｈ，１９６２），

自不待言，这是以巴赫音乐写成的，这种摘用调性语汇的方法使他重返

调性世界。此后，他更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再现传统风格的自我风格。７０
年代 创 作 的 既 有 调 性 因 素，又 有 无 调 性 成 分 的 《第 三 弦 乐 四 重 奏》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以及《小提琴协奏曲》（１９７５）就是这种风格的范例。作 曲

家在这里极少摘用现成的曲调，而是将前人的风格与自己的风格有趣地

糅合在一起。例如，《第三弦乐四重奏》的变奏曲乐章就是采用贝多芬晚

期作品的风格，第三乐章则用马勒的舞曲风格。但这里并无牵强附会之

感，既不能说是一种摘引，也不能说它是某种综合，而纯粹是一种“完全

的再体验”。

罗奇伯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十分有趣，它是多方促成的

结果，这可从它的献词中看出：“受匹茨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斯坦伯格

（Ｗ．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８９９—ｌ９７８）的委托，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匹茨堡邮报》

的资助下，为Ｉ·斯特恩并为纪念斯坦弗斯特而作。”

《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部将巴洛克音乐、浪漫派音乐与无调性音乐合

而为一的乐曲，表达了对一位亡友的哀思与怀念。全曲共分五个乐章，

以拱形结构构成，乐队编制庞大并具有浓郁的新浪漫主义的风格。

第一乐章，引子，“快板渐激动并带有自由速度”。乐曲由小提 琴 独

奏引入。小提琴以双弦及 和 弦 演 奏 了 一 连 串 感 情 激 动 的 旋 律。而 这 种

双弦及和弦的奏法即成为整部协奏曲的主要因素，因此，整部协奏曲的

技术难度极高，没有卓越超群的技艺是难以驾驭的。不久，乐队在与独

奏小提琴的竞奏中获取了动力。音乐趋向于戏剧性地展开，充满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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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怨之情，扣人心弦。

在激动的引子以后，出现了第二乐章《第一间奏曲》。乐队与独奏小

提琴的强烈竞奏揭开了乐章的序幕。然后独奏小提琴奏出一段快速、紧

张、悲恸的音乐，乐队则在下面作戏剧性的烘托，颇有勋伯格早期作品的

风格。其后插入了一段以 双 弦 为 主 的 小 提 琴 华 彩 乐 段。最 后 在 独 奏 小

提琴的一个长音下导入了第三乐章。

在《幻想曲》这一乐章中，独奏小提琴作了多次悲切的独白，催人泪

下。似乎十分深刻地表达 了 对 亡 友 的 怀 念 之 情。此 后 出 现 一 段 以 复 合

节拍组成的慢板，音乐一直在５／８、３／８、６／８等节拍中辗转前进，给人以

烦躁与不安之感。最后乐队以几声丧钟似的音响结束了这个乐章。

第四乐章是《第二间奏曲》，柔和的行板。这段音乐性格多变。多种

情趣的音乐如催眠曲、诙谐曲与进行曲等糅合一起，似乎在追忆亡友生

前的一些往事。这里还插入了一段完整的小提琴华彩乐段。在结束处，

整个乐队渐渐淡出。

最后是《后奏》。整个音乐在独奏小提琴及乐队的竞奏中，变得激昂

慷慨，充满了无比悲壮的激情，似乎不能自拔。但最后，这悲恸之情终于

转化为痛不欲生的叹息，这时独奏小提琴缓慢无力地攀登到最高音区，

奄奄一息地随着整个乐队渐弱的 Ｄ大三和弦渐渐消失。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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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出众的伯恩斯坦

　　我不想音乐是一件可以买卖的东西，而是一件

可以共享的东西。

———伯恩斯坦

在音乐史上，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他既是作

曲家、钢琴家，又是指挥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应该说这是

十分不易的。但 是，世 上 竟 然 还 有 比 他 更 出 色 的 人，既 是 指 挥 家、作 曲

家、钢琴家，又是教师与作家，这就是当今享誉国际乐坛的大指挥家利奥

纳德·伯恩斯坦（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１８—１９９０）。

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５日，伯恩斯坦出生于美国麻城一位美容院老板的家

里，不久随父亲移居波士顿。伯恩斯坦１０岁那年的一个秋日，他的姑母

克拉拉在他家寄放了一架钢琴，这下，小伯恩斯坦就像着了迷一样，他不

仅每天去捉摸、玩弄，而且几乎可以将听到的各种音乐立即在钢琴上演

奏出来，有时还能在技巧方面进行某些发挥，表现出很高的天赋。父亲

感到他可以造就，就让他跟随当时著名的钢琴教师格布哈特学琴。但格

布哈特觉得他年幼，就让助教科茨女士教他。科茨女士十分理解她的学

生，对他表现了高度的赏识与信任，师生之间合作无间。可以说，科茨女

士在伯恩斯坦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伯恩斯坦成名



２３０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之后，就聘请科茨女士为他的私人秘书和代理人来作为一种报答。１９３５
年，他进入哈 佛 大 学 攻 读 音 乐，随 梅 里 特 学 理 论，跟 辟 斯 顿 学 对 位 与 赋

格，跟希尔学配器。１９３９年毕业，再去费城，进寇蒂斯音乐院深造两年。

在那里，他跟普罗柯菲耶夫原先在俄国时的老师凡格罗娃学习钢琴，跟

雷纳学指挥，跟汤普森学配器。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的夏天，他又在伯克夏

音乐 中 心 跟 世 界 著 名 指 挥 家 库 谢 维 茨 基 学 习 指 挥，获 得 许 多 宝 贵 的 知

识、经验。通过十多年的勤耕苦读，他完成了音乐的学业，开始了辉煌的

艺术生涯。

震惊乐坛的指挥大师

在他所有的艺术造诣中，他首先是以指挥家的声誉而名扬天 下 的。

但他的成名也像托斯卡尼尼一样富有戏剧性。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著名指挥

家布鲁诺·瓦尔特（ＢｒｕｎｏＷａｌｔｅｒ１８７６—１９６２）原拟举行一场曲目艰深

的音乐会，其中包括舒曼、瓦格纳、施特劳斯等人的作品。但不巧瓦尔特

病倒了，于是就 请 伯 恩 斯 坦 替 他 指 挥。２５岁 的 伯 恩 斯 坦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经过短暂的准备，就上台指挥了这场音乐会。他那卓越的技艺和大

胆、果断的风格使观众大为赞赏，音乐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恩斯坦

一举成名，踏上了指挥家的道路。

其实伯恩斯 坦 的 指 挥 才 华 在 此 之 前 就 为 许 多 大 指 挥 家 所 赏 识 了。

１９４２年，库谢维茨基就聘他为助理指挥，经过在纽约的一段时间的演出，

大指挥家罗津斯基也看上了他，聘他 为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 纽 约 爱 乐 乐 团 的

助理指挥。到５０年代后期，他已是纽约爱乐乐团的常任首席指 挥。这

是第一位美国出生的指挥家担任此职，为此他感到无比的光荣。从此，

他不仅在国内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也开始走向世界。１９５３年，他成了第

一位走上米兰斯卡拉剧院舞台的美国指挥家。１９５８年，他率领纽约爱乐

乐团到拉丁美洲去巡回演出。翌年，他的计划更为庞大，竟然率领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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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及其他１７个欧洲和中东国家作大规模的巡回演出。１９６０年，又

率团去日本、阿拉斯加及加拿大等地演出。１９６７年，还去耶路撒冷指挥

以色列交响乐团，为纪念“六天战争”演出了门德尔松及马勒的作品，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１９６９年退休以后，他还于１９７６年率团去欧洲１７天，

在１１个城市中演出１３场音乐会，专门介绍美国音乐作品。伯恩斯 坦 以

他高超的技 艺、深 邃 的 理 解 力 在 美 国 的 指 挥 史 上 写 下 了 光 辉 的 一 页。

因此，在他退休之时，纽 约 爱 乐 乐 团 赠 予 他 一 个“桂 冠 指 挥”的 荣 誉 称

号，以表彰他对指挥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

才华出众的大作曲家

伯恩斯坦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指挥大师，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著

名作曲家，在美国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讲到指挥家作曲，在音

乐史上也不乏其人，例如富尔特温格勒、托斯卡尼尼、门格堡、塞尔等等，

可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唯独伯恩斯坦，不但写了不少严肃音

乐，而且还写了不少通俗性的音乐，其中有不少传世佳作。就这点而论，

他也许比普罗科菲耶夫、亨德米特、施特劳斯、肯尼克、亨策等人都略胜

一筹。伯恩斯坦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勤奋。早在１３岁

的时候，伯恩斯坦就写过一部钢琴协奏曲，称之为《俄罗斯人与吉卜赛人

之间的战斗》，而且为此设计了自己的和声体系。此后，进了哈佛大学，

受柯普兰的影 响，急 切 地 希 望 成 为 一 位 作 曲 家，于 是 勤 奋 学 习，刻 苦 钻

研，他着重研究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特殊节奏、柯普兰的乐曲结构以及肖

斯塔科维奇的变异调性，以此来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第一交响曲

《耶利米》是写《圣经》中的一位先知的，曾获得１９４４年“纽约音乐评论界

奖”。他的第二交响曲《渴望的年代》是以奥登的诗歌为依据而写就的，

被认 为 是 伯 恩 斯 坦 最 成 功 的 一 部 作 品，后 来 由 鲁 宾 斯 改 编 为 一 部 芭 蕾

舞，长期以来成为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最受观众欢迎的一个节目。他的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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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舞剧《不解风情》是为舞剧家鲁宾斯所作，这部作品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８
日在大都会歌剧院的芭蕾剧院内首演，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后来，他

还将它改编为一部交响组曲，流传甚广。他的三大音乐喜剧《镇上》、《康

狄德》以及《西部故事》征服了整个百老汇，成为美国音乐喜剧的经典之

作，仅《镇上》一 剧，就 连 续 演 出 了４６３场。他 所 写 的 电 影 配 乐《滨 水 区

上》十分精彩，可以证明他是第一流的电影音乐作曲家。此外，他还写过

一些钢琴小品和一首匠心独运的单簧管奏鸣曲。甚至到了１９８１年，他

还写了一部意境深邃的横笛与管弦乐的《哈里尔》，继续显示了他在创作

上的才华。

技艺高超的钢琴家

以指挥艺术闻名的伯恩斯坦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家。钢 琴 是

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平时见到钢琴，他总要上去抚弄一番。要是在

联欢会上见到钢琴，他就会毫不迟疑地上去自弹自唱。作为一位道地的

钢琴家，他经常与乐团一起演奏古典与近代的钢琴协奏曲，而且是自己

弹奏、自己指挥，显示了很高的才能。他的第二交响曲《渴望的年代》采

用乐队与独奏钢琴的形式，类似一部协奏曲。首演的时候，就是由他担

任钢琴独奏、库谢维茨基指挥的。１９６７年，他曾和著名的朱丽亚特四重

奏团一起演出了舒曼的《钢琴五重奏》，受到好评。１９７３年，他还与以色

列交响乐团一起合作，录制莫扎特《Ｃ大调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显 示 了

卓越的钢琴演奏水平。这样的聪明才智，恐怕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

伟大的教师及作家

伯恩斯坦的艺术才能还不止于此。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之间，他还曾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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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斯大学执教，并且教出了一些出色的学生。但是，伯恩斯坦在教育

方面的主要贡献却不在于此，而是他在电视节目中举办的音乐讲座。从

５０年代开始，他几乎与电视节目打了３０年的交道。他在电视节目中讲

解音乐，推广、普及古典音乐。从爵士音乐讲到莫扎特，从音乐的 构 成、

风格一直讲到音乐的精神作用。靠了他那雄辩的口才，天南地北、海阔

天空地讲述，同时还弹琴，示范，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据统计，仅在“公共

汽车”电视 节 目 的 音 乐 系 列 讲 座 中，估 计 听 众 就 可 达 到１１００万 人 次。

１９５８年，他与纽约爱乐乐团在电视节目中举办了一系列的青年音乐会，

也成了一件轰动乐坛的大事，受到了听众热烈的欢迎。伯恩斯坦还把所

有讲座的讲稿整理成册，１９５９年 出 版 了 一 本《音 乐 的 乐 趣》（ＴｈｅＪｏｙｏｆ

Ｍｕｓｉｃ），１９６６年又 出 版 了 一 本《音 乐 的 无 穷 变 化》（Ｔｈ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Ｍｕｓｉｃ）。这两本书在美国广为流传，对普及音乐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继此之后，１９７３年他还在哈佛大学著名的“诺顿讲座”中作了一系列

有关音乐问题的讲演，受到了音乐界的重视。１９７６年，他又将这一讲座

的讲稿整 理 成 集，出 版 了 一 本 名 为《未 答 复 的 问 题》（Ｔｈｅ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的专著，震动了乐坛。

在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度过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预祝他在未来的岁

月中，仍能为人类的音乐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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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的“合成”风格

与交响曲《焦虑的年代》

　　我认为凡是好的音乐都是严肃音乐。

———伯恩斯坦

继２０世纪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去世，另一位当代杰出的指挥大师利

奥纳德·伯恩斯坦（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１８—１９９０）不 久 前 也 与 世 长 辞

了。巨星的陨 落，使 人 们 为 不 能 再 亲 聆 他 精 湛 的 指 挥 而 感 到 惋 惜 与 遗

憾。伯恩斯坦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一位风格独特的

作曲家，虽然他的指挥风采是再难见到了，但他的作品的迷人音响将永

远陪伴着我 们，使 我 们 依 然 能 领 略 到 他 的 神 韵。他 曾 经 作 有 三 部 交 响

曲、六部音乐剧以及不少的管弦乐曲、室内乐曲、钢琴曲及声乐曲。作品

虽不多，而且也不能与美国近代作曲家艾夫斯、柯普兰、凯奇、罗奇伯格、

克伦姆、卡特等人的作品相媲美，但是艺术贵在创新，风格的独特当使作

品永恒，伯恩斯坦的作品无疑是属于这一类的。

伯恩斯坦出生在东海岸移民后裔的家庭。家庭的遗传使他的 音 乐

带有一定的犹太性格及色彩。但是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才是最主

要的，他毕竟是一个自幼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多元的美国文化、多彩的

美国生活、自由无羁的美国精神在他身上镌刻了深深的烙印。正像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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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所说：“他是美国人的典型，无论他的为人，还是他的作品，都表现出一

种精力充沛的节奏和２０世纪人类生活的尖锐冲突。”这样，在他的创作

中，体 现 典 型 美 国 精 神 的 爵 士 音 乐 及 流 行 音 乐 必 然 就 成 了 他 创 作 的 基

础。但是，可能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可能由于他要在作品

中体现现世美国五光十色生活的气质，还可能由于他博大的胸怀想将世

界优秀的音乐文化全都融合在他的作品之中，这多种原因，形成了他独

特的“合成”音 乐 风 格。早 在１９４２年，他 的 音 乐 剧《在 乡 镇 上》（Ｏｎｔｈｅ

Ｔｏｗｎ，１９４４）与芭蕾舞《自由的想像》（ＦａｎｃｙＦｒｅｅ，１９４４）已显示出他艺术

上的“合成性”。到创作第一交响曲《耶 利 米》（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Ｓｙｍｐｈｏｎｙ）时，

这种合成性 就 较 为 明 显 了。曲 中 除 了 犹 太 风 格 以 外，又 糅 合 了 浪 漫 派

的、多调性的音乐语言，甚至还掺入了好莱坞电影音乐的风格。在１９４９
年的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身上，这现象就更

有所发展。他在这部交响曲中既运用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音乐语

言，又掺和了许多２０世纪的新的作曲技法，甚至运用了爵士音乐的音调

及技法。５０年代的音乐剧《神奇的城市》（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Ｔｏｗｎ，１９５２）及《西

城的故事》（ＷｅｓｔＳｉｄｅＳｔｏｒｙ，１９５７）中这些特征也很明显。待至７０年代

创作的一部《弥撒》，这个特点则更为突出。弥撒原是罗马旧教的一种祭

祀音乐，十分规范，具有一定的格式。但伯恩斯坦却大胆地显示了自己

的风格，将它谱写成一部歌唱、舞蹈及器乐合奏的剧院作品。里面糅入

了摇滚乐、民歌、布鲁斯、电声乐器的音调等，甚至在规范的拉丁文祭词

中插入了自己编写的反映时代风貌的英语诗文。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这部

作品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开幕典礼上演出时受到美国观众

的热烈欢迎。这主要是因 为 作 品 的 风 格 具 有 美 国 文 明 的 精 神 特 质。但

在他的作品中，“合成”风格最为显著与强烈的还是当推第二交响曲《焦

虑的年代》。

《焦虑的年代》是美国 当 代 著 名 的 新 潮 诗 人 Ｗ·Ｈ·奥 登（Ｗ．Ｈ．

Ａｕｄｅｎ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在１９４６年发表的一篇反映战后美国人民心态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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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诗中描绘了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行 将 结 束 之 时，４位 对 未 来 抱 有 憧 憬

的美国公民：柯凡特、马 林、洛 塞 塔 以 及 叶 姆 卜 尔 围 坐 在 一 所 小 酒 吧 的

餐桌上喝酒。战争的胜 利 原 本 应 该 带 来 欢 笑，但 谁 能 料 到 战 火 的 扑 灭

也破灭了他们的美梦、理想。一切 沉 浸 在 失 望 之 中，４个 人 只 能 借 酒 浇

愁，驱散迷惘的苦恼。夜深了，店 主 关 闭 了 店 门。４个 失 意 的 人 就 被 赶

出了酒店，只能 蹒 跚 地 走 上 漆 黑 的 街 道，搭 车 返 回 寓 所。在 车 上，４个

人酒兴发作，引吭高歌，大 唱《我 伟 大 的 父 亲》，但 歌 声 中 却 充 满 了 苦 涩

与惆怅的情调。到 家 了，他 们 只 能 带 着 失 望 的 心 情 走 进 了 住 所，再 次

举杯痛饮起 来。酒 精 麻 醉 了 他 们 的 心 灵，他 们 强 作 欢 笑，尽 情 跳 起 舞

来，但这又何济于事呢？忧郁与惆怅就像恶魔一般，始终萦绕着他们破

碎的心，久久不散。待 到 天 色 破 晓，他 们 仍 然 各 自 怀 着 失 望 的 心 情，再

次走向他们冷酷的 现 实 生 活 中 去。这 首 诗 写 出 了 战 后 人 们 的 心 态，也

揭露那时代的社会真相。诗的真实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也获得了“普利

策”奖。

《焦虑的年代》在文坛上的美誉，震惊了伯恩斯坦的心，诗的内涵深

深地吸引了他。他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阴影，也感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残

酷。诗感化了作曲家，促使他决心将之化为音乐。１９４９年，作曲家谱写

了一部钢 琴 与 管 弦 乐 队 演 奏 的 第 二 交 响 曲，它 的 标 题 就 是《焦 虑 的 年

代》。交响曲没有按照传统的交响曲曲式与结构，而是按照诗的构思与

内涵写成，全曲为两个部分，六个乐章。第一部分包括《序奏》、《七个时

期》与《七种人生》；第二部分包括《悼歌》、《化装舞会》与《后奏》。对于这

部作品，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曾说道：“伯恩斯坦把纽约生活中的多侧面结

晶化了。其作品没有停留在犹太性格上，而是把这个大城市所有的多种

多样的精神气质都表现出来了。”

第一乐章：《序奏》，慢板、中板。这段音乐虽然篇幅 不 大，但 却 包 含

了全曲中的两个重要题材。

一个是乐曲开始时的单簧管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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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乐章结束处的长笛下行乐句，它直泻而下，似乎是人们在悲

叹人生的凄惨：

整个“序奏”就像原作的序诗一样，似乎在诉说着在酒吧中四个人的

心理动态。

第二乐章：《七个时期》。七个时期指的是人生的七个阶段。音乐很

巧妙地用变奏手法写成。但这里的变奏不同一般，它不是用一个特定的

主题加以变奏而写成的，而是采用前一变奏中的某一素材为契机加以变

奏而写成的。这样的写法，使各个变奏环环相扣，就像锁链一样连贯在

一起，犹如人生长河一样蜿蜒而下。第一变奏写的是生的起源；第二、三

变奏表 现 的 是 生 的 茁 壮；第 四 变 奏５／８拍 子，表 现 的 是 青 春 的 不 安 与 激

情；第五变奏是快速的２／８拍子，显示了壮年生活中的奔波及繁忙；第六

变奏是稍慢的２／４拍子，音乐松散而自由，表现了老年人疲惫的神态；第

七变奏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最后从高处直泻五个八度，落到了无底

的深渊。这就是奥登笔下的人生。

第三乐章：《七种人生》。这里也运用了七个变奏来描绘四个人所想

像的不同的人生。这里有生的探索、生的追求、生的乐趣、生的搏斗、生

的消亡，最后出现了对生的恐惧与惊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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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乐章：《悼歌》，双簧管以哀伤的情感吹出了一个只含三个音的

旋律：

但就在这悲 哀 的 曲 调 周 围，也 偶 尔 出 现 了 具 有 讽 刺 意 味 的 活 泼 音

调。这似乎暗示着个人的 悲 哀 不 能 掩 盖 世 界 的 欢 乐。但 乐 曲 最 终 仍 在

低沉的音调中结束：

第五乐章：《化装舞会》，极度快速地。这是一个充满爵士音乐 风 格

的乐章。低音提琴、竖琴、钢片琴、钢琴及打击乐器出色地演奏着：

这似乎是人生一个侧面的写照。

第六乐章：《后奏》，仍然散发着爵士音乐的气氛，但整个音乐的速度

却是多变的，从原来的速度转为柔板、行板，最后转为“活泼地”。音乐似

乎给人一种启示：人们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现实与信念，仅仅是南柯一梦

而已。生活又有何所求呢？最后，伯恩斯坦用欢快来结束这出悲 剧，这

似乎是对悲惨人生的更大讽刺！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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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罗雷姆与他的

《弦乐交响曲》

　　这部特 殊 的 作 品，形 式 上 十 分 清 晰，因 此 不 需

要任何文字的说明了。

———罗雷姆

２０世纪的音乐为了开拓更大的创作空间，一开始就表现为竭力挣脱

传统的调性束缚，此后甚至发展到对一切传统的音乐现象如声源、乐制

到技法、风格、记谱法乃至高层次的美学观念、审美心态等都进行了突破

与扩展，形成了创作上的千姿百态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经过几十年

的周折，最终却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回归调性的趋势。目前有不少近代作

曲家的作品都逐渐显示了这种倾向。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美国近

代作曲家尼德·罗雷姆（ＮｅｄＲｏｒｅｍ１９２３—　）的《弦乐交响曲》（Ｓｔｒｉｎｇ
Ｓｙｍｐｈｏｎｙ）就是属于这类作品。

罗雷姆，对我国音乐爱好者来说，可能是陌生了些。但 是 作 为 一 位

美国近代作曲家，他却是一位声名卓著、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创

作了６部歌剧、４部交响曲、５部协奏曲、大量室内乐以及２７０多首歌曲，

而且还是一位勤于笔耕的著作家。他曾写过几部音乐论著如：《由里及

外的音乐》（１９６７年）、《音乐与人民》（１９６８年）、《纯粹的新玩意儿》（１９７５
年）、《一件神的礼品》（１９７８年）等，同时还写了大量饶有趣味的日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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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罗雷 姆 的 巴 黎 日 记》（１９６１ 年）、《尼德·罗 雷 姆 的 纽 约 日 记》

（１９６７年）、《品 乐 笔 记：一 位 作 曲 家 的 日 记》（１９７０年）、《最 后 的 日 记》

（１９７４年）等，成为一位极具声望的作家。

他于１９２３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早年曾在芝加哥师

从著名作曲家索尔比（Ｌ．Ｓｏｗｅｒｂｙ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学习理论。后来先 后 在

柯提斯音乐院（１９４３）及朱丽亚音乐学院（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学习，１９４８年获得

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曾因一部乐队作品而获得“格什温奖”。罗雷姆对

学习始终如饥似渴，即使在音乐院学习时他在校外还追随汤姆逊、柯普

兰及戴蒙德等著名作曲家学习，学习成绩斐然。１９４９年他获得了富布赖

特奖学金，去巴黎随奥涅格继续深造。此后，为了潜心创作，又去了摩洛

哥一个时期，１９５２年返回巴黎。当时依靠了他的庇护人的关系，进了以

科克托普朗克及奥立克为首的法国文化圈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法

国的８年中，他主要从事于歌曲的创作，待到他的作品在美国得到不断

增长的认可后，１９５８年返回了美国。虽然他先后在布洁洛大学、犹他大

学及柯提斯音乐院执教，但他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在于作曲。虽然他一

直被认为是一位歌曲作曲家，但１９７６年使他获得普利策奖的却不是一

部声乐作品，而是一部乐队组曲《空中音乐》（ＡｉｒＭｕｓｉｃ）。

他早期钟情于独唱歌曲的创作，返回美国后，转而创作器乐与声乐

结合的作品，而且更加强调节奏的变化与形式，同时运用变和弦、音束、

调式及复合调式等手法来扩大调性的运用。到６０年代后期，他甚至偶

尔采用稍加变化的序列手法，但在和声上仍然保持了调性。到７０年代

后期，他开始创作大型套曲形式的作品，可是，总是避免写作大段的展开

部。这部《弦乐交响曲》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

《弦乐交响 曲》是 受 亚 特 兰 大 交 响 乐 团 的 美 国 音 乐 工 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的委托，于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６日开始创作。８个星期以后完

成。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在伍德鲁夫艺术中心由罗伯特·肖指挥亚特兰

大交响乐团作首演。这次他不像以往那样，采用音乐以外的有趣的名称

如《回忆的汤姆》、《绿色音乐》、《星期日早晨》等来命名这部作品，他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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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实实地称之为《弦乐交响曲》。但是，说来奇怪，这部作品并不是按

照传统定义的交响曲形式来谱写的，而是由５个肖邦式标题的乐章：圆

舞曲、摇篮曲、诙谐曲、夜曲及回旋曲所组成，因为实际上可以简单地称

之为一部“组曲”。虽然这５个乐章都具有它们各自的曲调，但大部分是

由小三度音程构成的，并且各有独特的构思及明显的特点，而首尾两个

乐章还有着某种主题上的关联。这部作品优美、动听，具有较高的弦乐

写作技巧，因此，深受音乐爱好者们的欢迎。至于它的内容，正如作曲家

所说：“当作品完成以后，我极少有兴趣去谈论作品的创作技巧，这部特

殊的作品，形式上十分清晰，因此不需要任何文字的说明了。”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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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盖蒂与他的《大气》

　　我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建 立 起 一 种 音 色 比 旋 律、和

声、节奏更重要的艺术形式……旋律、和声、节奏就

压缩并整齐地排列在浓厚、密集的结构之中。

———利盖蒂

乔治·利盖蒂（ＧｙｒｇｙＬｉｇｅｔｉ１９２３—　）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奥

地利作曲家。青 年 时，他 在 克 劳 斯 堡 音 乐 院 随 匈 牙 利 作 曲 家 福 尔 考 什

（Ｆ．Ｆａｒｋａｓ１９０５—　）学习作曲，暑假时还专程到布达佩斯随著名匈牙利

作曲家考多萨（Ｐ．Ｋａｄｏ１９０３—　）学习作曲。二次大战以后，他重新考

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师从瓦雷斯（Ｓ．Ｖｅｒｅｓｓ１９０７—　）及福尔考什，重

读了他的作曲学业。１９５０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次年，就被聘为该院

的和声、对位及曲式分析的教授，直至１９５６年。在这一 阶 段 中，他 主 要

是一位理论家，虽然也创作了些作品，但都具有学术意味，其中有些是研

究民间音乐的作品，有些是研究韦伯恩序列主义音乐的。他不能自由创

作，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策的限制。作曲家不能尽情创作，心情必然压

抑。必然会寻求新的出路。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发生，这位作曲家断然

出走他国，奔向音乐之都———维也纳。在这里，他 结 识 了 西 欧 先 锋 派 的

一批领袖人物。如施托克豪森、电子音乐大师艾默特（Ｈ．Ｅｉｍｅｒｔ１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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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与柯 尼 希（Ｇ．Ｍ．Ｋｏｅｎｉｇ１９２６—　）等。艾 默 特 十 分 赏 识 他 的 才

能，就邀请他到西德电台科隆电子音乐实验室一齐工作。此后他一直作

为一位现场电子音乐演奏家的身份出现，而电子音乐的演奏及创作日后

就深深地影响了他在织体上独特的处理方式。除了演奏以外，他还创作

并出版了早 期 的 重 要 作 品：磁 带 音 乐《音 的 离 合》（Ａｒｔｉ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５８）。

此后，他的作品开始在维也纳等地演出，逐渐受到了重视。值得一提的

是，１９６０年在 科 隆 国 际 现 代 音 乐 协 会 音 乐 节 上 演 出 的《幽 灵》（Ａｐｐａｒｉ

ｔｉｏｎｓ，１９６０），这是一部采用了密集与精确计算的乐队织体的作品，这部

作 品 轰 动 了 乐 坛 并 立 即 获 得 现 代 音 乐 圈 子 中 音 乐 人 士 的 赏 识 及 承 认。

但当时他的声誉主要还是由于他出色的讲学活动。１９５９年以后，他几乎

每年都在达姆斯塔特的现代音乐中心讲学。有时还去瑞典的斯德哥尔

摩音乐院、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地讲学并教授作曲。

作为一位作曲家，对他整个创作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部 作 品，

就是 他 在 ６０ 年 代 创 作 的 第 一 部 管 弦 乐 作 品 《大 气》（Ａｔｍｏｓｐｈ６ｒｅｓ，

１９６１）。这部作品对整个先锋 派 音 乐 的 创 作 产 生 重 要 影 响，并 使 他 成 为

６０年代国际乐坛上的风云人物。

《大气》是受巴登—巴登的西南德国广播协会（ＳＷＦ）的委托，为悼念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南非一个国家公园因车祸而丧生的英籍匈牙利作曲

家塞伯（Ｍ．Ｓｅｉｂｅｒ１９０５—１９６０）而创作的。

当时，利盖蒂决心要摒弃传统的音乐发展形式，同时也要摆脱时尚

的序列主义与偶然音乐的影响，以建立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试图不

再以音高、时值、力度与音色作为一种序列形态的单位来写作，而偏爱于

不同音量、浓度与音色的半音音响的组合。利盖蒂对《大气》的创作曾有

过一段自述：

　　作为作曲家，我最基本的目标是使音乐形式的音响内容重新活

跃起来。现代作曲中一些并不直接以音乐活动形式表现出来 的 因

素，我认为都只是次要的……我认为重要得多的是发现新的音乐形

式与新的表现方式。我个人的发展始于序列音乐，但今天我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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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序列主 义，在《大 气》中，我 试 图 排 斥 对 待 音 乐 的 结 构 主 义 立 场

……建立一种新的音乐织体概念。在这类音乐中没有“事件”，而只

有“状态”，只是一个没有人烟的、想像中的音乐空间。音色通 常 只

是音乐形式的一种工具，现在却摆脱了形式而自成一体。

音乐是以一 种 新 型 的 乐 队 声 音 来 体 现 的：音 响 的 织 体 是 那 样 的 稠

密，以致交织在一起的一件件乐器的音响都融化在总的织体之中，而完

全丧失了各自的个性……总谱的开本因而也是不寻常的，用了八十七行

谱表，因为弦乐器全部都用分奏，每个演奏员都各有一个声部。

利盖蒂所谓的新型乐队音响实际上就是采用“密集音块”（ｔｏｎｅ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的技法写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美国作曲家考埃尔（Ｈ．Ｄ．Ｃｏｗｅｌｌ

１８９７—１９６５）在２０世纪初而倡导的。密集音块就是把全音、半音或微分

音叠置起来而形成一种音的集合体，但不同的是考埃尔只是在作品中部

分运用这种技法，而利盖蒂则是全面地运用。波兰的作曲家彭德雷茨基

（Ｋ．Ｐｅｎｄｅｒｅｃｋｉ１９３３—　）也用音块技法，但在记谱上常用一些几何图形

标示，而利盖蒂则每个音都明确写出，而且在音乐进行时，也有其一套特

殊的手法。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音程的组合逐渐模糊，而另一个新的

音程组合逐 渐 形 成。这 是 一 种 新 型 的 音 响 织 体 合 成 的 多 层 次 的 结 构，

《大气》就是运用这些技法创作的。

《大气》的音乐犹如音流，极难划分成段落，进行曲式上的分 析。但

为了说明的方便起见，根据音流的形态及构成因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

１１个段落。

一开始，弦乐以五个八度的巨大音域弱奏一个以半音叠置而成的静

止状态的音块，因为没有任何节拍上的变化，因此，这个音块犹如一块巨

大的云团高高悬挂在太 空 之 中。此 后 乐 器 替 换 出 现。但 因 为 音 响 混 沌

一片，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极细微，所以，很难察觉到音色上的变化，此后，

乐器以颤音代替了单音，这样音响开始活动与丰富起来。接着音乐采用

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不同音响，推动了音乐的进行。

例如有时各声部同时出现了上行与下行的运动；有时弦乐器以泛音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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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块，而钢琴则踩着踏瓣。在这段音乐中，最特殊的一种音块就是以“微

型复调风格”（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ｉｃｓｔｙｌｅ）写成的。每个声部虽在运动，却都

湮没在厚层的对位性的纹理之中，不易察觉，但彼此间却形成了对位。

除了音块的不同构成以外，利盖蒂还运用了许多特殊的奏法，创造

出许多新的音响。例如以长笛吹奏泛音；铜管使用金属弱音器；钢琴以

钢丝刷槌摩擦琴弦而发声；铜管只吹气而不发音，产生一种气流之声；弦

乐器演奏泛音的滑奏等等。

最后，在弦乐器高音泛音的滑奏而形成的音块中，钢琴先用小刷槌

摩擦最高音区的琴弦，后又用爵士乐中用的刷槌摩擦低音弦，接着长号

及大号弱奏一个低音音块，消失后，又以手绢扫拂钢琴琴弦来渐渐结束

音乐。

这部乐曲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２日，由位处多瑙埃斯钦根的西南德国广

播交响乐团演出，罗斯堡指挥。由于效果极好，当天连演了两场。后 来

此曲作为电影《２００１》的配乐，因为效果特别出色而闻名于世。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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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兹与他的《无主之槌》

　　如果你要“理解”歌词 ，那么就去念诗吧！

———布莱兹

１９５１年，２０世纪音乐巨擘、十二音音乐的奠基人阿诺德·勋伯格逝

世之时，一位法国青年作曲家刊出了一份惊人的讣告，标题是：“勋伯格

去世了！”讣告未对勋伯格加以褒扬，相反却历数他在音乐方面的反动，

加以批判。这 似 乎 向 全 世 界 宣 告 勋 伯 格 时 期 的 结 束，新 的 时 代 行 将 到

来。这位大胆而激进的青年人就是当代先锋派中最重要的作曲家皮埃

尔·布莱兹（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ｌｅｚ１９２５—　）。

布莱兹早年是学数学的。后来放弃数学，考入巴黎 音 乐 院，师 从 梅

西安学习作曲，又从莱博维兹学习序列技巧。学成后，他又对十二音音

乐大师韦伯恩的后期作品产生很大兴趣，并以他的作品为起点，扩展了

勋伯格的序 列 技 巧。当 时 已 有 一 些 作 曲 家 在 音 乐 因 素 以 外，试 图 把 时

值、音色、音响、力度等从传统的旋律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进行序列化

的探索。布莱兹喜爱推理，受过数学的专业训练，因此对此尤其感兴趣，

立即采纳了这种手法进行创作。但他发现这种手法忽视了对节奏的重

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他把从老师梅西安那里学来的一套可塑性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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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运用到十二音风格中去，使之与标准的序列结构结合起来，创造

了他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及精力从事于

指挥，但他还是写下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钢琴曲《结构Ⅰ》、《结构Ⅱ》，

大型乐曲《重重皱褶》，独唱、合唱及乐队曲《水中太阳》等，这些作品在国

际乐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他全部创作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还是他的

早期作品《无主之槌》（ＬｅＭａｒｔｅａｕｓａｎｓｍａｉｔｒｅ）了。

《无主之槌》是以超现实主义诗人勒内·夏尔的三首短诗为蓝本谱

写的一部九乐章的组曲，由女低音和６种 乐 器———长 笛、中 提 琴、木 管、

颤音琴、吉他及一组打击乐器演奏。在９个乐章中，有４个是附带声乐

的（３，５，６，９），５个是纯器乐的（１，２，４，７，８）。每首短诗各自形成一组乐

曲。凡是直接采用诗歌的，则由人声加以表达，而在展开性的乐曲中，人

声原则上不参与演出。这样，《狂怒的工艺匠》则由前奏、歌曲及后奏、三

曲组成；《孤独的刽子手》除歌曲外，还配上了３个纯器乐的“注解”，形成

四曲一组；《美观的建筑及预兆》则由“第一描述”及“古变奏曲”两曲所组

成。但整个组曲不是一曲接一曲地进行的，而是采用相互穿插的形式排

列的。作曲家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他希望作品在进行中不断增加其复

杂性，从而达到从传统曲式中解脱出来的目的。

在词曲的结合上，他始终认为音乐应该加强歌词中的意义，而不是

逼真地按歌词谱曲，因此，他对歌词能否听清的问题毫不介意，他的一句

名言就是：“如果你要‘理解’歌词，那么就去念诗吧！”实际上，他是把人

声当作一件乐器来处理的。

在配器方面，他主张每个乐章采用一种不同的组合，但织体清晰、音

色纯净，而整个音响则继承了梅西安的那种钟声与打击乐的音响，丁丁

冬冬，听来有如巴厘的“加美隆乐队”的音响，与传统的器乐合奏音响迥

然不同，具有一种东方音乐的情趣。

第一乐章：《狂怒的工艺匠》的前奏。由中音长笛、颤音琴、吉他与中

提琴演奏，采用一种韦伯恩后期的“粉末”音响的手法谱写而成。音乐不

停地变换拍子，而且速度极快，但是，各个旋律线条之间留下了很大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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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空间，各音不易混淆，加上长笛与中提琴经常采用大音程的跳跃，使得

每个乐音都清晰可闻。从整个音响效果来看，似乎漫无章法，只是一群

奇异音响的混合体，可是布莱兹依靠了他卓越的序列技巧以及在曲调中

强调增、减八度的不协和音程，从而使它构成一种高度统一的现代派风

格。

第二乐章：《孤独的刽子手》的第一注解。由三段音乐组成，第一、三

段均为缓慢的，由长笛、大木琴、架鼓、两个古巴双面小鼓及加弱音器的

中提琴谱成，整个音响十分暗淡、轻盈，音量大致在 ｍｐ～ｐｐ之间相互转

换，而架鼓一直轻击，作为一种陪衬。

中间段落速度较快，由大木琴、中提琴及四面音高不周的古巴单面

小鼓演奏。音乐比较活泼，音量也明显加强，古巴单面小鼓却在其中扮

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音乐再回到慢板时，又恢复了那种神秘的色彩，

直至结束。

第三乐章：《狂怒的工艺匠》。这是一首女低音与长笛的二重 奏 曲，

与勋伯格的《月光下的彼埃罗》的第七曲较相似，作品采用的夏尔的短诗

是超现实主义的，具有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的特点：

　　监狱近旁的鲜红大篷车

和篮子中间的一具尸首

还有在马蹄铁里的辕马

我梦幻我的头颅正在我秘鲁刀的刀尖上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线状作品，诗歌以一种装饰性的华丽风格演唱

出来：

长笛以华丽的急奏与之呼应，而且不断变换节拍，结果形成一种自

由、即兴方式的旋律线条，具有东方的情趣和狂想的性格。声乐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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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域十分宽阔，而且跳度也大，其中还采用了不少增减八度，演唱者既要

有特殊的技巧，还需有绝对音高的听觉才能演唱。长笛声部也有类似情

况，再加上花舌奏法，也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两者相互呼应，互为 补 充，

一会儿是回声，一会儿是应答，水乳交融，听来十分新颖、雅致。

第四乐章：《孤独的刽子手》的第二注解。前半部分以打击乐音色为

主，后半部分速度较慢；中提琴的音响突出，情趣上有一定的变化。音乐

不时停顿，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之感。布莱兹认为这些休止点就像是在

行进中遭受的鲁莽干扰一样。此外，音乐在进行中还呈现出一种渐快、

渐慢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欧洲作曲家所谓的“呼吸”节奏。整个音响十分

亲切动听。

第五乐章：《美观的建筑与预兆》的第一描述。用人声、长笛、吉他及

中提琴所谱成。歌词如下：

　　我听见我的双腿正在行走

死寂的海水淹没了我的头

婴孩———这荒凉的散步码头

成人———这学样的幽灵

一双纯净的眼睛在森林之中

寻找，哭泣，一个留存于此的头颅

这段歌词虽在第九乐章中同样应用，但处理的方式全然不同。这段

音乐中声乐写作连贯而持续，并且具有花腔的装饰音，配以旋律性较强

的乐器如长笛、吉他与中提琴。第九乐章的声乐写作有如说话，有时还

用哼声，而且突出打击乐的伴奏，可以说是无言的器乐歌唱。另外，这乐

章的声乐部分常采用不寻常的音程，以提高歌词的表现力，而且经常被

大段兴奋、跳跃的纯器乐片段所点断，两部分形成竞奏，迫使声乐不再能

超越器乐的地位。但到乐章结束前，却由人声单独演唱，犹如一段独白。

第六乐章：《孤独的刽子手》。这是一首全体乐器都出场的声 乐 曲。

歌词虽短，却仍然是费人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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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声远去，步行者沉默了

在模仿的指针盘上

针摆推动了它来回摆动的花岗石的重负

在这乐章中，声乐与器乐不再进行竞奏，而用统一的音乐结构衔接

起来，达到总体上的合一，人声只在合奏中作周期性的出现，以表达歌词

的内容。整个音响以打击乐为主，加强了它在前几乐章中给人的印象。

第七乐章：《狂怒的工艺匠》的后奏。这是一个简短的乐章，在 音 程

结构及音响织体上都和它的前奏（第一乐章）有关，所不同的是减去了原

来的中提琴，只留下其他三件乐器演奏。其中颤音琴似乎成了整个音响

中的主体，长笛隐伏其中，吉他则慢条斯理地陪衬着。它既是这一组歌

的尾声，也是前面乐曲的一个回忆。

第八乐章：《孤独的刽子手》的第三注解。这一乐章前两个注解基本

相似。由于速度缓慢，篇幅较长，因此成为整个套曲中最长的一个乐章。

在全曲中，打击乐器作过四次更换，先是梆子、对钟、古巴单面小鼓，最后

则是沙球与古巴单面小鼓。从音色上讲，形成了层层更新、变化多端的

现象，十分新颖有趣。

第九乐章：《美观的建筑与预兆》的古变奏曲。先由人声按照第五乐

章的歌词唱出，然后渐渐转向哼鸣，成为无词的歌声，并逐渐融化到器乐

中去。与此同时，长笛也参与进来，与人声交替，最后渐渐替代了 人 声，

直至结束。

按照布莱兹的意见，这一乐章就是解开迷宫———人声与器乐的合二

为一的钥匙。他以为：“诗歌是音乐的‘中心’，但它‘游离’于音乐，正好

像火山的熔岩能够保持一个物体的外形，甚至物体本身已经消失———或

者，再举一个例，正好像一个石化了的物体，在同一时间使它成为既可认

识，又不可辨认。”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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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策·音乐·政治

　　非有不可的是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世

界革命。

———亨策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９日，德国汉堡发生了一场音乐作品首演所导致的政

治示威。这部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当代德国杰出的作曲家汉斯·维尔

纳·亨策（ＨａｎｓＷｅｒｎｅｒＨｅｎｚｅ１９２６—　）的清唱剧《梅杜萨之筏》（Ｄａｓ

ＦｌｏｓｓｄｅｒＭｅｄｕｓａ）。这 作 品 是 题 献 给 古 巴 革 命 领 袖 格 瓦 拉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Ｇｕｅｖａｒａ１９２８—１９６７）的，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演出开始，左翼学生挑

战性地把一面红旗披盖在舞台上时，联邦德国的合唱队员就高唱“我们

不愿在红旗下歌唱”并且罢唱。这时整个音乐厅陷入一片混乱，警察入

场进行干预，逮捕了铺红旗的学生以及前来支援学生的清唱剧词作者欧

内斯特·施纳贝尔。一场世界性的首演就此而夭折。

创作这部清唱剧的 亨 策 是 当 代 德 国 作 曲 家 中 的 佼 佼 者，他 在 歌 剧

音乐的创作上成绩显 赫，共 谱 写 了１４部 歌 剧，是 理 查·施 特 劳 斯 以 后

最伟大的德国歌剧 作 曲 家，堪 与 英 国 的 布 里 顿 相 媲 美。亨 策 出 生 于 德

国的威斯特法利亚，成长于纳粹统治时期。父亲是一名校长，是纳粹的

忠实信徒，整天在家唠叨政治，这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亨策来说是一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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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父子间的 关 系 始 终 十 分 紧 张，这 引 起 了 亨 策 对 纳 粹 的 叛 逆 心 理。

１２岁开始，亨策又先后偷读了一些德国 第 三 帝 国 时 期 的“禁 书”。如 斯

特拉文斯基与迪阿古列 夫 的 芭 蕾 舞 剧、英 国 牛 津 大 学 的 大 学 生 生 活 等

等，书籍启迪了他的觉醒。他愈来愈感到第三帝国的德国是“一个文化

罪犯的化身”。１９４４年，他刚１８岁，即被征入 伍 参 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驻扎在波兰、马格堡 等 地。纳 粹 的 行 径 引 起 他 的 反 感，他 不 顾 一 切，冒

着被盖世太保击毙的危险开了小差，逃至丹麦，隐姓埋名居住于埃斯比

约，充当一名教堂的 管 风 琴 师。战 后，他 才 回 到 比 勒 菲 尔 斯 德，在 歌 剧

院里任职。但 作 曲 知 识 的 欠 缺，迫 使 他 弃 业 从 师。１９４６年，去 海 德 堡

随着名作曲家沃 尔 夫 冈·福 特 纳（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ｏｒｔｎｅｒ１９０７—１９８７）学 习

作曲，后又去巴黎从莱博维茨（Ｒ．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１３—１９７２）学习十二音技

法。并且进入了他创作初步成熟的年代，写出了三部交响曲及歌剧《荒

凉的林荫大道》等。但战争与死亡的阴影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久

久不能忘怀。这在他的《第二交响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德国的现状———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文艺方

面———的幻想都逐渐破灭，甚至产生了愤恨。１９５３年，他毅然挟了两个

小皮箱离开德国，去意大利定居，一走就是７年。秀美的意大利的景色

净化了他的心境，使他的音乐变得明朗、柔和而新颖并且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但政治始终没有远离他的视野，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他参加了

意大利共产党。

１９６０年他返回德国，受到了当局的盛情款待，许多优秀的艺术团体

争相演出他的作品，而且委托创作也络绎不绝。但他仍然忘不了政治。

他与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取得了联系，并与学生讨论新音乐的创作问题，

还进入了东柏林学院。不久后他写出了一部讽刺德国资产阶级生活习

气的讽刺剧《少年贵族》（ＤｅｒｊｕｎｇｅＬｏｒｄ，１９６５）。这部作品的脚本是 由

奥地利女诗人Ｉ·巴 赫 曼（Ｉ．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２６—１９７３）根 据 德 国 童 话 作 家

Ｗ·豪夫（Ｗ．Ｈａｕｆｆ１８０２—１８２７）的神话故事改编的。内容荒诞、用词刻

薄，而亨策在谱成音乐时，也蓄意加以嘲弄。显而易见，这部作品的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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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向政府当局的。事隔不久，亨策为比勒菲尔德一座新的艺术厅开幕

而创作了独幕歌剧《酒神节》（ＴｈｅＢａｓｓｉａｒｄｓ）。但委托创作这剧的人 用

一个早期纳粹党徒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大厦，亨策发表宣言予以回击：“博

物馆、歌剧院和世界的首演都可有可无———非有不可的是人类最伟大的

艺术作品的创作：世界革命。”这一事件再次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并对

自己以往创作的基本思想进行反思。从此进入了他引人注目的创作第

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期（１９６７）。这时期的作品不同 于 以 前 的 社 会

性作品———以前是含沙射影的，例如：《洪堡王子》是写一个军国主 义 的

严酷无情的世界与王子个人梦境间的碰撞，《酒神节》则写高雅的理想与

情欲追求间的碰撞，《少年贵族》则揭示布尔乔亚在道德观念方面所表现

的自命不凡与伪善，《情侣的挽歌》（ＥｌｅｇｉｅｆüｒｊｕｎｇｅＬｉｅｂｅｎｄｅ）则是抨击

一个生性邪恶、损人利己的诗人……而现在，则完全自觉、明确地表现社

会内在的尖 锐 斗 争 及 矛 盾。在 诗 人 的 选 择 上，他 摒 弃 了 以 前 的 克 莱 斯

特、塔索、维吉尔、霍尔德林等，而转用一批激进的诗人：德国的艾森斯伯

格、古巴的巴 尼 特、智 利 的 萨 尔 瓦 托 列 等，而 且 创 作 风 格 也 变 得 更 为 尖

锐、雄浑并富有战斗气息，极少再有抒情的情趣。

就在这一年，为了表示对联邦德国文艺政策的抗议，他与另一激进

的德国作曲家保罗·德骚（ＰａｕｌＤｅｓｓａｕ１８９４—１９７９）撤回了西柏林艺术

院的会员资格。同时开始创作一批令人震惊的新作。

这时期的第一部作品就 是 清 唱 剧《梅 杜 萨 之 筏》。这 部 被 作 曲 家 称

为“民众与军队的清唱剧”是受北德广播电台委托，根据法国名画家杰里

科（Ｔ．Ｇｅｒｉｃａｕｌｔ１７９１—１８２４）描写法国海军史上一件惨事的名画而创作

的。１８１６年，法国军舰梅杜萨号触礁沉没，军官们登上救生艇，水兵全体

登上大木筏，以 艇 拽 筏 而 逃 命。但 军 官 急 于 逃 生，竟 砍 弃 木 筏，任 其 漂

流。１３天后，木筏才遇救，筏上１５４人经过多日惊涛骇浪仅１５人幸存，

情况十分悲惨。亨策以女高音、男中音、朗诵者、合唱队、９个男孩声部及

乐队来谱写此曲。演出时，甲板的一边代表生者，另一边则代表死者，女

高音饰死神。男中音担任全体水手的代言人，合唱队员则受死神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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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轮番向舞台两边倾倒。最后１５名歌手全都倾向一边，而舞台的另

一侧则造成空间的感觉。情景悲壮动人。结束时，打击乐敲起“胡、胡、

胡志明”的节奏，充满了一种革命的激情。

由于《梅杜萨之筏》的演出事件，激发作曲家创作了另一部作品《关

于猪的小品》（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ｉｇ），这是为歌手及朗诵者写的一篇声乐讽刺小

品，一篇辛辣的政治短文，由萨尔瓦托列作词。柏林的中产阶级称革命

学生为“猪猡”，这作品就是对这种称谓的反击。诗的主题写的就是“必

须对不能铲除而徒有美名现象的认可加以反抗”。这部作品除了使用室

内乐队及爵士乐队伴奏外，还使用了磁带的音响手段。

紧接着对坚定他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去

古巴讲学及研究的一年（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去古巴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第

六交响曲》。这是为两个设备齐全而互为补充的大型室内乐队精致配器

而写成的单乐章作品。作品以大跳及点音线条交织而成的音网，以及电

声音响为其标志，曲长４０分钟。乐曲中的所有乐器都处理得好像一个

独奏者那样，这样织体就无比复杂及稠密，其中甚至还融入了越南解放

阵线的革命歌曲《夜空群星》的曲调以及西奥多拉克斯的《自由之歌》，显

示了浓郁的政治色彩。１９６９年１月，作曲家亲自指挥古巴国家交响乐团

演出了这部作品。

“为四位音乐家而作的音乐会”《逃亡奴隶》（ＥｌＣｉｍａｒｒｏｎ，１９６７）是巴

尼特（Ｂａｒｎｅｔ）根据Ｅ·蒙太乔的《一位逃亡奴隶的传记》改编的，作品详

述了一个１０４岁的古巴奴隶从一个西班牙奴隶主那里逃出，成为一位革

命战士的坎坷经历。亨策的音乐是为男中音、长笛、吉他与打击乐而作

的，记谱十分自由，允许演奏者随着隐伏在戏剧动作中的含义以及丛林

中的神秘音响而任意发挥。作品长达一个半小时，其中使用了大量不同

的音乐体裁，既不像歌剧，也不像一部音乐会的作品，但十分动人，再次

宣扬了他的革命思想。

离开古巴 后，他 写 了 歌 剧《通 向 怪 人 娜 塔 莎 寓 所 的 漫 长 道 路》（Ｄｅｒ

ｌａｎｇｗｉｅｒｉｇｅＷｅｇｉｎ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ｄｅｒＮａｔａｓｃｈａ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１９７１）。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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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含有象征主义因素的现代“探索歌剧”，由萨尔瓦托列编剧。怪人娜

塔莎装扮得有如政治上的一位理想人物，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肮脏的老妓

女，音乐由一位男中音歌唱家、一个代表腐朽社会的重奏组、一个代表警

察局 的 铜 管 乐 队 以 及 代 表 群 众 的 哈 蒙 特 电 风 琴 及 打 击 乐 共１７人 来 演

奏，作品的主题是揭示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一种窘相。

此后，亨策还写了不少作品，如《声部》（Ｖｏｉｃｅｓ，１９７３）、《古巴人》（Ｌａ

Ｃｕｂａｎａ，１９７３）、清 唱 剧《约 菲 特》（Ｊｅｐｈｔｅ，１９７６）、《我 们 来 到 河 边》（Ｗｅ

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１９７６）等作品，风格及内容虽有所改变，但他的政治信

念依然故我。１９７６年，他将自己１９５５—１９７５年间写的论文汇编成册，定

名《音乐与政治》（Ｍｕｓｉｋ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ｋ），予以出版。从他一生的创作来看，

他似乎正像作曲家惠托尔所说的：“亨策……似乎令人信服法西斯主义

的衰落必须以一种不同的对立政治原则加以反对及斗争。”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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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托克豪森与他的《瞬间》

　　我是多种影响下的产物。

———施托克豪森

人对于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事物的开拓、创新。开拓、创新可以

深化、扩大及丰富一个事物或一种事业的内涵及外延，可以扩展人类的

视野，可以获取更多的机遇，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这现象在艺术

上亦不例外，无数艺术家为此进行了探求，２０世纪的作曲家在这方面更

有所追求。二战以来德国杰出的作曲家、理论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

森（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１９２８—　）就 是 在 新 科 技 发 展 的 条 件 下 成 为

电子音乐、音乐中物理空间的新运用、开放曲式、现场电子音乐、“直觉音

乐”及世界音乐等许多重要音乐领域方面的一位杰出开拓者。他主要是

在整体序列的前提下，运用各种新颖、独创的手法，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粘

合性的概括体系，并且注意到美学与哲学的意义以及音乐技巧与理论的

问题，同时，将各个发现都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他还撰写了大量论著

阐明自己的观点及理论，到１９７８年，他已出版了论述电子音乐及现代音

乐的论文集四大卷，在国际乐坛上享有巨大声誉。不到５０岁的年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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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音乐理论家分别为他撰写了三部传记或有关他的作品评介的专

著，有人称他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电子音乐作曲家”、“当代世界音乐生活

中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最现代的现代音乐的代表

人物”。

施托克豪森出生于科隆附近的莫德拉茨的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６
岁开始学钢琴，后又学习小提琴及双簧管，但父母不幸在二战中双双亡

故，因此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曾当过陆军医院的担架员、农场工人、舞

蹈排练的钢琴师、舞厅的钢琴师等。到１９４７年，他夜间 工 作，白 天 进 入

科隆高 等 音 乐 学 校 学 习，还 在 科 隆 大 学 进 修 音 乐 学、语 言 学 及 哲 学。

１９５１年，在挚友艾默特的鼓励下，他参加了达姆斯塔特新音乐暑期训练

班，得到梅西安等人的指导，很受启迪。翌年１月，他专程去巴黎随梅西

安及米约等大师深造，并在法国电子音乐的开创者皮尔·谢菲尔创建的

具体音乐制作室学习，研究了具体音乐及电子音乐。１４个月以后，返回

科隆，在西德意志电台的电子音乐制作室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

涯。他致力于电子音乐、空间音乐的探索，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曲式如“群

体曲式”、“瞬间曲式”等，创作了一批极具价值的作品，取得极大的成就，

他的管弦乐曲《表演》（Ｓｐｉｅｌ，１９５２）使他获得了“最现代的现代音乐代表”

的称号，他的《电子音乐练习曲Ｉ与Ⅱ》（１９５３—１９５４）被认为是“更具理智

的德国电子音乐的里程碑”，他为三个乐队与三个指挥创作的大型乐曲

《群》（Ｇｒｕｐｐｅ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开 拓 了 崭 新 的 空 间 效 果，成 为“２０世 纪 管

弦乐创作的一块里程碑”。此后，他又创作了为四个乐队及四个合唱队

的交响音乐作品《四方》（Ｃａｒｒｅ，１９５９—１９６０），使空间音乐又获得了进一

步的体现。他的１１首《钢琴曲》（１９５２—１９５７）有人认为在现代音乐中可

以取得与巴赫及肖邦前奏曲相媲美的地位。他的《麦克风一号》（Ｍｉｋｒｏ

ｐｈｏｎｉｅＩ，１９６４）和《麦克风二号》（１９６４）创造了极端音响结构，使他成 为

“世界电子音乐的权威”。自１９５８年起，他每年赴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指

挥自己的作品，举 办 报 告 会，从 而 享 誉 国 际 乐 坛，并 获 得 了 一 大 批 追 随

者。１９７４年他获得了德国的一级联邦十字勋章，１９８２年 又 获 得 当 年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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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唱片大奖。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他创作 了《青 年 之 歌》（ＧｅｓａｎｇｄｅＪüｎｇｌｉｎｇｅ），其 中

将复杂的电子音响与演唱《圣经》歌词的童声结合在一起，从而首次突破

了在录音带作品中只使用纯电子合成音响素材的限制。从此以后，他消

除了声乐与器乐、有声与无声、乐音与噪音之间的鸿沟，打破二元论的写

作框框，开始将电子音乐方面所作的各种变化试验，表现在他的器乐与

声乐作 品 之 中，创 作 了 一 批 深 有 影 响 的 作 品，如：《接 触》（Ｋｏｎｔａｋｔｅ，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电 声 音 乐》（Ｔｅｌｅｍｕｓｉｋ，１９６６）、《颂 歌》（Ｈｙｍｎｅｎ，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等，但其中最典型的作品也许应该是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间创作的第一

部主要的声乐作品《瞬间》（Ｍｏｍｅｎｔｅ）。

《瞬间》是施托克豪森采用“瞬间形式”而创作的一部为女高音、四个

合唱组、钢管八重奏、两个电风琴及三个打击乐手的作品。多年来，施托

克豪森感到欣赏者在体验序列音乐形式中有一定困难。他从早期的“群

体曲式”中衍生出一种“瞬间曲式”。这是他在整体序列的前提下，运用

感性而非数字性的联想而表达的一种曲式原则的新品种方向，因此，这

是他在追求新的曲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所谓“瞬间”就是指一

部作品中每个独特性格的片断而言。这片断被认为是一个经验的单位：

“一个瞬间”能潜在地吸引听者的注意力。但是没有一个“瞬间”需要优

先考虑，或者一定要放在开始或结束之处。但这一瞬间也许会提示出下

一个瞬间，可是彼此间的连接并无因果关系，它可以同样连接在另一个

不同的瞬间。按照施托克豪森的意见 “音乐的活动不能从一个肯定的开

始到一个必然的结束之间获得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一个‘瞬间’仅仅是

它们先行者的必然结果以及它们后继者的先行的前提，而是此时此地的

‘集中’”。这样，指挥可以根据自己能力之所及以及他期望这部作品需

要演奏的长度，有选择地进行演奏。同样，他也不期望听众聚精会神地

聆听全部作品，他以为“你如果不再想听或不能听某一‘瞬间’时，就别理

睬它”。

具体从作品来看，根据《施托克豪森作品集》的作者麦康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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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是以一种意识流的独白来处理一个爱情的主题，其中歌声及歌词

扮演了一个明显的标题音乐的角色，它具有近似清唱剧的规模及歌剧的

述及的范围，但却不同于传统的舞台艺术，它既不依赖于动作的表演，也

不按 照 时 间 的 顺 序 安 排 情 节，而 是 运 用 联 想 的 形 式 重 新 安 排 事 件 的 次

序。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种非视觉叙述形式的艺术，它像是意识流的

小说及广播剧。

乐曲开始时，女高音静坐在舞台中央的一个高台上，背靠一个象征

着皓月当空的巨大平锣前。女高音前面放着一台哈蒙德电风琴及一台

罗莱电风琴，脚的四周放了两套打击乐器，四个合唱组分配在舞台的四

周，呈一个半圆形，每个合唱组由一支小号及一支长号的二重奏所支撑，

歌手与乐器紧紧集成一群。舞台中央的群体与外围的合唱组与乐手间

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这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听众的参与虽未指

明，但在整个音乐网络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阵鼓掌声，乐曲开始演奏。然后出现了说话声、呼噜声、低语声与

呼喊声，给人以一种参加政治集会的印象。此后，在各种各样的震音、叽

叽喳喳声、“双吐”声和婴儿的嚎哭声中，渐渐地听到了女高音的独唱声。

歌词五花八门，十分繁复，有《歌中之歌》，有马特诺夫斯基的《原始野人

的性生活》中的片断，有某些信札及个人姓名中的片断和拟声词等。合

唱的角色并不限于歌唱，还发出卡哒声、踩脚声与拍手声，另外还演奏一

些小件打击乐器如木响棒、金属管响棒、刮响器等。这部作品难以理解，

不仅因为它包括了“各种乐曲：滑稽的模仿、戏谑、诙谐、稚气、唱赞美诗

及电子音乐，以至人造音响”，而且乐曲冗长、漫无头绪，音响怪诞，因此

较难欣赏。虽然，施托克豪森在１９７２年作了第二次的修订，对内容及形

式都作了重大更改，首先增强了它的戏剧性、群众性及动作性，又增加了

一些戏剧角色，如由一位男高音作“情人”，一位男中音作“提问者”，一位

男低音作“酒吧常客”，而且将乐曲从原来的６１分钟扩展到９０分钟，虽

然获得了部 分 群 众 的 好 评，但 依 然 还 是 不 易 欣 赏 的。正 好 像 他 自 己 所

说：“……我的音乐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它给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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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了困难。”可是，无论如何，它至少提供了一个音乐创作及音乐欣

赏的全新观念，沿此方向前进，可能会走出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使人类

的音乐生活更为丰富多彩！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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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声乐套曲

　　———《远古童声》

　　我感到 这 首 诗 篇 的 重 要 意 义 就 是 与 基 本 事 物

有关：生 命、死 亡、爱 情、大 地 的 气 息、风 与 海 的 声

响。

———克伦姆

一位２０世纪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主题深奥、音响离奇、风格独

特———竟然能在首演中不遭到听众的非难、抗议，反倒获 得 了 长 时 间 热

烈的掌声，这是音乐史上极少见的。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在美国国会图书

馆第十四届室内乐音乐节上，美国作曲家乔治·克伦姆（ＧｅｏｒｇｅＣｒｕｍｂ

１９２９—　）创作的声乐套曲《远 古 童 声》（Ａｎｃｉｅｎｔ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的

首次演出就受到了听众狂热的欢迎，出现了近代先锋派作品首演中前所

未有的盛况。翌年，这部作品又连续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作曲

论坛奖及冈维茨基国际唱片奖两个大奖。

克伦姆作品的魔力究竟何在？关键在于他运用了２０世纪哲理的思

维和当代人的心态探讨了音乐的本质与表现，然后按照他的理解去创作

音乐，“我总认为音乐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实体，一种奇妙性质的实体。音

乐是有形的，几乎是可触知的，然而它又是不真实的、虚幻的，音乐只有

在其最机械的方面才是可以分析的；音乐有各种重要的因素———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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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力，心理上的曲线，超自然的含意———只能通过音 乐 本 身 才 能 被

理解。我有一种直感：音乐一定是衍生出语言、科学和宗教的那一种原

始细胞”。基于这个认识，１９６２年起他就确定了自己独特而具有鲜明个

性的创作风格，开始追求远古时代的原始、犷野性；太空与宇宙的虚无、

奥秘性；东方哲学的神秘、深邃性。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着眼于这类主题，

例如：《秋天的十一个回声》（１１Ｅｃｈｏｅｓｏｆ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６５）、《时间与江河

的回声》（Ｅｃｈｏｅｓ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１９６７）、《死亡的正歌、吟唱和副

歌》（Ｓｏｎｇｓ，Ｄｒｏ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ｉｎ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１９６８）、《四 个 月 亮 之 夜》

（ＮｉｇｈｔｏｆＦｏｕｒＭｏｏｎｓ，１９６９）、《黑天使》（ＢｌａｃｋＡｎｇｅｌｓ，１９７０）、《鲸之声》

（Ｖｏｘｂａｌａｅｎａｅ，１９７１）、《永恒之光》（Ｌｕｘａｅｔｅｒｎａ，１９７１）、《大宇宙》（Ｍａｋ

ｒｏｋｏｓｍｏｓ，１９７２）及《夏 夜 音 乐》（ＭｕｓｉｃｆｏｒａＳｕｍｍｅｒＥｖｅｎｉｎｇ，１９７４）等

等。正像休默的评价那样，他是“以自己每部新作扩展了本人及热爱音

乐的听众的精神境界的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在创作的手法上，他最大的特点是将世上各种流派冶于一炉、为我

所用。他的音乐既有原始民歌的粗犷质朴，又有浪漫主义的感情渲染；

既有德彪西的色彩斑斓，又有韦伯恩的凝聚洗练；既有偶然音乐的即兴

碰撞，又有古典大师的名句摘录，五花八门，美不胜收。

另外，为了寻觅适合于表达自己哲学思想及作品内容的一种特定的

抒情风格以及高度发展的戏剧意识，他专心致志地探索及开拓新的音响

结构，用音响来表情、示意，几乎做到每曲均有新的创造，使人耳目一新，

取得了国际乐坛一致公认的成就。例如，他在《黑天使》中用敲打盛水玻

璃杯发出的晶莹透明的音色，表示上帝的神圣。在《死亡的正歌、吟唱及

副歌》中用鼓槌敲击电声扩大的吉他及低音提琴琴弦等手段表现凶狠的

死亡暴力。在《时间与江河的回声》中以４０人的口哨吹出一段伤感的旋

律，表示时间的最后回声。《鲸之声》中用电声扩大的钢琴、大提琴、长笛

三重奏的音响来表示外星世界的声响等等。

在《远 古 童 声》（Ａｎｃｉｅｎｔ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１９７０）中，为 了 表 现 远

古、犷远、神秘、虚无的意境及气氛，他又创造了很多新的音响，其中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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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在声乐方面。他要演唱者对着电声扩大的钢琴琴弦演唱，同时让

钢琴家踩下踏瓣，这样造成一种光怪陆离的摇晃的歌声。另外，还采用

了特殊音程的大幅度跳跃的曲调和低语、呼喊、“花舌”、明亮的鼻音等手

法以体现远古与原始的气息及情趣。在乐队部分，首先采用了一些特殊

的乐器，如：玩具钢琴、锯琴、半音阶口琴，西藏石磐、日本寺庙钟、非洲调

音通通鼓等，其次是使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演奏方法，如用凿子在钢琴

弦上摩擦，产生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用玻璃棒按弦等等。

《远古童声》根据西班牙著名诗人罗尔卡的诗写成，全曲共分七个乐

章。

第一曲：《小男孩在寻找他的声音》。这是一首性格自由而富有幻想

色彩的乐曲。先由女次高音以高度的花腔技巧，呼喊、叹息、低语声、呼

气、颤音、鼻音以及“花舌”等唱法，在电声扩大的钢琴盖板内演唱，产生

出一种闪烁发光的回荡声响。男童高音在曲尾作对答，他用一个纸板做

的话筒在远离舞台外的地方歌唱，歌声冷漠、平淡而朴素：

　　我不想用它来讲话，

却想把它制成一枚指环，

这样它能戴上我的沉默，

在他的小手指上。

最后，男童高音以ｐｐｐｐ的音量，战战兢兢唱完这支歌曲。乐器的伴

奏十分简单：竖琴、电钢琴、加弱音器的弦乐和打击乐轻轻的“叽叽喳喳”

声，效果十分独特。

第一间奏曲：《远古大地之舞》。这是整个声乐套曲中两首器乐间奏

曲之一，节奏强烈，由一个独舞者登台表演。

乐曲由双簧管吹奏着一支带有东方风格的迷人曲调，具有粗野而浓

郁的原始气息，特别显著的是曼陀林、竖琴以及双簧管的１／４音。在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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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中，打击乐器显得特别突出。西藏诵经时演奏的石磐、非洲定音鼓、指

钗、铃鼓、吊钗 等，加 强 了 这 首 乐 曲 的 爱 琴 海 沿 岸 地 区 音 乐 的 风 格 及 气

氛。

第二曲：《我多次在海上飘失了自己》。这是一首朗诵型的歌曲。女

次高音对着话筒，低声地吟诵歌词：

　　我多次在海上飘失了自己，

耳中充塞着刚摘下的鲜花，

我的舌上沾满了爱情与憎恨。

我多次在海上飘失了自己，

就像我失落自己在某些孩子的心中。

乐曲的伴奏非同寻常，是用锯琴演奏着一种如泣如诉、萦绕于怀的

声音：

另一种惊人的声音是用一根凿子沿着电钢琴的弦上下滑动产生出

一种滑音，带有鼻音的哨声：

这些声音都不同寻常地清澈，而且带着一种微微的摇晃，十分迷人，

这是克伦姆在音响上的一大创造。

第三曲：《我的心肝，我的孩子，你来自何方？》。在这首诗中，诗人罗

尔卡采用了世界各地民歌中经常使用的对歌形式。歌中母亲与她未出

生的孩子在那里对话。

乐曲开始是女次高音在钢琴盖内以鸟鸣般的华彩声音喊出原始性

的字眼：“我的孩子！”接着女次高音与那幕后童声之间进行了几段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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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对白：

　　母：我的心肝，我的孩子，你来自何方？

子：来自稠密的森林之脊……

母：我的孩子，你在远方需要什么？

子：你胸脯中的雪白高山……

母：我的孩子，你将在何时来临？

子：当你的肉体散发出茉莉花的芳香！……

最后中音鼓打出了一个渐强，表示母亲狂喜地欢呼她的孩子即将诞

生。然后一个渐弱的片段一直延伸至最后小节的ｆｆｆｆ和弦。这一和弦象

征着初生儿的第一个尖叫声。

歌曲的后半段是一段名 为《神 圣 生 命 之 环 的 舞 蹈》的 音 乐。这 一 曲

也是由一位独舞者表演的，与两个间奏曲合为一体。

第四曲：《格拉那达的每个午后》。这是一首令人心碎的哀歌，具 有

原始哀悼仪式的性质，安静、深情，犹如时光停滞一般。女次高音以正常

的方式富有表情地演唱着：

　　格拉那达的每个午后

总有一个孩子死去

这时，马林巴琴奏着五度的颤音，打击乐手们合唱一个渐强至渐弱

的大三和弦，而玩具钢琴则在高音区上非常刻板地弹奏着巴赫的《你靠

近我》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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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命战胜死亡的一个回声，给人以一种冷漠、沉 重、压 抑 之 感，

克伦姆常有“一种把各种风格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强烈愿望”，他能把各种

不可调和的东西并列在一起，但却不损害风格的纯净。这里摘用的巴赫

的乐句以及在第五曲中摘用的马勒的乐句，都是一种明显的例子，也是

他创作中的一个特点。

第二间奏曲：《魔鬼之舞》。这是一首怪诞的幽灵式的舞蹈，由 一 个

独舞者表演。随着沙球及打击乐手的口哨音节，曼陀林借助一根玻璃棒

按弦，产生了一系列奇妙虚幻的音响，给人以阴森恐怖、鬼影憧憧之感。

第五曲：《我柔和光亮的心灵充满了智慧》。这是一首充满了幻想与

希望的歌曲，金属碟子、古钗、竖琴、电钢琴、管钟、颤音琴、雪橇挂铃以及

钟琴等金属丁当声勾画出一派辉煌、光彩的场景。当这片音响渐渐淡薄

时，出现了马勒《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告别》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

这一主题给人以一种遥远及孤独之感，与诗的内容十分吻合：

　　我柔和的心灵

充满了无限光明，

随着消逝的钟声，

随着百合花，随着蜂群，

我要远走高飞，

……

恳求我的上帝耶稣，

让我领回

我婴孩时的一颗远古心灵！

这段音乐由女次高音与双簧管轮流交替出现，当双簧管演奏员渐渐

走出舞台，那种遥远的感觉更为强烈。随后，一个强有力的渐强片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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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诗歌最后一段激情的音乐，男童高音渐渐走上舞台，倚钢琴而立，女次

高音也移向钢琴，两人倚近钢琴琴弦，有声无词地对唱，歌声渐渐微弱，

最后消逝在远方。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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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风格的作品———
乔治·克伦姆的《夜乐Ⅰ》

　　以自己 每 一 部 新 作 扩 展 了 自 身 和 热 爱 音 乐 的

公众的精神境界的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 休　姆

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创立独特的艺术风格。风格是人，也是个人思维及

审美意念的反映，因之可贵。但风格不能与生俱来，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

不断探索、反 复 实 践 才 能 形 成。美 国 现 代 杰 出 的 作 曲 家 乔 治·克 伦 姆

（ＧｅｏｒｇｅＣｒｕｍｂ１９２９—　）就是这样创立风格而又将它体现在作品之中的。
克伦姆的第一部成名之作《弦乐四重奏》作于１９５４年，显然是 受 了

亨德米特、巴托克及贝尔格等人音乐的影响。此后，他又写了两部作品：
《大提琴无伴奏奏鸣曲》（１９５５）以及《乐队变奏曲》（１９５９），但没能闯出自

己的路子。前者是“２０世纪巴赫式的作品”，织体自由而具幻想风，显示

了一些古典主义的痕迹；后者则深受序列音乐的影响，采用了十二音技

法，而且手法 经 济、织 体 稀 疏、音 响 讲 究，分 明 是 受 韦 伯 恩 音 乐 的 影 响。
经过近 十 年 时 间 的 摸 索、探 讨，克 伦 姆 终 于 找 到 了 表 现 自 我 的 途 径。

１９６３年，《夜乐Ⅰ》（ＮｉｇｈｔＭｕｓｉｃ）终于问世。作品具有不少特殊风格的

因素，而这些因素一直保持在他今后的创作之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

格。因之，舆论界一直将《夜乐Ⅰ》视为他奠定风格的一部作品。
《夜乐Ⅰ》是一部室内乐型的作品，由女高音、钢琴师（兼奏钢片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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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打击乐师以及２２件乐器演奏，全曲包括七首夜曲，采用西班牙诗人洛尔

卡的两首诗篇而谱成的。由于作品采用了反律动的节奏，节拍比较自由、
复杂而且缺乏规律，因此，演奏时必须有一位指挥指示速度、节拍及处理即

兴演奏。作品短小，从谱面看，也似乎支离破碎、结构松散，难有惊人的效

果，但这里却闪烁着他的独特风格。如果音乐爱好者能对这一作品中的某

些风格特征有所掌握，也许日后对理解克伦姆的作品会有所裨益的。
克伦姆是一 位 富 有 哲 理 思 维 的 作 曲 家，善 于 进 行 诗 意 的 表 达。因

此，他经常在作品中探求和演绎哲理，用诗意和浪漫的手法将其揭示出

来。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创作亦具有相同的特征，可能出于共鸣，克伦

姆的许多作品都是采用洛尔卡的诗篇谱成的。例如：《死亡的正歌、吟唱

及副歌》（１９６８）、《江河与时间的回声》（１９６８）、《牧歌之三》（１９６９）、《牧歌

之四》（１９６９）、《四 个 月 亮 之 夜》（１９６９）、《远 古 童 声》（１９７０）、两 部《大 宇

宙》（１９７２）以及《夏夜音乐》（１９７４）等。此外，他的《鲸之声》（１９７１）是为

探求外星世界的音响而作，《黑天使》（１９７０）一曲则是他象征主义哲学的

集中表现。曲中主要阐述上帝与魔鬼的抗衡，影射当今社会的复杂、矛

盾的现象。这都能说明他创作的旨趣。
他在音响结构上也有所创新。他以三音结构作为控制整部作 品 的

横向音高组织及纵向和声关系的基础。虽然同是三个音，但却不同于传

统的三和弦形式，而是随乐曲内容的需要而特殊设计的，以便取得所需

的效果。在《远古童声》中，他以三全音为其音乐语言的基础。在《黑天

使》中，则为了命理学的要求，建立了纯五度、小九度的三音结构。在这

部作品中，为了适应诗意的需要，采用大七度、减四度的三音结构。
他探索能确切表达其作品内涵的崭新音响，通常他采用新颖、非常规

的手段演唱或演奏常规乐器，获得能刻画他作品中深奥而奇妙的内涵、感

情及形象的新声源。这在他作品中普遍应用，并且获得世人的赞赏与认可。
此外，他热衷于非均等的节奏律动，舍弃了传统音乐中的小节线和

节拍记号。这样的音乐以 乐 思 中 最 小 的 单 位 作 为 其 节 奏 基 础。演 奏 必

须时值准确。
除这些普遍的特征以外，《夜乐Ⅰ》里还有一些另外的特点，如：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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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乐思、整体的拱形结构以及半偶然性的即兴演奏等，都使这部作品

显示出独创的个性与风格。
《夜乐Ⅰ》由七首夜曲以整体拱形结构的形式组成。首尾两曲，音乐

类同，前后呼应。第二、六曲乐思不同，但在时值、力度等的总体性格上

是一致的。第三、五两曲都以洛尔卡的诗篇谱成。第四曲是中心 段 落，
节奏强烈，音响铿锵，有别于其他乐章。

第一夜曲，愉快而出神地。全曲以琶音式的大幅度跳跃以及快速的

同音反复为主，给人以一种强烈的飘忽与浮动之感，由于音量奇轻，似乎

使人身临心驰神往、四大皆空的境界，再加上偶尔有几个特强的单音点

缀其间，更增添了神秘之感。
第二夜曲，《小小夜曲》，优美地。这是一首键盘乐 器 独 奏 曲。采 用

两件键盘乐器———钢琴与钢片琴，但由一人 演 奏。两 琴 呈 直 角 置 放，乐

曲写在同一份谱上。

第三夜曲，《当月儿升起之时》，抒情而幻想地。乐曲开始时，演奏员

轻击低音锣，趁锣身震荡之时，将它慢慢地放入水桶之中，产生一种明显

的上滑音的效果，正如诗歌中所描绘的那种月儿冉冉上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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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古钹轻轻的三击声中，女高音以轻柔而花腔的轻声开始诵唱洛尔卡

的诗句：

　　当月儿升起之时，

悬挂的铃儿寂静无声，

而难以穿越的小径

却展现在人眼前……

这时，整个器乐伴奏以一种偶然音乐的形式出现。伴 奏 分 两 组：一

组为钢琴及钢片琴，一组为打击乐Ⅰ与 Ⅱ。前者由九个短句、后者由八

个短句组成，曲谱排成两个圆形，各短句按序编号：

每种乐器的演奏员可以任意从圆形中的任何一个短句开始作顺序

或倒序的演奏，连续不断直至曲终。不过在每段歌词之间得留出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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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女高音弹奏几下指钗，以示段落。其中打击乐师间或还以短促的顿音

轻念“当月儿升起之时”的诗句作为伴唱。这样，就造成各种音响的自由

碰撞及组合。有时犹如闪烁发光的繁星，有时又如夜空中的夜莺啼鸣和

庙宇檐铃随风飘响，总之，充满一种夜色朦胧的神秘之感。最后，演奏者

再次敲响平锣。但这次是先将半面平锣浸入水中，然后渐渐提起，这样

产生一种下滑音的音响。整首夜曲就在这下滑音的音响中隐隐消失，这

支声乐曲给人留下的印象正如他自己所说 “从炫技而达到亲切的抒情”。

第四夜曲，富有节奏性的急板。整个音乐一反常态。在悠长而响亮

的颤音上不时出现快速而短促的顿音，音乐充满格斗、厮杀的气氛，动人

心弦。与其他乐章的轻柔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夜曲，《卡塞拉可怕的到来》，模糊地，几乎是没有运动地；庄 重

而具有戏剧性地；十分安静地。在短小的钢琴引子后，定音鼓从鼓边逐

渐轻击至鼓心，再 由 鼓 心 移 向 鼓 边，这 样 来 回 移 动，造 成 上 下 滑 音 的 音

响，犹如河水在急急流淌：

这时，女高音以单调而宁静的声调开始朗读洛尔卡的诗句：

　　我要河水溢出河床，

我要风儿吹越山谷，

此后，万籁俱寂，唯有平锣轻轻地滚奏。女高音接着继续朗读：

　　我要黑夜茫然离去，

还有金色的花朵在我心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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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吊键刷奏 的 颤 抖 音 响 中，女 高 音 以 讥 诮 的 语 调 独 白 了 长 段 的 诗

句：

　　公牛面对巨叶倾诉衷肠，
蚯蚓却在阴影中早殇，
骷髅的牙齿闷闷发光，
而黄渍沾满在丝绸之上。

这段音乐阴森、恐怖，令人胆战心惊、恐 惧 不 已。接 着，音 乐 开 始 激

动起来，钢琴与钢片琴的大三度与小三度交织的长颤音、夹着强烈而短

促的顿音，构成一幅刀光剑影的厮杀的场景。这时，女高音再次朗诵起

扣人心弦的诗句：

　　我能目睹负伤的夜晚

与晌午厮杀、格斗的场面，
我顶住了一服青色的毒剂，
和受时间摧残而断裂的拱门。

风暴终于过去了，一切又趋于平静。女高音继续在钢琴的悠长低音

上诵唱下面的诗句：

　　但不要炫耀你那纯洁的肉体。
犹如开放在芦苇丛中的黑色仙人掌，
在黝黑行星的苦恼之中，远离我去，
而不要向我显示你那冰冷的纤腰。

演唱的声调逐渐转变为窃窃耳语，最后在指键的轻轻弹击声中慢慢

结束。
第六夜曲，《船歌》，娇柔而亲切地。这是全曲中最短小的乐章，仅１１

小节，但却饶有风趣。整个作品是以钢琴及钢片琴的单音以及单音的八

度跳跃所组成的，间或插入几下打击乐，直到倒数第二小节才出现几个

上下跳跃的 三 连 音 和 弦。音 乐 始 终 是 上 下 轻 轻 地 波 动，给 人 以 水 波 荡

漾、小舟轻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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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夜曲，愉快而出神地，除了几个终止部分以外，基本上是第一夜

曲的严格反复，但第一夜曲以渐强的音响结束，而第七夜曲则在钢琴沉

重的颤音中结束。夜深人静，似乎令人陷入更深的沉思。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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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雷茨基与他音色音乐的杰作

　———《广岛殉难者的悼歌》

　　音乐中 改 变 的 只 是 手 法、音 响 材 料，而 它 的 结

构规律、逻辑、节俭原则，甚至包含在音响中的感情

的真挚，是永远不变的。

———彭德雷茨基

在２０世纪音乐的 发 展 中，除 了 技 法 的 创 新 外，令 人 震 惊 的 是 现 代

“波兰学派”的崛起。人所共知，５０年代以 前，由 于 意 识 形 态 的 控 制，波

兰的音乐是十分保守而传统的。但是１９５６年斯大林去世后，波兰政府

开放艺术，大胆鼓励艺术家进行自由探索，在艺术领域中即刻掀起了一

股探索热 潮，孕 育 出 了 累 累 硕 果。在 音 乐 上———特 别 是 通 过１９５６年

“华沙之秋”现代 音 乐 节 的 创 立———西 方 现 代 音 乐 的 演 出 触 动 了 波 兰，

给波兰音乐 的 发 展 带 来 了 深 远 的 影 响。许 多 作 曲 家 开 始 从 事 新 的 探

索，取得十分积极的成果。Ｗ·卢托斯瓦夫斯基（１９１７—　）的《管弦乐

协奏曲》、《葬礼音乐》、《亨利·米 绍 克 斯 的 三 首 诗》；Ｔ·谢 利 戈 夫 斯 基

（１８９６—１９６３）的歌剧《大 学 生 的 起 义》以 及 贝 德 尔（１９２８—　）和 巴 采

维奇（１９０９—１９６９）等的一些作品，都在国际乐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新

的“波兰乐派”在世上渐渐引人注目。其中，最为杰出、最具影响的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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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当推 １９５９ 年 崭 露 头 角 的 Ｋ· 彭 德 雷 茨 基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Ｐｅｎｄｅｒｅｃｋｉ，

１９３３—　）了。他的不少乐谱经常脱销，他的多数作品都被录成了唱片

及磁带，甚至 他 作 品 的 演 出 都 经 常 成 为 一 般 音 乐 会 听 众 追 踪 的 目 标。

彭德雷茨基不仅是波兰 音 乐 的 骄 傲，同 时 也 是 世 界 当 代 音 乐 中 的 一 颗

明珠。

（一）

彭德雷茨基出生在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登比察，德寇入侵时，他还

是一个孩子，他曾亲眼目睹德国纳粹虐待、镇压波兰犹太居民的种种暴

行，那种悲惨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心灵的创伤日后

在他很多作品中反映了出来。

童年时，母亲希望他成为僧侣，但他的音乐天才终于使他进入了克

拉科夫音乐 院，跟 随 马 拉 夫 斯 基 和 维 霍 维 奇 学 习 作 曲。１９５８年，他 音

乐院毕业，为 了 纪 念 自 己 的 恩 师，他 写 了 一 首 定 音 鼓 与 弦 乐 队 合 奏 的

《纪念马 拉 夫 斯 基 之 死》（ＥｐｉｔａｆｉｕｍＡｒｔｕｒＭａｌａｗｓｋｉｉ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ｎ），显 示

了音乐创作的才能。他的真正的成功则是取决于一次音乐比赛。１９５９

年正逢波兰作曲家 协 会 举 办 一 次 作 曲 比 赛，共 设 三 个 项 目。刚 毕 业 一

年的彭德雷茨基血气 方 刚、好 胜 逞 强，他 竟 私 下 里 谱 写 了 三 部 乐 曲，并

署下三个不同的笔名，送去参赛。令人吃惊的是，他的三部乐曲同时在

三个项目上都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多么巨大的胜利呀！彭德雷茨基从

此受到人们的瞩目。他的一首得奖作品《分节歌》（Ｓｔｒｏｐｈｅｓ，１９５９）也被

选到“华沙之秋”上演 出，轰 动 一 时。这 位 年 轻 人 从 此 开 始 了 他 作 曲 家

的生涯。他刻 苦 用 功，勤 于 创 作，写 下 了 不 少 作 品，其 中 著 名 的 有《荧

光》（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１９６１）、采 用 相 差１／４音 的 两 个 乐 队 演 奏 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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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９）、为 三 个 唱 诗 班 写 的《圣 母 悼 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使 他

扬名欧美的《圣卢克受难曲》（Ｓｔ．Ｌｕｋ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２）、为纪 念 奥 斯 维 辛

集中营受难者所写的《末 日 经》（Ｄｉｅｓｉｒａｅ，１９６７）、为 提 琴 大 师 斯 特 思 写

的《小提琴协奏曲》、为弥尔顿名诗谱曲的歌剧《失乐园》（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Ｌｏｓｔ，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的新作《中提琴协奏曲》等。而最可贵的是，他每 部 作 品

采用了新的音响及新的演奏技巧，从而被誉为“最有才华和表现力的作

曲家”。１９７２年，由 于 卓 绝 的 才 华，刚 满３９岁 的 彭 德 雷 茨 基 被 任 命 为

克拉科夫音乐院的院长，这 也 足 以 证 明 彭 德 雷 茨 基 在 国 际 乐 坛 上 的 声

誉及地位。

（二）

在彭德雷茨基的众多作品中，最脍炙人口而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

他１９６０年为５２件弦乐器所创作的早期音色音乐作品———《广岛殉难者

的悼歌》（以下简称“悼歌”）。从主题思想看，这部作品反对惨无人道的

原子战争，寄哀思于无辜罹难的广岛居民，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表现

手法而言，这是一部新颖、独创的作品。虽说为传统弦乐队而谱写，但基

本上听不到一 点 传 统、正 常，弦 乐 队 的 音 响，因 为 这 是 一 部 音 色 音 乐 作

品，与传统音乐迥然不同。

音色音乐是２０世纪音乐中的一种新的技法，它继承勋伯格“音色旋

律”的创作思想。在传统音乐中，音高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在音色

音乐里已不再是构成音乐的主要因素，而与节奏、音量、织体等一样，成

了音色的辅助因素。音色音乐主要运用音响材料的各种不同的结集状

态如点、线、面、场 以 及 声 学 特 征 上 的 变 化、对 比 为 主 体 而 进 行 创 作 的。

在这种材料中，基本的一种材料称作“音块”。“音块”就是一大群音相互



２７８　　 二十世纪音乐漫步

相隔一个全音、半音、１／４音或１／８音的间距，同时演奏，密集在一起，形

成块状。这时，听不出具体的音高，只是混沌一片的一个音块，发音是十

分奇特的。从谱面上看这些音合在一起画成一个黑色的长块，看来十分

相同，好像无甚变化，其实，这群音的音区的高低、分布的疏密、数量的多

少、发音的技巧等等都能使它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所以应该说同样是

很有变化的。作曲家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演奏方法，例如：最高极限音（没

有明确的音高）、在琴马后的弦上奏琶音、用弓根或指尖敲击小提琴的面

板、在琴马上演奏等等。几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新型的音乐语言，

使人一时难以习惯。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它自身特殊的结

构逻辑的。因为虽然它不像传统音乐那样，以主题作为音乐的主体，而

是“反主题”性格的，但由于音响材料不同的结集状态以及不同的运动方

式，就可以构成各种性格不同的音乐语言，这样也就含有传统音乐中所

谓“主题”的意义，凭借这种结集状态及运动方式的呈示、变化、对比、并

列、叠置等不同方式的处理就可以将音乐发展下去，同时也可演绎出它

的结构逻辑及结构形式。这就是“音色音乐”的主要特点。欣赏这类音

乐，就要按照这样的思维去进行理解。

（三）

从音色音乐的观点来看，“悼歌”大致可认为是“三部结构”的。Ａ 部

是三个“主题”的呈示。Ｂ部用类似十二音的点描法写成，与 Ａ、Ｃ两部构

成强烈“反差”，是对比型的乐段。Ｃ部返回音色音乐，它 的 运 动 方 式 及

演奏技巧类同于 Ａ部，因之可说是 Ａ 部的一种发展与呼应。这样看“悼

歌”的结构还是十分严谨而匀称的。

作品的开始，先由一段线状延伸运动的静态音乐进入，这就是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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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题”。这 时，小 提 琴 分 四 部，中 提 琴、大 提 琴 及 低 音 提 琴 各 分 两

部，合成十部，都以ｆｆ的音量前后参差地演奏各自的最高极限音（没有确

切的音高），共长十五秒钟。这段音乐的频率极高，音响尖锐而透明，给

人以一种凄切、紧张之感，似乎预示一个凶兆的即将来临。

紧接着，音乐开始波动起来，各种乐器各自以快速的或慢速的揉音

相继交替演奏，形成一种明暗交替、高低起伏的音流，乍听起来，就像是

警报长鸣，气氛更为紧张。十秒钟后，声响渐渐减弱乃至消失。但 就 在

这余音袅袅之际，突然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音响，犹如珠落玉盘，十分

怪诞、神秘。这是一段脉冲式运动的音乐，采用了八种不同寻常的演奏

法，例如：扣击提琴面板、拨奏最高极限音、在琴马与系弦板之间的弦上

演奏飞快的震音、在琴马背后以弓杆在弦上奏琶音、在最高极限音上奏

震音等等，再用序列及卡农的手法奏出，这就是乐曲的第二“主题”。因

为演奏法奇特，因之产生的音响也就变得古怪、新奇了，它给人的印象也

很特殊，就像描绘了一幅千百万人在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状态下，万头

攒动，争相逃命的恐怖、混乱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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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间，我们立即听到喷气式飞机的马达轰鸣声，它在各个层次、各

个方位、各种距离上轰鸣起来，宛如成百上千架飞机由远而近，四面八方

地汇集起来，有时各种乐器的无极滑音的音块还造成一种巨大的俯冲音

响夹杂其间，聆听起来，空袭的景象历历在目，十分逼真，确实使人有胆

战心惊、毛骨悚然之感。这段音乐是由各种不同形态的音块、无极滑音

以及各种乐器构成的扇状扩散运动的音乐所构成的，这就是乐曲的第三

“主题”。

最后轰鸣之声渐渐远去，只留下单一的大提琴音 块，缓 缓 前 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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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的呈示已告结束，Ｂ部的音乐开始进入。

Ｂ部是一段带有音色音乐特征的十二音点描手法的音乐。它的特点

是音符短促、奏法多变、拍子尚规律，其中不断夹杂了许多最高极限音，这

样，整个音响听来十分凄凉而不安，十分确切地描写出了遭受大劫后人们

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Ｃ部在 Ｂ部的结尾处穿插进来，又回到了音色音乐１２件弦乐器各

自以１／４音的间隔，紧密集合，以ｆｆ的音量，奏出一个巨大的音块。这音

块经过三次演奏法的变换，音量渐渐减弱，直至ｐｐｐｐ，宛若一缕游丝飘浮

于苍穹之中。猛地，音乐戛然而止，万籁俱寂，这时，一种虔诚无比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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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哀思油然而生，乐曲虽已结束，指挥也已停止动作，但他仍肃立片刻，

表示对无辜殉难者的亡灵致以一种深沉的默哀。

原载《音乐爱好者》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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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雷斯基与他的

《第三交响曲：悲歌》

　　这里汇集了人类所有的悲伤及忧愁、鲜血和泪

水，使每个听者不能不为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而黯自

流泪。

———罗　兰

１９９３年国际古典音乐的乐坛上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奇迹：一张古典音

乐的现代新作的唱片的销售量竟然能与最卖座的流行音乐唱片相媲美，

而且出版了四个版本的 ＣＤ，其销售量一直登上各国古典音乐最佳销售

量的榜首。这是一张什么 样 的 唱 片 呢？这 就 是 波 兰 现 代 作 曲 家 亨 利·

米科拉伊·古 雷 斯 基（ＨｅｎｒｙＭｉｋｏｌａｊＧｏｒｅｃｋｉ，１９３３—　）的《第 三 交 响

曲：悲歌》（ＳｙｍｐｈｏｎｙｏｆＳｏｒｒｏｗｆｕｌＳｏｎｇｓ）。

讲到古雷斯基此人，国人可能还不十分熟悉。很久 以 来，他 一 直 是

波兰乐坛上 的 一 颗 明 星，作 品 既 多 又 受 人 欢 迎，这 位 杰 出 的 作 曲 家 于

１９０３年出生于卡托维茨（Ｋａｔｏｗｉｃｅ）西南约６０公里的一个小镇泽尔尼卡

（Ｃｚｅｍｉｃａ）。早年曾有志于做一位小学教师，但自从１９５５年进入卡托维

茨国立高等音乐学校随萨别尔斯基（Ｂ．Ｓｚａｂｅｌｓｋｉ）学习作曲以后就改变

了初衷，决心一生为音乐而奋斗了。

５０年代斯大林的逝世导 致 了 东 欧 政 治 风 云 的 突 变，新 一 任 的 波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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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竭力鼓励艺术的自 由 化，各 种 不 同 的 新 文 艺 思 潮 如 春 潮 般 地 涌 入

了波兰。还是个学生的古雷斯基面对这一趋势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激

流之中，如饥 似 渴 地 钻 研 各 种 新 流 派 及 新 技 法。１９５７年，他 的 一 部 新

作《为五件乐器及弦乐四重奏而写的协奏曲》引起了乐坛的关注。１９６０
年他从音乐学校毕业，并因一首歌曲《莫诺罗琪》（Ｍｏｎｏｌｏｇｈｉ）获 得 波 兰

作曲家联盟比赛的 一 等 奖。但 毕 业 与 获 奖 并 没 使 他 满 足，他 远 途 跋 涉

去到巴黎随作曲大师梅西安深造，回到波兰后在母校任教。

他的早期作品一直采用序列音乐与机遇音乐的技巧，节奏多样、色

彩鲜明、形式严谨，有很强的戏剧性及表现力，因此连续多年获得波兰文

化艺 术 部 的 作 曲 奖。１９６９ 年，他 在 管 弦 乐 曲 《古 波 兰 乐 曲》（Ｍｕｚｙｋａ

Ｓｔａｒｏｐｏｌｓｋａ）中采用了１４世纪奥尔加农《仁慈的上帝》的动机与音响，还

采用了瓦·封·沙莫图韦（Ｗ．ＶｏｎＳｚａｍｏｔｕｌｙ）所作的文艺复兴歌曲《黑

夜慢慢降临》的定旋律，这为他的创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而且也打开了

各种新创作的可能性，如古代音乐 主 题 素 材 的 吸 收、古 代 器 乐 方 面 的 表

现手法和实践与现代表 现 手 法 和 实 践 的 结 合 运 用 等，他 因 这 种 古 代 化

的乐曲而出了名。这部不 朽 的 杰 作《第 三 交 响 曲：悲 歌》也 是 属 于 这 一

类的作品。

《第三交响曲：悲歌》是作曲家于１９７６年的最后３个月在卡托维茨

创作完成的，作品是呈献给他自己的夫人的。次年４月，在法国鲁瓦扬

（Ｒｏｙａｎ）的先锋派音乐节上由鲍尔（Ｅ．Ｂｏｕｒ）指挥，巴登—巴登市的西南

德国广播交响乐团及女高音沃伊托维奇为他进行首演。全曲由带有声

乐的三个慢板乐章组成。

第一乐章，缓慢地、舒展、平静而歌唱似的（Ｌｅｎｔｏｓｏｓｔｅｎｕｔｏｔｒａｎｑｕｉｌ

ｌｏｍａｃａｎｔａｂｉｌｅ）。这是 由 一 种 类 似 圣 咏 歌 般 旋 律 的 长 气 息 的 乐 句 开 始

的，声音十分雄浑、低沉。这曲调是采自席玛诺夫斯基（Ｓｙｍａｎｏｗｓｋｉ）于

１９２８年创作的一首无伴奏合唱曲《六首库比安歌曲》（６ＫｕｒｐｉａｎＳｏｎｇｓ），

而这曲调的最后两个乐句却取自斯基尔科夫斯基（Ｓｋｉｅｒｋｏｗｓｋｉ）于１９３４
年８月９日记录的一首教学歌曲。整个乐章由一个弦乐的卡农开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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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低音提琴 Ｅ音上的爱奥利亚调式引入，然后各乐器相互以相隔五度

的距离，以模仿的形式逐一进入，达到乐队全部的四个八度的音区。乐

章的 中 心 段 落 是 女 高 音 演 唱 的 一 首１５世 纪 圣 十 字 架 修 道 院 的 波 兰 哀

歌。女高音的单纯歌声被弦乐的魔术般的光晕烘托着，充满了无限惆怅

之感。她悲哀地唱道：

　　我的孩子，宝贝的心肝，

让你母亲来分担你的创伤吧！

因为，我亲爱的儿子，

我经常将你放在我的心中，

忠诚地守护着你。

对你的妈妈诉说吧！

使她得到欢乐，

虽然，我亲爱的希望，

你现在正在离开着我！

歌声结束，弦乐的卡农再次出现，这次先是下行，然后在音高及力度

上又逐渐提高，最后八个声部的卡农缓慢地削减了声部，最终又恢复了

开始时低音提琴单独演奏的定旋律，与乐章的开始遥相呼应。

整个乐章深沉而雄浑，犹如一条缓缓流动的大河，流速虽然极慢，但

每个声响都深深地扣动着人心。因为这里汇集了人类所有的悲伤及忧

愁、鲜血与泪水，使每个听者不能不为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而暗自流泪。

此后的两个乐章总共的长度才等于第一乐章，这三个乐章虽然都标

以“缓慢的”，但这里却隐藏了许多速度变化上的微差。

第二 乐 章，缓 慢 的 广 板，极 平 静———极 如 歌 唱 似 的———极 柔 美

的———极圆滑地。这乐章的曲调是古雷斯基自己创作的，但却带有塔特

拉山脉扎科帕尼地区的音乐语言风格。这里也有歌唱，歌词是选自二战

时期在盖世太保集中营中一个囚犯所写的一首小诗。这是自１９４４年９
月２６日就被关在扎科帕尼总部集中营的一位１８岁的少女巴拉佐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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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芙娜（Ｈ．Ｗ．Ｂｌａｚｕｓｉａｋｏｗｎａ）在地下３室的第三面墙上写下的：

　　不，母亲，请不要哭泣，

最纯洁的圣母

一直在维护着我。

万福玛丽亚！

这首诗是古雷斯基１９７０年在纳粹占领时的一本出版物的注脚上找

到的。面对着这首小诗，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再也按捺不住，决心将它谱

进这个乐章。从表达的感情来说，这一乐章与第一乐章的阴沉哀歌式的

音色有着一些差异，这里不仅有着深沉的悲恸之情，而且还飘浮着一丝

淡淡的希望之情。

第二乐章的悲怆感情依然被引入了第三乐章：缓慢地，如歌地，纯朴

地。这一乐章是由一位年轻阵亡将士的母亲所演唱的一首挽歌组成的。

歌词共四节，每节八句，其大意如下：

　　我亲爱的儿子，你去向何方？

残酷的敌人将你杀害，可能为了你的反抗，

啊！你们这些心狠手辣的坏人，

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

你们杀死我的孩子为的是哪桩？

我再也得不到他的供养，

即使我把昏花的老眼哭瞎，

即使我苦涩的泪水像奥德河般地流淌，

你们也无法把生命还到他的身上。

我不知道他埋葬在什么地方，

虽然我到处寻人打问。

可怜的孩子，或许你在一个杂乱的战壕中卧躺，

而不是在你应该安睡的温暖的床上。

呵！上帝的小鸟，请你为他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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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母亲再也没法把他找到，

而你，上帝的鲜花呀！你能否遍地绽放？

让我的孩子为此而睡得十分安详。

这首歌曲的主要旋律采自 Ａ·杜格兹（Ａ．Ｄｙｇａｃｚ）在波兰西南部的

奥佩尔（Ｏｐｌｅ）地区搜集的一首民歌。在乐章的开始，作曲家还直接引用

了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这段音乐几小节之后，竖琴与钢琴又激起了一

个小提琴的持续 Ｅ音。据古雷斯基本人指出的那样，这是隐隐地暗示了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中的一个高潮，这是作为战争与其结局的

一个回应的。歌曲的前三节歌词是运用民间曲调和它的爱奥利安调式

的伴奏写成的。最后一节歌词则由小调转向了明亮的 Ａ 大调，这里孕育

了一种希望———用鸟鸣来为苦难的孩子催眠，用绽放的花朵使他平静地

安息。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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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巨星陨落了”
　　———悼念施尼特凯

　　———无疑是世上现有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泰晤士报》

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哀叹“俄罗斯文化的没落”及“智慧沦丧”，似

乎是不无道理的。纵观２０世纪后半叶的文艺，无论在文学、戏剧、诗歌、

美术及音乐方面，俄罗斯似乎都不能再现１９世纪及２０世纪上半叶的那

种辉煌而鼎 盛 的 场 面。一 切 似 乎 都 处 于 低 潮 之 中，再 也 看 不 到 希 望 似

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评价似乎有失公允。杰出的艺术家和创作还是不

少的。就拿音乐方面来说，１９９８年８月３日在德国汉堡去世的那位杰出

的俄罗斯作曲家施尼特凯不正是一位在世界乐坛上放射出灿烂光辉的

一颗巨星吗？为了他的去世，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立即给他的遗孀伊琳

娜·施尼特凯发去了一个唁电，唁电中称施尼特凯的创作是“音乐艺术

上的真正革命”、“以新思想来丰富了俄罗斯古典音乐的传统”，这正说明

了施尼特凯在音乐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被称为“新一代激进派作曲家”的阿尔弗雷德·加里埃维奇·施尼

特凯（ＡｌｆｒｅｄＧａｒｒｉｅｖｉ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ｋｅ）是６０年代登上创作舞台的前苏联第

二代 作 曲 家 中 的 佼 佼 者。他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出 生 于 萨 拉 托 夫 省

（Ｓａｒａｔｏｖ）的恩格斯市（Ｅｎｇｅｌｓ）。父亲是一位带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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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代曾担任一家苏联报纸德文版的通讯员，因此曾居住于维也纳。这

样，小施尼特凯随父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钢琴。１９４９年，返

回苏联，在十月革命音乐中学的合唱指挥班学习。１９５３年考入莫斯科音

乐学院，随戈鲁别夫（Ｇｏｌｕｂｅｖ）教授学习作曲及复调，随拉可夫（Ｒａｋｏｖ）

教授学习配器，１９５８年毕业。继之，又在戈鲁别夫的研究生班攻读硕士

研究生。他的康塔塔《战争与和平之歌》当时就被认为是苏联当代音乐

的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受到了高度重视。１９６１年毕业后，他就在学院内

教授配器法、总谱读法、复调及作曲，同时还在莫斯科电子音乐实验室工

作。１９８０年受聘于 维 也 纳 高 等 音 乐 学 校 任 客 籍 教 授，此 后 又 在 汉 堡 任

教，从此就一直侨居国外，直至逝世。

他的一生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创作阶段，从此逐渐形成了他个人独特

的创作风格，从而在世界乐坛上崛起，成为一位备受世界瞩目的作曲家。

据说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作品接踵而来，令他应

接不暇，经常在同一时间中创作好几部作品。沉重的工作压力渐渐摧毁

他的健康，最终导致了严重中风，使他一直卧病不起，犹如一个植物人，

作曲家的生命就在繁重的创作任务中葬送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

大量珍贵的 精 神 财 富。终 其 一 生，他 创 作 过 各 种 体 裁 及 不 同 题 材 的 音

乐。不算早期的作品，大致总共写了７０多部大型作品，其中有几部舞台

作品，如歌 剧《十 一 诫》、《与 白 痴 相 伴 一 生》（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ａｎＩｄｉｏｔ，Ｏｐ．３，

１９９１）、《浮 士 德》（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ｖｏ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Ｆａｕｓｔｅｎ，１９９４）；舞 剧《迷 宫》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ｓ，１９７１）、《黄色音响》（ＹｅｌｌｏｗＳｏｕｎｄ，１９７４）；另 有 清 唱 剧《长

崎》（Ｎａｇａｓａｋｉ，１９５８）；康 塔 塔 《战 争 与 和 平 之 歌》（ＳｏｎｇｓｏｆＷａｒ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１９５９）；大型声乐曲《自然之声》（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２）；３部交响

曲；１０多部协奏曲；２０多部室内乐作品以及６０部电影音乐。在他的电

影音乐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我和你》、《秋天》、《我依然相信》、

《垂死挣扎》、《运动、运动、运动》等，至今仍在人民之中广泛传诵。

除了在作曲 方 面 的 建 树 以 外，施 尼 特 凯 还 是 一 位 杰 出 的 音 乐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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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曾经撰写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对一些近现代的作曲家如肖

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普罗柯菲耶夫、巴托克、韦伯恩等人的创作

加以剖析及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作品中器乐声

部写作中的某些特征》、《斯特拉文斯基早期作品中乐队声部写作中的特

点》、《普罗柯菲耶夫乐队写作的特征》、《论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

中的乐队复调音乐》、《自相矛盾是斯特拉文斯基音乐逻辑的一个特征》、

《戈鲁别夫的第五交响曲》等。他还写了一些有关的专著，如：《促进和声

学的研究》、《格莱哥里的作品》、《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一种原始的观

念》等。他对于乐队结构功能的变化、音色的调配以及多样化的装饰手

法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国家的艺术

院如西柏林艺术院、巴伐利亚艺术院、汉堡艺术院、慕尼黑艺术院以及瑞

典皇家学院等都聘他为通讯院士。

一人有了贡献，似乎一定要受到奖励。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施尼特

凯得到的并不太多，他只 获 得 了 两 次 俄 罗 斯 国 家 奖 金 以 及 一 次 日 本 天

皇奖金。比较突出的是，他是第 二 位 俄 罗 斯“光 环”大 奖 的 获 得 者。但

是个人的荣誉不应该只 建 立 在 获 奖 上，而 更 重 要 的 应 是 获 得 群 众 的 爱

戴。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没有一位俄罗斯当代音乐家能与他６０华

诞时所享受 的 荣 耀 相 比 拟。不 少 国 家 都 以 十 分 隆 重 的 姿 态 来 祝 贺 他

１１月２４日的 生 日。例 如 在 英 国，伦 敦 的 巴 比 肯 剧 院 即 在１１月１１日

及１７日举行了两次 音 乐 会，以 祝 贺 他 的６０华 诞。其 中 就 有 著 名 大 提

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与 作 曲 家 的 夫 人、著 名 钢 琴 家 伊 琳 娜·施 尼 特 凯

为他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所作的首演。另外，还演出了他的《第二钢

琴奏鸣曲》及《钢琴三重奏》等乐曲。俄罗斯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的莫斯

科音乐季中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而盛大的个人作品音乐节。音乐节由

７场音乐会组 成，持 续 了 两 个 星 期，演 出 了 他 的 近３０部 作 品。其 中 包

括大合唱《浮士德博士的 故 事》，３部 大 型 交 响 曲，８部 为 各 种 乐 器 而 作

的小协奏曲以及许多室内乐作品。许多俄罗斯的重要乐队及合唱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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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日杰斯特 文 斯 基（Ｒｏｓｈｄｅｓｔｖｅｎｓｋｙ）、普 列 特 涅 夫（Ｐｌｅｔｎｅｖ）、波 尔 扬 斯

基（Ｐｏｌｙａｎｓｋｙ）、齐 瓦（Ｚｉｖａ）、拉 赫 列 夫 斯 基（Ｒａｃｈｌｅｖｋｙ）及 斯 特 罗 贝 尔

（Ｓｔｒｏｂｅｌ）等的指挥下参加了演出。作曲家的夫人伊琳娜也在音乐会 演

绎了他的作品。另外，还有许多著名音乐家前来参演，为音乐节增添了

不少光彩。而在这些音乐会中，尤以一场作曲家专为罗斯特罗波维奇、

克莱默及巴什梅特三位 大 师 创 作 的 三 部 作 品 的 专 场 音 乐 会，成 为 这 次

音乐节的高潮。应该说，这 个 音 乐 节 是 施 尼 特 凯 在 他 艺 术 生 活 中 的 顶

点。但令人遗憾的是，作曲家本人却因为病情严重，一个人孤独地躺卧

在病榻上，不能亲临现场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庆典。

我们相信，巨星虽然陨落了，但他留下的美妙音乐，将永远回荡在人

间，永世不衰！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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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尼特凯

与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如果说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等可以称为是苏联

的第一代作曲家的话，那么五六十年代登上创作舞台的苏俄新一代作曲

家如谢德林、施尼特凯、艾什伯依、季先科等，当然可称为是第二代的作

曲家了。在这批俄罗斯音乐创作的主力之中，真正在世界乐坛上享有崇

高声誉的是 被 称 为“新 一 代 急 进 派 作 曲 家”的 阿 尔 弗 雷 德·加 里 埃 维

奇·施尼特凯（ＡｌｆｒｅｄＧａｒｒｉｅｖｉ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ｋｅ１９３４—１９９８）。

施尼特凯早年在维也纳学习钢琴，１９５８年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

后又继续在音乐学院的戈鲁别夫（Ｇｏｌｕｂｅｖ）教授的研究生班上攻读硕士

学位。１９６１年毕业即任教于该院，教授配器法、总谱读法、复调与作曲，

直至ｌ９７２年。与此同时，他还在莫斯科电子音乐实验 室 工 作。１９８０年

受聘于维也纳高等音乐学校任客籍教授，后侨居德国。

施尼特凯的创作通常采用“复合风格”（Ｐｏｌｙ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这 是 一 种 兼

容了十二音序列原则和调性中心的创作手法，特别有趣的是，他还经常

把有调性与无调性的音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处理。他的创作多半为器

乐体裁，构思宏伟、深刻感人。在乐队写作上，他强调分部细致、重叠交

错，形成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而且偏爱在参与的声部中进行对话及竞奏，

有时还采用一种繁复的装饰手法。他的创作总体来看具有鲜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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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１９６２ 年 前，主 要 从 事 于 声 乐、合 唱 及 标 题 性 器 乐 曲 的 创 作；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则转向于纯音乐器乐作品的创作，而且由此形成了独特

的自我 创 作 的 风 格；１９６６—１９７２年，追 求 戏 剧 性 对 比 作 品 的 创 作；１９７４
年开始，倾向于室内乐的创作；到１９８０年以后，又重新返回交响乐的创

作。到目前为 止，他 已 创 作 了 大 型 作 品 近 百 部，如：歌 剧《第 十 一 戒 律》

（Ｔｈｅ１１ｔｈ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１９６２）、歌剧《与白痴 共 处 的 生 活》（１９９２）、歌

剧《浮士德》（１９９５）、舞剧《迷宫》（１９７１）、《黄色音响》（１９７４）、清唱剧《长

崎》（１９５８）、《战争与和平之歌》（１９５９）、《自然之声》（１９７２）、３部交响曲、

１０多部协奏曲、６０部电影音乐以及大量的室内乐作品。除此以外，他还

撰写了不少论著，介绍评论有关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普罗柯菲

耶夫、巴托克、韦伯恩、利盖蒂及贝利奥等人的作品，如《论肖斯塔科维奇

〈第四交响曲〉中的乐队复调音乐》、《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作品中器乐声部

写作中的某些 特 征》、《斯 特 拉 文 斯 基 早 期 作 品 中 乐 队 声 部 写 作 中 的 特

点》、《普罗柯菲耶夫乐队写作的特征》、《自相矛盾是斯特拉文斯基音乐

逻辑的一个特征》等。另外还写了一些有关的专著，如《促进和声学的研

究》、《格莱哥里的作品》、《一种原始的观念》等。这些促使他深入研究乐

队音响结构功能的变化、音色的调配以及多样化的装饰手法等，在学术

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他整个创作中，协奏曲似乎占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地位。他曾写过

４部小提琴协奏曲，５部大协奏曲，２部大提琴协奏曲，１部钢琴协奏曲，１
部钢琴四手联弹协奏曲，１部双簧管、竖琴与弦乐的协奏曲，１部钢琴与

室内乐队的音乐以及ｌ部中提琴协奏曲。

在这些协奏曲中，《中提琴协奏曲》别具一格，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

这是受苏俄当代杰出的中提琴家巴什梅特（ＢａｓｈｍｅｔＹｕｒｉ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ｃｈ，

１９５３—　）的委托，完成于１９８５年７月２日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从巴

什梅特那里获得灵感，同时也是奉献给巴什梅特的。巴什梅特实在令人

钦佩，他１９７６年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同年获得慕尼黑国际比赛的第

一名。１９７８年完成该院的研究生院的学业，立即受聘于该院，成为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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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同时还被聘为莫斯科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有

些作曲家如 Ａ·Ｂ·柴可夫斯基及戈罗文等都专门写了中提琴作品题赠

给他。与此同 时，他 开 始 了 欧 洲、日 本、美 国 及 澳 大 利 亚 等 地 的 巡 回 演

出，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演奏大师。１９８６年，他又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室内

乐团———“莫斯科独奏音乐团”，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泰晤士报》则称他

为“无疑是世上现有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这部中提琴协奏曲是一部带有沉思性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它的音调

也可说是浪漫主义的，悦耳动听，富于艺术感染力，但此曲异常独特，不

同于他前后创作的几部作品，而带有一些瓦格纳、马勒、贝尔格等人作品

的影响，不过使用的却是当代的音乐语言。作品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

章，广板；第二乐章，甚快板；第三乐章，广板。但是相对 来 说，它 不 仅 是

一部单音色的，而且也是一部单主题的作品，整部作品是由第一乐章发

展而成的。

第一乐章，广板。由中提琴开始演奏的华彩乐段中的一个主题扩展

而成。这主题是由降 ＢＡ降 ＥＣ还原 ＢＥ几个音所构成的，按照德国

的音名法，它们应该读成是 ＢＡ（Ｅ）ＳＣＨＭＥＴ，这就显而易见地可

以看出，是从巴什梅特的名字中衍化出来的。当这个主题出现以后，弦

乐组（非常特殊地，在这部乐曲中，作曲家在用中提琴独奏时，乐队中不

采用小提琴）就悄然退出，让独奏者单独悬在空中，似乎急切地祈求抓到

某些确切的东西。然后出现了一个性格完全相异的新乐思，这乐思似乎

是受马勒早期音乐或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影响而构成的。但不久，这乐

思又转而让位于一种古代宗教咒语式的乐思。这时，整个乐队突然爆发

出一个洪亮而可怕的和弦，这和弦也是由巴什梅特主题的几个音所构成

的，它的音响使人立即想起一种勋伯格及贝尔格作品中的那种可怕的表

现主义的音响。最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简单的古典终止式，它似乎使

人甜蜜地回忆起一个丢失了的天真无瑕的世界。

第二乐章，甚快板。这是一首托卡塔型 的 无 穷 动 的 乐 曲。在 这 里，

主导主题的形象获得了新的、重要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几个不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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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部，其中有一个怪诞的圆舞曲特点的插部作了多次周期性的展示。

而其 中 特 别 引 人 注 目 的 是，一 段 具 有 朴 素 的 三 拍 子 琶 音 伴 奏 的 抒 情 旋

律，使人产生不少美丽的遐想。最后乐曲在强烈的全奏声中结束。

这部作品从整体而言，是拱形结构的。开始的广板，勾 画 出 乐 曲 组

成的基本素 材。第 二 乐 章 是 主 题 的 一 种 展 开，也 是 一 种 破 坏 力 量 的 展

示。第三乐章又是另一个广板。但这次是经过扩展与发展，并且总结了

前两乐章对比性的乐思而构成的。它是融合了再现部、终曲及结尾的几

种功能而展示出来的。在这里，协奏曲的主导主题仍在“扩展”、仍在“歌

唱”。但这时，更出现了一个哀悼性的众赞歌型的新主题，最后甚至出现

了一 种 葬 礼 进 行 曲 的 音 乐，使 整 个 作 品 笼 罩 在 一 种 高 度 悲 剧 的 气 氛 之

中。最后，在均匀的鼓击声中，中提琴有气无力地作了临终前的独白，整

个音乐渐渐消失在太空之中，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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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特雷迪奇的

管弦乐曲《步伐》

　　我常常期望去写一种惊险万状的音乐。

———特雷迪奇

当人类历史进入大工业时代时，巨大的机械力量不可能不在人们的

思想———甚至在艺 术 创 作 中———得 到 反 映。科 学 的 创 造 对 于 人 类 改 造

自然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生活的飞跃都具有无可估量的力量，人们无论如

何不可能再忽视它的存在。因而，在２０世纪的艺术创作中，反映这种现

象的作品并不少见。

单就火车头来说，在不少作家、艺术家以及音乐家的作品中都有所

反映，例如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以及法国文学家古拉的小说、英国画家

托纳的绘画、美国的电影《铁马》、法国作曲家奥涅格的《太平洋２３１号》

中都得到了反映。其实，在音乐中，反映大工业时代的作品就更加突出

了，甚至出现了“机械音乐”（Ｍｕｓｉｑｕｅｄ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ｓ）的名称，像米约的《农

业机械》、莫索洛夫（Ｍｏｓｏｌｏｖ）的《工场》等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但是，

有谁能够想像，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依然有作曲家热衷于巨大机器的

魅力并为此创作了一 系 列 的 作 品：《走 向 调 性 的 进 行 曲》（ＭａｒｃｈｔｏＴｏ

ｎａｌｉｔｙ）、《军队游行》（Ｔａｔｔｏｏ）以及《步伐》（Ｓｔｅｐｓｆｏｒ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这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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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是谁呢？那就是当代美国 著 名 作 曲 家 Ｄ·德 尔·特 雷 迪 奇（Ｄａｖｉｄ

ＤｅｌＴｒｅｄｉｃｉ，１９３８—　）。

他最初是一位 钢 琴 家，１７岁 时 就 与 旧 金 山 交 响 乐 团 合 作 演 出 协 奏

曲，直至１９５８年，他在阿斯本音乐节上，在米约的研讨会上首次发现了

自己对作曲的兴 趣。写 了 第 一 部 作 品———钢 琴 曲《独 自》（Ｓｏｌｉｌｏｇｕｙ）并

从此改变了他的音乐生活。此后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及普林斯顿

大学，随埃尔斯顿、希夫林、塞欣斯、金姆及米约等人学习作曲，１９６４年获

得硕士学位。

毕业后 他 一 直 在 纽 约 城 市 学 院 及 哈 佛 大 学 与 波 士 顿 大 学 任 教。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他被聘任为纽约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音乐是在

复合节奏的音乐中注入了一种变化了的十二音语汇，因此不需要有意去

避免调性。在作品中写上一段高难度技巧的女高音声部成为他创作中

的一个特点。１９６９年，柯普兰曾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首演了他的《龙虾方

格图案》（ＴｈｅＬｏｂｓｔｅｒＱｕａｄｒｉｌ１ｅ），使他在乐坛上崭露头角。１９７６年，他

因独角戏《爱丽丝的结局》（ＦｉｎａｌＡｌｉｃｅ）而蜚声乐坛。１９８０年，他获得了

普立策奖。

８０年代以后，当他开始从事交响音乐创作时，一种巨型机器以不减

速地向前运行的影子始终萦绕着这位作曲家，为此，他创作了三部连续

性的乐队作品：《走向调性的进行曲》、《军队游行》以及《步伐》。

现在我们只谈９０年代创作的《步伐》，按他自己的话说：“《步伐》开

始的第一个和弦就暗示了某种恶狠狠的气氛。我常常期望去写一种惊

险万状的音乐，在音乐上就好像是一位翻谱员不能放下手，从一开始就

有某种东西突然抓住你，使你不得脱身。《步伐》是 一 个 巨 人———凶 猛、

强烈、冷酷无情。”

这部作品是受纽约爱乐乐团及作曲家乐队的委托而创作的，１９９０年

３月８日在爱弗列·弗歇大厅，由梅塔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首演。全曲

是一首单一的拱形乐章，其中分为四个内部相关的段落。

第一段：《巨人的步伐》（ＧｉａｎｔＳｔｅｐｓ）。这 是 一 曲 阴 沉、势 不 可 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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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式进行曲。

第二段：《两个脚步》（ＴｗｏＳｔｅｐｓ）。这是一首广阔、对比分明的令人

激动的舞曲。

第三段：《巨大的巨人步伐》（ＧｉａｎｔＧｉａｎｔＳｔｅｐｓ）。这是高潮性的 再

现部，充满了强烈的动力，而以大乐队的炫技性的写法使它达到了疯狂

的高潮。

第四段：《走下去》（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Ｄｏｗｎ）。这是一首结尾终曲，音乐渐趋

平静，但给人以一种悬而未决之感。

整部作品与其他两部作品一样，都采用了过分的节奏重复，金属摩

擦声的乐队织体以及高分贝的音响，以创造出一种永无休止的运动转化

为能量的幻觉，听起来十分可怕，但又十分迷人。它始终是宽阔而壮丽，

猛烈而沙哑，好似是一个长达半小时的巨大行列。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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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普立策奖的

第一位女作曲家———
兹维莉希与她的《第一交响曲》

　　她的作 品 巧 妙 地 融 合 了 传 统 与 现 代 的 创 作 方

法，这大大丰富了她的创作内涵。

———罗　兰

从音乐人才的性别结构上来看，在一般情况下男女之间似乎并无多

大差异，唯独在作曲方面，这一差异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即便像音乐艺

术较为发达的美国来说，女作曲家依然是凤毛麟角。寻找能与须眉相抗

衡的女作曲家似乎更是缘木求鱼了。但是，１９８３年美国最高的文艺年度

奖，竟在自从１９４３年设立最佳音乐作品奖以来的４０多年中首次颁发给

了一位女作曲家兹维莉希（ＥｌｌｅｎＴａａｆｆｅＺｗｉｌｉｃｈ，１９３９—　），以表彰她于

１９８２年创作的那部三乐章的《第一交响曲》。这实在是美国音乐史上一

件破天荒的大事，似乎标志着女作曲家在作曲领域中的一个挑战信号，

相信会对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兹维莉希的身世是很不平凡的。她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３０日出生于佛罗

里达州的迈阿密。早年，她师从理 查·伯 金（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ｕｒｇｉｎ）和 伊 凡·

加拉米安（ＩｖａｎＧａｌａｍｉａｎ），同时学习钢琴与小提琴，时而还吹奏小号，显

示了较高的音乐天赋，但在乐器上还是主攻小提琴。可是她不满足于演

奏的技艺，１０岁时她就开始尝试作曲，到中学时就能为学校的管乐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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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品了。后来，她考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深造，十分幸运，她在那里受

教于波达（Ｊ．Ｂｏｄａ）教授，并有机会受教于欧洲古老乐派的一位匈牙利大

钢琴家杜赫南尼（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Ｄｏｈｎａｎｙｉ），由此得益匪浅。１９５６年她获得

学士学位，１９６２年获得音乐硕士学位。

为了攻读作曲她又考入美国音乐界 的 最 高 学 府———朱 丽 亚 音 乐 学

院。这次她更加幸运，能够跟随美国当代两位大作曲家卡特（Ｅ．Ｃａｒｔｅｒ）

及塞欣斯（Ｓｅｓｓｉｏｎｓ）学习作曲。名师的指导，使她的才华更显示出光彩。

１９７５年，她终于成为朱丽亚音乐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博士，这标志

着妇女在作曲领域中的一次突破。这一年也是她初露锋芒的一年，１月

３１日，对她颇为赏识的杰出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列兹，亲自指挥朱丽亚

音乐学院的乐队演出了她的乐队作品《论坛》（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这一举动更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接着，她的三乐章的《奏鸣曲》又获得了第２６届维蒂

作曲比赛金奖，更引起了人们对她的关注。但使她真正名扬天下的还是

１９７６年在波士顿举办的国际音乐协会“世界音乐日”上演出她的《弦乐四

重奏１９７４》。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是信手拈来的。为了提高自己的素养，争取

多听演出，兹维莉希曾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在卡内基音乐厅里担任领座

员，为的是有更多机会进行艺术实践、理解乐队音乐的艺术，她也曾在斯

托科夫斯基（ＬｅｏｐｏｌｄＳｔｏｋｏｗｓｋｉ）指挥的美国交响乐团中担任一名小提

琴演奏员。另 外，她 还 从 她 丈 夫 小 提 琴 家 约 瑟 夫 · 兹 维 莉 希（Ｊｏｓｅｐｈ

Ｚｗｉｌｉｃｈ）处得到 了 很 多 支 持。但 十 分 不 幸，她 的 丈 夫 在１９７９年 因 病 逝

世。

她的勤奋使她在２０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不少十分精彩的作品，

其中包括３部交响曲、２部协奏曲、６部室内乐作品以及一些乐队作品、

独奏曲及声乐作品，并且由此而获得了许多荣誉：１９７４年的柯立奇室内

音乐奖，１９８１年的杜赫尼依奖及古根海默奖学金，１９８３年的普立策奖以

及１９８４年的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奖等。作为一位女作曲家能获得如此

多的殊荣，应该说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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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维莉希的这部《第一交响曲》是受美国作曲家乐团及国家艺术捐

赠基金会的委托而创作的。作品气势恢弘，具有大师手笔，是一部感人

至深的乐曲，完成于１９８２年。同年５月５日，由美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冈瑟·舒勒（ＧｕｎｔｈｅｒＳｅｈｕｌｌｅｒ）指 挥 首 演，舆 论 反 响 强 烈，为 此，获 取 了

１９８３年的普立策奖。

兹维莉希的创作有不少的特点。她喜爱谱写气息悠长的旋律线条，

极具动力的节奏，精细入微的乐器组合以及体现技巧的典型器乐语言，

并且经常采用现代的连续变奏手法及传统的旋律再现与形象对比法则，

有时还运用动机来结构大型曲式。因此，她的作品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

现代的创作方法，这大大丰富了她的创作内涵。这种古今结合的手法，

非常适合现代人的欣赏品位及习惯。

同时，这部乐曲体现了她对现代交响乐队的丰富色彩及演奏员的高

度技艺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因此在写作上充分显示了管弦乐队的巨大功

能，这也是这一乐曲的特点。

《第一交响曲》共分三个乐章。

第一乐章的全部音乐都是从开始的１５小节的旋律及和声的内涵中

衍生出来的。在打击乐的一阵沙沙声后，由竖琴伴奏的中提琴奏出了一

个小三度，然后由长笛及大提琴接过去，形成了渐快。这时，形成一个警

句式的乐句，确立了乐曲的速度与音乐的性格。此后就演变成一个持久

不变的快板，最终又回复到一个与开始同样平静的尾声。乐曲中所采用

的和声包括最复杂的和声，都是由三度反复叠置而形成的，乐章的结构

虽是非传统的，但在音程结构的运用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手法，因此

整个音乐听起来与古典传统技法较为接近。

第二乐章是一个由歌曲形成的慢板，全曲以作曲家最喜爱的典型音

响———铃声加以贯穿，其中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颤音琴声部以及一段动

人如歌的大号独奏片段，虽然整个结构较为传统，但音响却十分新颖、轻

盈、动人。

第三乐章具有诙谐曲及终曲的两种功能，以回旋曲的形式创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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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有趣的是她省略了传统回旋曲式中的反复，而采用了继续变奏的

方法加以发展，使乐曲具有很大的动力及丰富的内涵。

这部乐曲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由尼尔逊（Ｊ．Ｎｅｌｓｏｎ）指挥印第安纳波利斯

交响乐团演奏录成ＣＤ，由新世界唱片公司出版，片号为 ＮＷ３３６２。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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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万特纳与他的

《无限的余音》

　　　　　　　　　　来自一个黑暗千年的梦。

———舒万特纳

２０世纪的 音 乐———由 于 作 曲 家 追 求 自 由 展 示 自 我 这 种 思 潮 的 影

响———新颖、独创的创作手法及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层出 不 尽，这 导 致 了

音乐创作一直处于万花筒般的兴衰之中。当勋伯格在２０年代创立了以

序列技巧应用于音高的技法以来，他万万没有料到，由于后继者对序列

技巧兴趣的增长，竟在５０年代出现了一个比他更为精密、严谨的“韦伯

恩时代”，此后，更有人如巴比特（Ｂａｂｂｉｔｔ）、梅西安（Ｍｅｓｓｉａｅｎ）、施托克豪

森（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等，更进一步将序列技巧运用到时值、速度、力度、发音

法及音色上去，构成了整体序列的音乐，并且在６０、７０年代成为一种主

流，这如何能不使人惊叹呢？但是这种纯理性的音乐，由于演奏者要正

确地演奏这类乐曲的难度与日俱增，而对听众来说，由于过分理性化而

更难以接受，因此到了７０年代中期，不少青年作曲家都反叛了严格的序

列风格，而转向于一种更为自由、感性的音乐语言，以寻求自由地展示自

我。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美国作曲家约瑟夫·舒万特纳

（ＪｏｓｅｐｈＳｃｈｗａｎｔｎｅｒ１９４３—　）以 及 他 的 一 部 杰 作：《无 限 的 余 音》（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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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ｔｏｎ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施万特纳出生于美国的芝加哥。在高级中学念书时，他就在学校的

铜管乐队中吹奏大号。此后，他还演奏过民间音乐、爵士乐及古典吉他，

同时进行创作。最初他为中学的爵士乐队改编一些乐曲，此后还写过一

些吉他独奏曲。出于对音乐的爱好，６０年代时，他考入了芝加哥美国音

乐院，随伯纳特·迪特（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ｉｅｔｅｒ）学习作曲，１９６４年毕业。为了深

造又去西北大学随阿伦·斯托特（ＡｌｌｅｎＳｔｏｕｔ）与安东尼·多纳托（Ａｎ

ｔｏｎｉｎＤｏｎａｔｏ）攻读硕士（１９６６年）及博士（１９６８年）学位。１９７０年受聘为

伊斯特曼音乐院的作曲教授。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又担任 圣·路 易斯交响乐

团的驻团作曲家。他还曾得到过不少大奖，如：１９７９年《无限的余音》获

普立策奖、１９８１年《琥珀色的音乐》获肯尼迪中心弗利德曼作曲比赛一等

奖（ＭｕｓｉｃｏｆＡｍｂｅｒ）。

１９７５年以前，这位作曲家也 是 一 位 序 列 风 格 的 作 曲 家。但 到１９７５
年以后，他就放弃了原来的严格序列音乐，而转向于一种更为自由、更为

折衷 的 抒 情 风 格 音 乐 语 言，并 且 运 用 了 印 象 主 义 的 音 响 色 彩 及 更 为 清

晰、明确的调性中心。但他对“音响”早就独有钟情，表现出了强烈的兴

趣，这在６０、７０年代的序列作品中就有所体现。他在某些晚期的序列音

乐像１９７３年的《不朽》（Ｉｎａｅｔｅｒｕｍ）以及１９７４年的《灵丹妙药》（Ｅｌｉｘｉｒ）中

就采用了一些“特殊的音响效果”———以沾湿的指尖去拭水晶玻璃，击锣

后浸入水桶中，用低音提琴的弓去击打马林巴琴及钗等。他对钟声特别

感兴趣，他经常强奏一个和弦然后任其渐渐消逝，借此产生一种击钟的

效果，这真可谓是匠心独运的一招了。

到８０年代，他的作品不论是器乐的还是声乐的，都是从诗篇中获取

灵感的。他在１９７８年创作的这首《无限的余音》，就是根据一篇自己的

诗作而谱成的。原诗如下：

　　来自一个黑暗千年的梦———

九天以外的幻影，

朦胧一片的无数游丝飘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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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恒的航程之中，

沿着远古时代的小径，

穿越了宇宙的苍穹，

去到永恒边缘后面的天外世界。

欢愉的声音回响着

宇宙孩子们失落的梦———

这无限的余音。

作品以一串上行琶音型的奇异铃声开始，丁丁冬冬的响声立即将人

带往一个神秘而充满幻想色彩的世界之中。而这种奇异色彩的音响始

终贯串全曲，丁当之声不绝于耳，即使是木管、铜管乃至弦乐也经常以短

促的音符上蹿下跳，造成一种碰铃的音响，使人沉浸在一种神秘、幻想的

宗教氛围之中，扣人心弦，发人深思。整个乐曲是由一个激动不已的片

断与另一种快速变换的和弦或猛烈碰撞的打击乐片断连续不断地交替

出现构成的，要使人造成一种一幕幕幻影在眼前不断晃动，勾起人们的

幻想自由驰骋。间或，乐队中也出现一些弦乐的高音泛音线条，悬在空

中，这正好似引证了诗人在诗作中描绘的飘浮着的“无数游丝”。既写意

又抒了情，真可谓是绝妙的一笔。最后，乐曲在乐队队员反复不停地咏

唱着“天国圣歌”的歌声中，渐渐消逝，似乎令人真正感受到了“无限的余

音”的神奇景象。

这部作品是受美国作曲家管弦乐团 的 委 约，作 成 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由福斯（Ｌ．Ｆｏｓｓ）指挥该团首演于纽约市爱丽丝·特

里音乐厅，并且获得了１９７９年的普立策奖。日后，由斯拉特金（Ｓｌａｔｋｉｎ）

指挥朱丽亚乐团录成ＣＤ（新世界唱片公司，片号：ＮＷ３８１２）。

原载《音响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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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系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为国内各音乐杂志及人民广播电

台撰写的部分有关２０世纪西欧音乐的作曲家介绍及乐曲解说，以及我

在上海音乐学院讲授《２０世纪音乐名作》时的油印讲义中的个别章节汇

集而成的，其中包括了２０世纪４３位作曲家的５０部作品。

由于２０世纪音乐与传统音乐形成了彻底决裂的态势，以致形成名

目繁多的技法、风格及流派的局面；而且即使是一位作曲家，也经常因时

间的转移，接受其他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不断转变其技法及风格 （例如斯

特拉文斯基、凯奇、施托克豪森、罗奇伯格、彭德雷茨基等），因此很难以

流派及风格对作曲家进行归类叙述。为此，本书乃以作曲家的出生日期

的先后为序而排列，而且大部分采用一人一曲的原则，这样不仅介绍了

作曲家的生平与艺术思想及其一部主要作品，而且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论

述及分析，使读者对一位作曲家的创作特征及风格有切实的了解，从而

使读者能对２０世纪的各类音乐作一初步的浏览。

本书承张志敏、陈明畏、段维拉、魏宜娴、尹吉明等同志大力支持、协

助工作，为我收集、整理文稿，扫描、打印、抄谱、搜集图片等，才使本书得

以顺利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朱　建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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