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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浪漫主义作曲家肖邦的四首钢琴叙事曲是众多叙

事曲的菁华之作。他极大地拓展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从而使
叙事曲成为浪漫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本文探讨

影响肖邦创作钢琴叙事曲的因素和创作的几个方面．细致分

析了他将自由复杂的传统曲式结构同叙事曲进行了巧妙的结

合的特征。同时又将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形式与作品的内涵

紧密联系，以及对后期音乐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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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邦叙事曲中，虽然并没有像其他的浪漫主义时期的

作曲家那样在作品中标记有关作品内容的文字记载或标题．

但是对有关他的一些研究，在肖邦的四首钢琴叙事曲中都带
有他的一些明显的作品内容的标题性和音乐创作特征。在肖

邦给舒曼的书信中就讲到，他的叙事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

对一些叙事抒情长诗的阅读之后产生创作动机而产生的。一

般结论认为：他的《g小调叙事曲》所表现的内容与波兰爱国主

义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叙事长诗《康拉德·瓦伦罗德》有密切关
系；《F大调叙事曲》则是他阅读了密茨凯维支所创作的有关立

陶宛古代叙事长诗《斯维苔茨湖》后所作的；《降A大调叙事曲》

则被认为与密茨凯维支的另一首有关斯维苔茨湖的叙事长诗

有关，也有人认为是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涅德叙事抒情长

诗《罗列莱》的内容相关；《f，J、调叙事曲》虽然至今没有相关定
论，但从内容上看，标题性的内容相差不大。以上发现肖邦钢

琴叙事曲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与标题性叙事抒情长诗有着一

定的联系。从作品的创作表现来看无疑是来自含有具体内容
的创作题材。

第一叙事曲<g小调叙事曲)(Op23)肖邦创作于1830年。但

直到1836年才出版，是根据密茨凯维支的诗《康拉德·瓦连罗
德》所描写的内容而写的。《康拉德·瓦连罗德》是一首表现英

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和悲剧性的长诗。在

这首叙事曲中，作者并没有用音乐来描述具体情节。而是从总
的构思出发，选取若干典型的形象来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

义的思想。

首先他以从容、慷慨的宣叙调创作了一个静穆宽广的深

沉悲伤的叹息般引子，就像讲故事老人的开场白，接着出现
一个安详而略带忧虑的主题，仿佛回忆和讲述一个遥远的故

事。第二主题是舒展明朗的。让人感受到瓦连罗德明白身世

后的感慨心情。展开部使用了主副部的主题。但作了深入发

展，使第一主题加强了不稳定性和悲剧性的气氛。第二主题

又以丰富的音响，浓密的和弦，铿锵的节奏。显示出刚毅豪迈
的英雄气概。两个主题在展开部里得到了升华。再现部采用

了倒装的形式，乐曲的结尾很长，急板刚毅丰满的和弦，上下

翻滚的音型，怒潮般音阶式经过句。低音区丧葬进行曲一般

的和弦节奏与第一主题短暂而悲壮的回响．急剧增强的音量

和连音符动荡不安的大段下行，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把音
乐推向了具有强烈悲剧性的高潮。象征着瓦连罗德为国壮烈

捐躯的英雄气概。肖邦的写作采用了奏呜曲式．但处理得非

常自由。肖邦用音乐同样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

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有人说史诗性的气概爱

国主义的精神和悲剧性的形象，是第一叙事曲和《康拉德·瓦
连罗德》所共有的。

肖邦创作第一叙事曲的时间，正好经历了华沙起义失败．
这一历史时期有人说肖邦的创作受到了这一悲剧性事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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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所以第一叙事曲所具有的英雄气概悲剧性形象和爱国主

义热情恐怕就不仅仅只是《康拉德·瓦伦罗德》所给的启发。而
是像肖邦在这一时期的其它作品一样，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人

民英勇斗争的精神以及华沙起义失败对他的打击等等，恐怕

才是这一叙事曲的真正内容之所在。

第二叙事曲<F大调叙事曲》IOp38)创作予1838年12月。这
是肖邦和乔治·桑去玛约喀海岛旅行时。住在伐尔得莫萨修道

院里写的。这是肖邦钢琴叙事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标题性作品。

作曲家一开始先刻画了一个牧歌式的音乐段落。其音乐旋律

细致地描绘了一幅远古时期悠扬的大自然风光的画面。和谐
的音响似乎在向我们诉说古代立陶宛的悠久民族里程。但是．

在随后的音乐瞬间再现了当时外族的侵略。惊慌不安的急速

快板与不协和的印象破坏了先前的音乐情调与气氛。经过殊

死的搏斗和向上帝的祈祷，城池最终被洪水淹没成斯维苔茨

湖。而当牧歌的音乐再次已犹豫不安的情绪出现之后．则表现
出在经过许多年代之后，立陶宛民族的后裔在湖水边寻找着

传说中的遗迹。音乐中充满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命运的

迷茫。在整个音乐的结尾。原先那个牧歌式的音乐主题虽然得

到再现，但已不像开始那样抒情与和谐。而是充满了哀怨与无
助的叙述。最终在冥冥之中缓缓结束。

肖邦的第二叙事曲，也有人们推测是受了密茨凯维支的

诗《魔湖》的启发和影响而创作的。肖邦没有采用引子。而是直

接进入了呈示部第一主题。这个主题明朗、清新、优美、淳朴．

具有田园风味。肖邦在这里可能借鉴了波兰歌曲的形式，使用

了带有扩大性的起承转合的结构。第二主题来势汹涌，惊心动
魄，调性连续向上方小三度转移，音乐动荡不安。具有浓郁的

戏剧性。展开部是第一主题的深入发展。再现部的第一主题在

调性上和声上作了大的变化，第二主题使调性进入到了ad,

调，由此通向悲剧性的尾声。第二叙事曲是四首叙事曲中标题
性和描写性最鲜明的一首，舒曼曾评论说：“一个诗人可以很

容易为它们填上歌词。”

第三叙事曲《降A大调叙事曲>(0p47)是1841年创作的。

这一年肖邦在乔治·桑的别墅诺安避暑。在这个环境幽静的

庄园，肖邦完成了这部作品。据人们推测第三叙事曲是肖邦

根据密茨凯维支的诗《女水妖》所描述的内容而创作的。在这
一时期来自祖国凶多吉少的消息，以及肺病对他的折磨。使

他常常感到痛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反而使他的创

作生命力更加强盛，从而达到了他一生创作的顶峰。在第三
叙事曲中我们能够足以感受到这一点。第三叙事曲所讲述的

是感情生活和田园生活的故事，其精神就像是一首生命的凯

歌，它表现了光明战胜黑暗，生命战胜死亡的戏剧性主题．其

结局是灿烂辉煌的。在结构上肖邦采用了回旋曲式与奏鸣曲
式综合的形式。

第四叙事曲<f，J、调叙事曲>(0p52)大约创作于1842年。这
一时期由于繁重的钢琴教学和疾病的侵扰．肖邦几乎没有多

少时间进行创作。对祖国和故乡亲人的怀念。使他感到孤独忧

郁和悲愤，但他的创作生命力仍然那么富有朝气。丝毫没有迟

暮之感。肖邦后期的创作在音乐性上有深度发展，较多使用了
一些复调的手法，第四叙事曲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

的作品。这在其它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第四叙事曲有人认为．

是受密茨凯维支的诗《三个布德力斯》的影响而写的。在内容

感情方面，则又出现了悲壮热情和英雄的气概。各个主题以抒
情为主，互相间没有形成戏剧性的对比与冲突。富于诗意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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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塞尚的疑惑》

邱莉莉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江苏无锡214000)

塞尚是梅洛·庞蒂最为关心的艺术界人物之一，在《塞尚

的疑惑》这篇文章中，梅洛·庞蒂以充满艺术韵味的笔调讨论

了绘画与知觉经验的关系。可以说，梅洛·庞蒂通过塞尚的绘

画找到了《知觉现象学》的“艺术版”。

首先，梅洛·庞蒂从塞尚的生平人手，以一种弗洛伊德式

的解读方式试图找出塞尚的绘画技法和表现风格的来源以及

他作晶的成就和意义。塞尚羞怯、多疑、善感、易怒、消沉、不

安、惶惑。缺乏与人灵活应变的交往能力，对新出现的情况无

能为力．总是企图逃遁到日常习惯与一个提不出问题来的环

境中去，硬性的把理论语实践、把受“束缚”与孤独的自由对立

起来。所有这些症候，这些病态气质，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类精

神分裂症。正是这种病态与衰弱让塞尚产生要画一种“基于自

然”的画的念头。他对自然、对色彩的极端重视，对可见世界的

深信不疑，以及他绘画的非人性化特征，都可以看作他对人的

世界的一种逃避方式。是他的人性异化的表现。

但是从生活出发，并不能给塞尚的作品定义。因为这种推

论无疑只会得出他的绘画表现的是一种颓废现象．一种病态

等等类似的结论。而这与塞尚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成就明显不

符。在让一吕克·夏吕姆的《解读艺术》中有一章是“弗洛伊德

理论在塞尚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说“弗洛伊德不能够将他

的审美理论用于塞尚的作品．他只能够在塞尚主义的变革前

面保持感性的敏锐度．他坚持要把所有的作品都看作是藏有

某项秘密的，必须要寻找一种关联的形式(就像掠夺者的幻象

一样)。因为对他来说，图像已经丧失了其地位、被遮掩并缺乏

表现。⋯⋯弗洛伊德的物质概念对于塞尚以后所有的绘画都

不起作用。”①

所以。梅洛·庞蒂接下来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塞尚的作

品。塞尚早期的作品描绘梦境、幻想、情欲以及浪漫冲动。多以

粗线条勾勒。注重表现作品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其可见外表。

1872年。塞尚与毕沙罗一起画画，他开始面对自然画他看见和

感觉到的东西。此肘绘画在他看来不再是想象的情景体现和

梦境的外在投射。而是对形象的精确研究。所以在这一时期。

塞尚成了面对自然以细腻的笔触和异常细致的晕线捕捉色光

变化的印象主义者。

但是很快，塞尚就不满足于印象主义对自然变化外表的

瞬间感觉经验，他认为这只是感受的肤浅现象。印象画派的画

面只是还原了一种印象的总体真实，而画面不再逐点地与实

物相对应。塞尚作品与印象画派作品的差别在于。在塞尚的作

品中，物体不再被反射光所覆盖，不再消失在它与空气及其他

物体的关系当中．它好像从内部被暗中照亮了，光线从物体上

面自己放射出来。由此造成了固体性与物质性的印象。

塞尚希望回到物体。他在1879年离开了印象派，他要为印

象派找回自然的深度，这深度曾经在古典作品中体现为“坚固

与持久”的东西。他发现古典大师普桑——十七世纪笛卡尔理
性主义哲学在绘画艺术中的体现者．画中那种严谨的建筑性

结构形式，正是要为印象派所要寻找的东西。但对于这些东西

的古典法则而言。即一幅画要求由轮廓、结构及光线的分布来

界定．塞尚却认为他们只是“用想象和伴随想象的抽象化来取

乐好像已经与心里感情状态融化为一体。同时也表现了忧郁、

倾诉、沉思般的回忆和期望，而这些情绪又都显得非常的克

制、内在。这可能是和肖邦坎坷、艰辛、曲折的人生经历有一定
的关系。肖邦个人爱情的挫折。怀念遥远家乡的忧思和祖国遭

受灾难对他的打击．对肖邦成熟期的作品尤其是悲剧性的作

品打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在肖邦叙事曲中的反映是比较突出

的。第四叙事曲在结构上，采用的是奏鸣曲式，但同时又吸收
了变奏曲和回旋曲式等多种结构形式，从而使作品的结构显

得灵活自由。乐曲开始也使用了开场白式的引子，然后进入主

部主题。这是一个含有抒情歌曲因素、圆舞曲因素和语言音调
因素的倾诉悲伤的综合性主题。副部主题也是抒情歌唱性的，

但色彩明朗、旋律流畅、和声柔和，与主部形成对比。展开部像

是一个即兴式的插部。即兴演奏的因素和华丽的技术成份占

具了优势．在这里肖邦选用了主部主题的材料进行发展，并多
次应用乐句乐节和动机的摸进反复，使结构和调性愈来愈不

稳定，这种手法则又非常类似传统奏鸣曲式中展开部的原则。

进入再现部时，引子再次出现．并出现了“假再现”。肖邦在这

里使用了严格的复调卡农手法。最后再现部中的副部和结束

部紧密结合，组成一体，做了一个长长的渐强，将全曲推向声
势浩大的高潮尾声．掀起了一个暴风雨般的悲剧性的热潮。其

中，暗淡的色彩。恐怖的气氛。威猛的力量和惊惶不安的情绪

交织成一幅惊涛骇浪的图画。总之，第四叙事曲体现了肖邦后
期的创作特征，悲剧性表现是内在的，但又不是悲观绝望，而

是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概和爱国主义的热情。

结语：

肖邦创新的叙事曲没有离开前人，但也没有死守陈规，而

是继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在创作上，肖邦既能尊重古典传

统，研究和吸收前人有益的东西。同时，又能大胆创新，开拓新
的形式．从而形成他自己独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易于识别，不

易混同。别人又难得模仿。从这四首钢琴叙事曲的内容上来

看，其中既有生动活现的现实世界，又有感人至深的内容活
动：既有奔腾流畅的情感宣泄。又有丝丝入扣的点滴情思。而

从形式上来讲。这些作品既有完美经典的传统风格，又有独具

匠心的大胆创新：既有完美规范的外貌形式，又有标新立异的

探索追求。综上所述。肖邦的叙事曲完全是一种独创与探索，
它无论是在内容精神的表现方面，还是在曲式结构和声织体

的形式技法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他的

四首钢琴叙事曲也成为今天器乐独奏中的经典之作。其史诗
性、戏剧性与交响性的特点赋予了叙事曲全新的意义，同时也

对19世纪以至20世纪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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