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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创作

★文，朱晏锋

内容提要

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也是当时俄罗斯乃至世界级的重要钢琴家、指挥家。他共创作了4首钢琴协奏

曲、24首前奏曲，以及歌剧《阿列科》《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等等。他的音乐深受柴科夫斯基的影响，有着浓厚的民族音

乐基础。他的作品不仅旋律丰富，并且擅长史诗式的壮阔的音乐风格，使他的作品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大背景下融合了近现代

的和声技法，使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音乐风格。本文将立足于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着重分析歌剧《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

《吝啬的骑士》与《阿列科》的创作手法与音乐特征，通过介绍歌剧的背景、拉赫玛尼诺夫惯有的创作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

境来分析，已达到与大家分享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创作特点的目的。

关键谰

歌剧音乐特征音乐形象人物性格

1拉赫玛尼诺夫简介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1873—

1943)，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钢琴

家、指挥家，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形式极

为多样，遍布声乐与器乐的各个领域，其中以钢琴作品最

为脍炙人口。拉赫玛尼诺夫一生创作了4首钢琴协奏曲，24

首前奏曲，83首浪漫曲，以及交响诗《死之岛》《交响舞

曲》，钢琴与乐队《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二交响

乐》《音画练习曲》，艺术歌曲《春潮》《丁香花》，歌

剧《阿列科》《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等等。他在浪漫主

义的创作思想和作曲技法基础上，加入“阶梯状”的迂回

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2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特征

2．1继承西欧浪漫派的优良传统

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高产期主要集中在新兴音乐理

念频发的20世纪初，他延续着西欧浪漫主义的传统，

带有鲜明的浪漫派特征，与理查-施特劳斯、马勒等并

肩成为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巨匠。“拉赫玛尼诺夫式”

的浪漫派反对循规蹈矩，提倡创新思维，将高超的演

奏技巧与细腻的音乐表现进行巧妙的结合。西欧浪漫

主义的音乐创作源泉丰富，与文学、诗歌、绘画等文艺

音调，融合近现代的和声技法，扩大和声的表现力，形成 领域联系紧密，作为晚期浪漫派代表的拉赫玛尼诺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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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者简介 朱晏锋(1980一)，沈阳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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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这样多元化的取材方式热衷异常，他的交响诗《死

之岛》，歌剧《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等等都是从非音

乐艺术作品中汲取灵感的产物。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深

受前一辈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诗人普希

金。尽管他的创作版图横跨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音乐

盛行的时代，他却依旧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本色，其创作

的各个阶段所涌现出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均饱含着鲜明的

浪漫主义情怀与创作构思，坚守着浪漫派的最后一块阵

地。拉赫玛尼诺夫总能在作品中迸发出一股力透纸背的

坚韧力量，如浪潮般激荡起我们心灵深处的感悟，引发

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

2．2根植于俄罗斯民族的音乐文化
尽管在后半生离乡背井，漂泊海外，拉赫玛尼诺夫

的民族化核心从未改变，始终围绕俄罗斯本民族的音乐

传统，反映俄罗斯民族的风俗文化与精神风貌。作为19

世纪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后起之秀，他的作品深受强力集团

和柴科夫斯基的影响，带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并将这种情

感与精湛的演奏技巧融会贯通。他的作品旋律悠长，音域

宽广，气势恢宏，深沉中混杂着歌唱，描绘出幅员辽阔、

宏伟壮丽的俄罗斯大自然风光，折射出俄罗斯人民包罗万

象、海纳百川的民族气节，这也是拉赫玛尼诺夫作品能够

耐人寻味、语颇隽永的重要原因。拉赫玛尼诺夫作为俄罗

斯浪漫乐派的代表，将每一部作品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的

民族土壤中，使之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在他创作的《浪漫

曲》中，歌词大量地选用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

托夫的诗歌。只要在思想上能够产生共鸣的俄罗斯文学作

品，他都会选用，并通过音乐创作充分地反映出崇高的爱

国主义以及民族情怀。

2．3抒情化的音乐表现

拉赫玛尼诺夫沉默寡言，含蓄内向，他更加专注于通

过音乐语言来抒发内心最为深刻的情感。他的一生经历了

童年家庭变故的阴霾，年少成名的辉煌，首演失败一蹶不

振的低谷，卷土重来的事业回温，背井离乡的漂泊之苦，

这些五味杂陈的复杂人生经历使他格外注重内在情感的抒

发。拉赫玛尼诺夫特别突出悠长旋律的表现效果，对悲剧

化的主题尤为偏爱，并将它们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引发人

们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拉赫玛尼诺夫一生都徘徊在矛盾

的痛苦之中，他对残酷多变的现实十分不满，与之消极对

立：另一方面，他亦深知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终

归要抛开爱憎好恶生存下去。因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

常常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悲伤与喜悦，阴暗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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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不仅是作曲家个人的内心情感体现，同样也暗含对

人生与人性的辩证思考。

3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创作
拉赫玛尼诺夫一生仅创作了3部歌剧——《阿列科》

(1892)。《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1903)，《吝啬

的骑士》(1 904)，尽管在数量上未能进入多产作曲家

的行列，却依旧能在作品当中体现出其早期和中期的创

作风格以及艺术追求。

《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根据但丁的诗歌《神曲·地

狱篇》之五为脚本创作，讲述了发生在中世纪意大利的一

出爱情悲剧：弗朗切斯卡年轻貌美，父亲出于政治动机把

她许配给里米尼的封建主简乔托为妻。简乔托丑陋无比，

一无是处，他也深谙自身无法与弗兰切斯卡相匹配，于是

乎便让自己的兄弟保罗冒充自己猎得美人芳心，并与之举

行婚礼，没成想弗朗切斯卡竟爱上了保罗，在真相大白后

依旧心念爱人，并与他偷偷幽会；简乔托得知此事后怒不

可遏，在二人浓情蜜意之时将其一并杀害。拉赫玛尼诺夫

创作这部歌剧时刚刚跨入职业生涯的高峰，他并未应时应

景地选择喜剧题材，而是选择了这样一出爱情悲剧，足见

其对悲剧主题的偏爱。在这部歌剧中无处不充斥着预示悲

情结局的音乐元素，即使是男女主人公歌颂爱情、宣誓厮

守的感人时刻，乐队仍旧会在低音部分安排不和谐的音

程出现，以突出强调剧本的基调；在整个剧情的发展过

程中，拉赫玛尼诺夫频繁使用半音级进、根音呈增四关系

的大小七和弦，在不同声音线条的色彩对比中完成情节的

渲染，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间音乐特色。剧中安排两条主

线贯穿整部歌剧的始终：一条代表保罗与弗朗切斯卡对爱

情的坚守，另一条则代表反动势力，封建主简乔托；这两

条主线相互排斥对抗，并每每在剧情出现转折点时应运而

生，拉赫玛尼诺夫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增强戏剧的冲

突感：保罗与弗朗切斯卡的重唱旋律优美抒情，节奏行进

也趋于和缓又铿锵有力，衬托出二人相爱相知的幸福与坚

定：简乔托的每一次出现都被配以突兀不和谐的和弦，旋

律带有剧烈的起伏，伴随着急促与不安，这种情绪在几次

冲突的进行过程中逐渐加重，直至尾声，将悲剧氛围升华

到极致，点明剧情的主旨。

拉赫玛尼诺夫的另一部同时期的作品《吝啬的骑

士》于1906年在莫斯科首演，根据普希金的同名悲剧

改编：阿尔贝尔在生活中挥霍无度，在走投无路的·睛

况下向自己的父亲借钱，岂料竟遭到拒绝，他无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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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将希望寄托于高利贷主。阿尔贝尔好话说尽，对方却

坚持要求他用物品抵债方可，阿尔贝尔告知对方自己已

经一无所有，债主建议他用毒药毒杀自己的父亲，这样

便可继承万贯家财。阿尔贝尔对此极为愤慨，转身离

去。他出身于贵族世家，父亲是被封“骑士”的男爵，

在继承家业的基础上利用权力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进

而成为名噪一时的百万富翁。他对待自己吝啬非常，在

生活上节衣缩食，就连对待独子阿尔贝尔也一毛不拔，

被称为“吝啬的骑士”。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自家城堡

的地下室，面对一只装满黄金的箱子沉醉，恨不得变成

幽灵也要守护这些财宝。阿尔贝尔对父亲的吝啬一无所

知，他找到当地最有名望的公爵，请他劝说父亲改变态

度。公爵应允后和他一同来到男爵的城堡，在书房中劝

说男爵改变初衷，阿尔贝尔在隔壁悄然倾听。不成想，

男爵竟说阿尔贝尔想要谋财害命，阿尔贝尔忍无可忍，

冲进书房与父亲对峙，男爵在激烈的冲突下欲与儿子决

斗，被公爵拦阻，阿尔贝尔被父亲赶出了房间。公爵想

要劝说男爵收敛吝啬的本性，正当此时，男爵发现财宝

箱的钥匙不见了，急促之下大呼： “我的钥匙，我的钥

匙呢?”便猝然倒地而死。在这部歌剧中，拉赫玛尼诺

夫依旧保持了悲剧性戏剧为主导的风格，将大量对比鲜

明、反差巨大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制造阴翳与光明的交

织，乐队的插曲伴奏虽然短小，却意蕴十足，对于推动

情节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依然可以在诸多合唱

与咏叹中轻而易举地捕获到俄罗斯民族音乐语汇的踪

影，那种独特的沉静宽广在浓烈的悲情氛围中被运用得

恰如其分，表达了拉赫玛尼诺夫对拜金主义的讽刺和对

黑暗现实的不满。

尽管这两部歌剧均鉴证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由初出

茅庐迈向成熟，他早期的第一部歌剧《阿列科》依旧是二

者无法逾越的鸿沟。创作《阿列科》时，拉赫玛尼诺夫即

将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他仅用15天就写作完成这部歌

剧，并一举夺得“自由艺术家”金质奖章。该剧在1893年于

莫斯科大剧院首演，成功异常，还获得了柴科夫斯基等音

乐大师的赞誉，这也是拉赫玛尼诺夫由演奏到作曲的转型

之作。

《阿列科》根据普希金的叙事诗《吉普赛们》改编，

讲述了出身贵族的阿列科厌恶当时消沉不堪、纸醉金迷的

社会风气，向往自由洒脱的生活。他加入吉普赛人的生

活体系当中，并与吉普赛姑娘齐穆菲拉相恋，然而齐穆菲

拉却与另一位茨冈青年有染，阿列科得知后，为了维护贵

族的荣誉将他们双双杀害。这部歌剧结构设计十分新颖独

特：没有大量的对白与演唱，篇幅也相对短小，反倒是乐

队演奏占据重要的位置，体现出拉赫玛尼诺夫对于情景衬

托与场次连接的注重。拉赫玛尼诺夫在创作技法方面表现

出卓越的和声编配与管弦配器技巧，这也初步展现出他卓

越的音乐才华。他运用丰富的复调语言，将主人公的心理

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在源源不断的矛盾与对比中直达悲

剧主题。

在引子中，拉赫玛尼诺夫布局精妙，音调由微弱逐

渐走向高潮，并在强有力的七和弦中结束。在奠定全剧

情感基调的同时，恰如其分地调动起观众紧张的情绪，

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一箭双雕。这种作曲方式的运用

在浪漫派作品中较为常见，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拉赫玛

尼诺夫对传统作曲方法的重视。接下来的宣叙调是阿列

科与吉普赛老人的对话，旋律的织体在看似方整的行进

中夹杂一些二度的半音，安静中渗透着一丝丝局促不

安。接下来出场的吉普赛舞蹈是《阿列科》的又一个独

特之处：女人的舞蹈平稳而富于多彩的变化，男人的舞

蹈则沉重单一，刻画出主人公的不同形象特征。音乐在

进行中出现了“阻碍”和弦，进一步将矛盾激化：随之

而至的是齐穆菲拉与茨冈青年的主题旋律，它们在调性

与节奏织体上十分吻合，象征着二人彼此相爱的共识。

摇篮场面是这部歌剧矛盾爆发的开端，阿列科与齐穆菲

拉发生冲突，乐队与主旋律都充斥着矛盾的音符：尽管

和声较为协调，却间隔甚远，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齐

穆菲拉离去后，阿列科独唱一曲抒情的咏叹调《大家都

睡着了》，回忆过往的美好时光。优美而舒缓的三和弦

萦绕在耳畔，衬托回忆的美妙。然而乐队的伴奏与阿列

科的对白突然不约而同地转向忧伤的c小调和弦，悲伤的

情绪愈演愈烈，直达顶点，突出阿列科义愤填膺的心理

特征；在高潮后，旋律逐渐归于平静，在忧伤的基调中

结束，展现主人公的孤独无助。尾声处，齐穆菲拉与茨

冈青年商议私奔时被阿列科发现，二入嘲笑他的可悲，

阿列科盛怒之下刺死了齐穆菲拉的情人，齐穆菲拉失声

痛哭并谴责阿列科，阿列科悲愤交加，将她一并刺死。

拉赫玛尼诺夫在齐穆菲拉与情人的舞蹈中几次插入象征

阿列科的悲伤旋律，并且在二人的舞蹈即将完满收尾时

加入突如其来的激烈对白和改编的伴奏，旋律线条时升

时降，氛围被渲染得紧张异常。最后，结尾以独特的唱

诗班的咏唱音乐结尾，在一切归为尘土的背后附加了阿

列科情感孤独的悲凉。这种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手法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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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在对比中加强了戏剧张力，也反映出拉赫玛

尼诺夫别具匠心的布局构思。

拉赫玛尼诺夫通过《阿列科》的创作进行了多方

面的“初次尝试”，在音乐表现上融合了阴沉与明

朗，这种矛盾对比也是他早年生活经历的倒影：他从

年幼时起就接受严酷的音乐教育，转型后与恩师决

裂，这些经历逐渐形成他内敛含蓄而又略带高贵阴郁

的性格。拉赫玛尼诺夫致力于在作品中展现人真实的

情感抒发与心理描绘，很多音乐形象都掺杂着他丰富

的内心写照：对抗与接受，理想与现实，喜悦与悲

剧：这些连带着痛苦的内心挣扎决定了他歌剧创作戏

剧性与悲剧性交织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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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通过炫技对歌曲意境的准确表达，但是，想要炫出风

格，不仅仅需要演唱者具有高超的演唱技巧、丰富的演唱

情感，更重要的是作曲家对作品的巧妙设计。以《春天的

芭蕾》为例，作曲家将这首花腔歌曲的最高音设计在high

降E，这对于非专业歌者来说实在是“望尘莫及”，着意是

为具备相当高超的演唱技巧的歌者“量身定做”的，不仅

如此，作曲家在一组快速走音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小三

度，并且要求演唱者要稳稳停留在这个高音上同时做强音

处理，此时，演唱者的头脑要清楚地反映每一个音符的歌

唱共鸣位置，还要具有均匀又不失爆发力的气息，才能恰

当、准确地表达出作品的意境和内涵。总之，作曲家的一

切精心“设计”影响着演唱者歌唱技巧、情感的发挥和听

众对作品审美的定义，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在作曲

家的意料之中。

同样，歌剧《魔笛》中《复仇的火焰》这一花腔作

品的创作也是如此，作曲家的精心设计使整首作品充满愤

怒之感，将花腔的艺术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我国著名歌唱

家常思思也因《春天的芭蕾》被大众所熟悉。我不知这两

首作品哪一个更胜一筹，但可以说这两首作品均是中西花

腔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代表着中西花腔艺术各自截然不同

的风格和特点。与以往的中国花腔作品相比，《春天的芭

蕾》无论是音域、音高还是风格特点都更能体现我国民族

花腔艺术的独特性、前沿性。

胡廷江先生创作的《炫境》更是有着“花腔神曲”之

称，全曲皆为花腔，采用无词创作，仅以“啊”、“哈”

贯穿始终，这在我国花腔艺术创作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作

曲家对于伴奏只设计了很少的篇幅，这种设计大大降低

了伴奏对演唱者的辅助作用。所以，无论是音准、情绪

还是对作品的意境渲染，都需要演唱者独立完成，这对于

演唱者来说既是“难点”也是“看点”。与此相似，国外

的《第五元素》也是全曲皆为花腔，但是，作品混入了很

多的电声来营造氛围、辅助演唱，演唱者的独立性与《炫

境》相比相差甚远，在意境上也是略输给了《炫境》。可

以说，《炫境》引领着中国民族声乐花腔艺术的新时尚。

结语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伟大而浩瀚，胡廷江先生创作的这

几首花腔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

而且升华了花腔作品的艺术内涵，将民族性、独特性、旋

律性以及创新性进行了融合，让每一首作品都富于这几种

特性，这是胡氏花腔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将源于国外的花

腔艺术融入我国民族声乐之中，甚至用“花腔”来演绎整

曲，以此弘扬我国民族声乐，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推向国

际舞台，这是胡氏花腔的不懈追求。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

正在与国际接轨，步入世界的舞台，被全世界所认识、了

解和喜爱。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所有作曲家的

追求，而这个追求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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