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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李斯特是

19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及钢琴演奏家之一

，

他一生创作的钢琴作品数量大

、

种类多

。

其中

，

在他的钢琴作品中有三首钢琴协奏曲

，

特别是第三首钢琴协奏曲

《

死之舞

》，

笔者认为这首作品具有非常辉煌的艺术效果

和高难度的钢琴演奏技巧

，

可以说是他钢琴炫技的巅峰之作

，

该作品中对于钢琴技巧的应用甚至超过了他的另外两首钢

琴协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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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

（

1811-1886

）

是匈牙利著名

的钢琴家

、

作曲家

、

指挥家

、

评论家

、

教育

家以及音乐社会活动家

，

被人们誉为

“

钢

琴之王

”。

他与不同时期和国家的多位音

乐家相识相交

。

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荣誉所

包围

，

并受到他朋友中的王室成员和贵族

们的尊敬

,

在他的时代里就近乎于和现在

明星的地位一样

。

一

、

浅谈

《

死之舞

》

创作过程

《

死之舞

》

是一首标题性钢琴协奏曲

，

这是李斯特创作的一种新的协奏曲体裁

类型

。

在这部作品中

，

李斯特将现实主义

的内容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

，

使这首协

奏曲具有了叙事性的特征

。

同时由于作曲

家将视觉艺术融合在这首协奏曲中

，

这就

使协奏曲也具备了强烈的戏剧性因素

。

据

资料记载

，

李斯特在创作这首协奏曲时是

受到的视觉艺术效果来自于霍尔拜因的

木刻画系列

《

死亡之舞

》

和

19

世纪在比萨

的一幅名叫

“

死亡的胜利

”

的壁画的影响

。

关于

《

死亡之舞

》

的首批书籍早在

1530

年就已经印出

。

图像说的是人类经

历生老病死的全部过程

，

任何人都不可避

免死亡

。《

死亡之舞

》———

讲述了死神从地

狱出发

，

来到人世间

，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

教皇君王

、

虔诚的修女修士

、

作恶的强盗

乞丐还是普通的大众老百姓

，

最终都逃不

过被死神所带走的命运

。

这个木刻画系列

所展现的不同表达方式最终都归于一个

相同的结局

，

也就形成了一个主题和多种

表达方式的效果

。

这与李斯特在

《

死之舞

》

中所采用的变奏手法相适应

。

一个主题以

及其变奏手法的应用给李斯特的钢琴协

奏曲

《

死之舞

》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完美效

果

，

但是这种技法在李斯特的其它管弦乐

作品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

。

在

《

死之舞

》

的早期版本中

，

前两个版

本中都是有三个主题

，

而在最终的版本中

（

1864

年

）

作者把第三个主题改成了尾

声

，

这也就改变了这首协奏曲带有

“

故事

性质

”

的结局特点

，

同时也是作曲家当时

思想观念的体现

。

在前两个版本中

《

死之

舞

》

的第三主题体现更多的是作者感情中

善良

、

仁慈的一面

，

然而在第三个版本中

却与之前表现的情感大大相反

。

在第二版

本之后

（

1853

年

）

又过了

11

年

，

李斯特才

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三次修订

。

1864

年

，

在李斯特的女婿汉斯

·

冯

·

彪洛

（

次女柯西

玛的丈夫

）

的要求下

，

李斯特对这部作品

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

但是这次修改

，

内

容不再是偏向于善良

、

积极

，

而是在里面

增加了作曲家更多内心阴暗面的情感的

体现

。

这是因为在李斯特创作

《

死之舞

》

第

三个版本的这十一年之间

，

他的身边发生

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

这些不幸给李斯特造

成了很大的打击和痛苦

：

1.

他对于在魏玛

的美好憧憬破灭了

，

魏玛公众对于卡罗琳

在没有离婚的前提下就与李斯特同居表

现出了强烈的敌视

，

导致卡罗琳最后离开

了魏玛

；

2.

由于次女柯西玛的原因

，

李斯

特和他的好友瓦格纳之间的感情发生了

变化

；

3.

他全力以赴的的演出并不是全部

都成功的

，

一些李斯特的嫉妒者对他的奢

华演出进行了攻击和诽谤

；

4.

同年

10

月

他的儿子丹尼尔在柏林去世

，

白发人送黑

发人

，

丧子之痛也给李斯特带去了非常沉

重的打击

。

在经历这一系列的事件后

，

李

斯特的内心的情感起伏更加的剧烈

，

对于

这首标题协奏曲的认知更加深刻

。

第三次

修改作曲家将其内心愤怒

、

悲痛的情绪淋

漓尽致的展现在了作品当中

。

最终在

1865

年由汉斯

·

冯

·

彪罗首演

，

并最终以

《

死之舞

》

的名称出版

。

二

、《

死之舞

》

的创作特点

（

一

）

钢琴协奏曲

《

死之舞

》

在结构形

式上与李斯特的前两首协奏曲完全不同

。

李斯特的这首标题协奏曲是由三个部分

组成的

。

第一个部分由一个主题和五个边

变奏组成

；

第二个部分采用了另一个主

题

，

也运用了变奏手法加以处理

；

第三个

部分是尾声

。

其中修改的地方有

4

个方

面

：

第一

，

李斯特为乐曲的开始部分重新

配器

，

除了定音鼓和长号

，

还加入了单簧

管

、

巴松

、

中提琴

、

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

；

其次

，

在音乐中加入了尔莫斯的减三和旋

动机

，

就是所谓的

“

魔鬼音乐

”（

diabolus

musicae

）；

第三

，

作品中增加了内心的负

面情绪

，

代替了原来善良仁慈的一面

；

第

四

，

重写了

“

尾声

”，

增强了尾声邪恶的特

性

，

对于全曲邪恶动机的加强

，

使全曲更

像倾向于恶魔的特性

。

（

二

）

李斯特对钢琴的演奏技巧方面

也进行了很多创新和改变

：

如在单声部的

旋律进行中

，

为了使得音乐的旋律效果听

上去更加的丰满

，

他在旋律的上方和下方

再加上一个声部

；

再如用双手和旋交替的

形式来演奏上下行进的音型

；

李斯特还创

作出了在短时间内跨越尽可能多的音域

的技巧并且使之成功地运用在钢琴演奏

当中

。

这些使得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

《

死

之舞

》

在炫技性方面尤为突出

。

（

三

）

在借鉴了韦伯

、

舒伯特等人的创

作后

，

李斯特创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

法

，

我们将这一技法称为

“

主题变形

”。

李

斯特将

“

主题变形

”

手法贯穿全曲

，

使之成

为全曲的灵魂

，

并将作品串联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

。

这样做使得作品在炫技性的基础

上又具备了丰富的交响性效果

。

三

、

结语

李斯特的一生都在探求一种独特的

音乐构建方

，

他在钢琴的演奏技巧方面作

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

通过对李斯特钢琴

协奏曲

《

死之舞

》

的创作过程及创作特点

的简要分析

，

笔者认为

《

死之舞

》

作为李斯

特三首协奏曲之一

，

具有较高的钢琴技巧

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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