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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性主义是欧洲重要的一个哲学派别, 它对欧洲的各个社会层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洛克晚期, 在理性

主义的推动下, 音乐本体因素、乐器制作、及音乐家的创作等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巴洛克晚期的器乐音乐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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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音乐开篇以来,音乐的两大门类 � � � 器乐音乐与

声乐音乐沿着各自的历史轨迹发展。在不同的断代史内,由

于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二者所处的历史地位各

异。

古希腊时期 (公元前 11~ 9世纪 ),政治开明、思想自由,

器乐音乐与声乐音乐水乳交融、竞相绽放。但受音乐伦理功

能学说的影响, 部分器乐音乐在哲学家眼里被认为容易导致

道德缺失。中世纪 (公元 476年 ~ 15世纪 ) , 基督教神学思

想占据统治地位, 一切为上帝服务。声乐音乐作为礼拜的重

要手段地位显赫, 而器乐音乐与心神迷乱、灵魂玷污相联系

而被禁止。文艺复兴时期 ( 1430~ 1600年 ) , 人文主义思潮

复兴, 音乐作为反映人性、描摹自然、表情达意的手段而从教

堂走向社会, 器乐音乐得以摆脱声乐的附庸地位, 逐步走向

独立发展的道路。巴洛克时期 ( 1600~ 1750年 ) , 自然科学

的进步, 审美观念的世俗化, 使器乐音乐得到了迅猛发展。

发展到巴洛克晚期 ( 1690~ 1750年 ), 也就是 18世纪的前 50

年, 器乐音乐的地位已超越声乐艺术, 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

义达到一个高峰。

其实, 巴洛克晚期器乐音乐地位的改变不是偶然的, 它

既是音乐本体向前发展的趋势所在,也是巴洛克时期特定历

史文化决定的, 特别是与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在理论上构成了差异较大的两大哲学流派, 一派是

以英国哲学家为主的所谓  经验主义!, 另一派则以欧陆哲学

家为主的所谓  理性主义!。前者由弗兰西斯培根肇始, 由霍

布斯承继, 而至洛克加以了系统化的论证。休谟则将这一理

论推到了极端。后者由笛卡尔首创,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是后起的重要代表。[ 1]前者主张熟悉源自经验, 感觉经验比

理性知识更可靠, 熟悉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及其中的实在事

物, 熟悉主体是人, 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后者主张, 熟悉源

自天赋观念, 理性知识比感觉经验更可靠, 熟悉对象是精神

性的东西, 熟悉主体是不依靠于身体的精神实体的心灵, 真

理的标准是主观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成就了哲学

的发展。[ 2]

这一时期的伟大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高

举理性主义的旗帜, 崇尚理性、推崇科学。笛卡尔  我思故我

在!反映的认识论是任何事物只有通过理性判断才是可信

的、科学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伽利略、哥白尼以一个个确

凿的事实证明理性的力量, 击穿宗教的谎言。数学、物理学、

几何学、天文学得到认可逐渐推广, 帮助人们掌握大自然的

规律、生命的真相,人类生活从盲目混沌走向自我肯定。

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理性主义的新观念和划时代的成

就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的音

乐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器乐音乐,

经过一系列的创新后,最终占据了巴洛克晚期音乐历史的舞

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 理性主义与平均律的产生

早在 16世纪就有不少理论家系统阐述过十二平均律理

论, 并在琉特琴、维奥尔等有品位的乐器上采用过, 17世纪

30年代, 意大利人弗雷斯科巴尔迪及他的学生也在键盘乐器

上相继进行了试验运用。

到了巴洛克时期,键盘乐器的创作和演奏有了很大的发

展, 但是键盘乐器的调音却遇到了难题。当人们按照古希腊

毕达哥拉斯乐律规则为键盘乐器调律时, 可以调出规范的音

响, 但是演奏升降号较多的乐曲时, 转调却出现了困难。为

了避免这个矛盾, 必须找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调律律制。人

们理性地发现, 在一个八度内平均地分散开所有的音程关

系, 就可以避免转调中的矛盾。由于这时科学的发展, 人们

可以借助各种科学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 成熟的平均

律应运而生了。平均律规范了和声的效果, 完善了大小调体

系, 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 到 19世纪,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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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欧洲音乐通用的标准律制。当然, 平均律的产生和广

泛应用, 对于巴洛克晚期键盘乐器及其它器乐的创作和演奏

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 理性主义与功能和声

这一时期功能和声理论的建立是理性思维的结晶, 它直

接促进了器乐音乐的发展。和声理论早已存在,文艺复兴时

期, 扎尔林诺∀和声规范#对和声的实践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

梳理。扎尔林诺认为真理的准绳是自然, 音乐的谐和应基于

物理意义上的  泛音列!, 从数理的角度寻找和声, 音乐的写

作和理解应遵循人自身的审美属性。巴洛克以来, 和声实践

司空见惯, 通奏低音的使用成为器乐音乐作曲的规范。但

是, 拉莫将和声的功能体系第一次系统化、逻辑化, 他是现代

和声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他意识到音乐音响并不是头

脑中虚无的意识显现 ,它的物理材料与世界上发声的物理材

料本质是一致的。音乐作品应建立于自然音响和人的听觉

基础之上, 脱离二者的音乐将失去它自身的存在意义。他把

和弦归结为几种基本形式: 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 初步

确立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而构成了功能和声的雏形。

尽管在当时它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认为和声化的音乐脱离人

的审美愉悦, 把感性的音乐数理化、程式化而陷音乐于抽象、

机械。但是, 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西方音乐历史的轨迹正

是沿着和声演进而发展。从这一点上,拉莫居功至伟。

功能和声迅速在器乐作品中得以实践, 它不再像巴洛克

早期通奏低音那样仅仅是声部的基础, 作用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和声成为构成旋律的主导因素。如多∃ 斯卡拉蒂著

名的∀D大调奏鸣曲#K119。作品旋律以分解和弦构成,配以

柱式和弦的段落, 整体上显得协调均衡, 旋律清晰流畅, 声部

和谐丰满。另一方面, 功能和声决定作品内横向的逻辑线,

从而结构全曲。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前奏曲第

一首, 整首作品以分解和弦构成, 其声部的横向运动以功能

和声为逻辑依据, 作品体现出由协和到不协和再回归协和的

运动轨迹, 结构上紧凑、内容上统一。甚至, 复调音乐也采用

和声化的对位, 如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赋格。理

性化的功能和声使作品内在统一、结构规范, 预示着主调音

乐的未来。丰富细腻的和声色彩, 自然清新的旋律线条, 极

大的满足了受众的审美需求。

三 � 理性主义与乐器改进、器乐体裁

崇尚理性意味着崇尚科学,而此时乐器的改进正是得益

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巴洛克时期虽然仍然专制主义横行,但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渗入社会生活, 改变了人们的审美

观念, 科学日益深入人心,在实践哲学的强大威力下, 经院哲

学逐渐退入教堂, 偏安一隅。

乐器借助科技力量迅速发展。现代钢琴在此时由意大

利乐器制造家克里斯托福里根据古钢琴改制而成。适中的

音量, 圆润的音色,明显的强弱变化,大大改善了钢琴的表现

性能, 为作曲家的作曲和演奏家的表演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钢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从教堂走向普通大众, 音乐会、器

乐沙龙、家庭演奏是它新的舞台, 成为该时期人们音乐生活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钢琴的发展也促进了十二平均律的运

用。 1691年,管风琴家安德列斯∃ 魏尔克迈斯特首次提出平

均律实际运用的可能性,德国作曲家马泰松最早用二十四个

大小调作曲, 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用钢琴证明了十二

平均律的合理性, 为它在西方音乐中的运用奠定了基调。小

提琴的制造越来越完善, 一在形制上予以改进, 如音孔由原

来的 c孔改为 f孔, 侧板变薄等; 二在工艺水平上更高, 如油

漆、共弦的质量。乐器的改进推动着器乐音乐的发展, 众多

器乐体裁逐步成型,如奏鸣曲、协奏曲, 巴洛克晚期的几位艺

术大师都奉献出精美的经典之作, 为奏鸣曲、协奏曲在古典

时期的高峰作出铺垫。组曲、复调体裁的赋格更是达到历史

的顶峰。

经过一系列的革新,巴洛克晚期器乐音乐的地位得到前

所未有的提高 ,在该时期众多音乐大师, 如拉莫、多米尼科∃

斯卡拉蒂、亨德尔、巴赫等的艺术作品之中, 我们会发现: 拉

莫除了∀和声学#音乐理论的历史贡献之外, 不能忽视的是他

的五十三首羽管键琴作品,作品极力突破乐器表情和演奏技

法。多米尼科∃ 斯卡拉蒂尽管写作为数不少的声乐作品如

歌剧、清唱剧、康塔塔, 但他以键盘奏鸣曲而著称; 留给后人

最深印象的是他作品中流畅的琶音演奏, 创造性的双手交叉

演奏, 新奇大胆的音响效果。亨德尔虽然在清唱剧方面具有

很高成就, 但晚期的两部一流器乐作品 ∀水上音乐 #、∀皇家

焰火音乐#,精彩绝伦。至于巴赫, 更是代表了这一时期音乐

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西方音乐史上是不可或缺的; 巴赫的音

乐作品被称为音乐宝库, 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世人皆知; 其

中, 器乐音乐占绝大部分。最具代表的是 ∀平均律钢琴曲

集#,包括前奏曲和赋格各二十四首 ,前奏曲精细的和声处理

为功能和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十四个调上的自由转换证

明了把一个八度分成十二等份的合理性; 因其产生的巨大影

响而赢得  钢琴家的∀旧约全书# !赞誉。∀勃兰登堡协奏曲#

的艺术价值被认为是大协奏曲的最后高峰。

由此可见 ,巴洛克晚期器乐音乐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已然超越此时的声乐艺术,在西方音乐史中也占据了更为重

要的位置。这一改变与巴洛克理性哲学密不可分, 它是理性

思维的结晶,是意识形态在音乐上的反映。从此, 功能和声、

大小调调性理论和奏鸣曲、协奏曲体裁引领西方器乐音乐的

发展, 并在古典主义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那里绽放出

更加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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