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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表演中的美学原则体现在作品的本身和音乐表演的过程。歌曲《阿玛丽莉 》是美声学派的经典作品。

这首歌曲的美学原则反映在它的作品和表演上 ,都体现了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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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

他的《美学 》中说道 :“音乐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情

感 ,灵魂中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

高采烈 ;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病苦和惆

怅等 , 及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

特殊领域。”[ 1 ]由此可见音乐是最贴近生活 ,最善于表现情感

的艺术。音乐对人类情感的表现 , 不仅仅是靠作曲家的曲

谱 , 更直观的是表演 , 所以又说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 , 在表

现方式上与非表演艺术是有很大区别的。众所周知 , 画家

完成一副作品 ,不需要任何媒介就可供人观赏 ; 文学家的文

学作品或诗词也可直接供人赏析 , 但音乐这种表演艺术 , 如

果没有通过表演这个环节 , 除了极少数专业的音乐家以外 ,

大部分人很难通过乐谱而产生音乐的美感。由此可见 , 音

乐表演是音乐传播和欣赏必不可少的手段 , 在音乐表演中 ,

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是美学原则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笔

者通过对艺术歌曲《阿玛丽莉 》表演的分析 ,来阐述本人对此

原则的理解。

一 　《阿玛丽莉 》歌曲创作背景

这首歌曲是 17、18世纪的古咏叹调。歌曲的歌词内容

大多描写了当时的时代内容 ,大胆地歌颂爱情和赞美自然。

虽然也有关于宗教文献的表现 ,但主要表现的已不再是

“神 ”,而是“人 ”自己内心的独白或忏悔。它亦有绝望、叹息

和对于死的恐惧 ,尽管如此 ,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洋溢

着强烈的对生活的热爱。同时 ,进步的因素亦表现在音乐的

形式方面 ,由于冲破了教会对于音乐的垄断 ,吸收了很多民

歌 ,丰富了音乐的创作 ,另一方面 ,由于宣叙调的创始而产生

了歌剧 ,更发展了声乐的艺术与创作。[ 2 ]

美声唱法的产生可以说是歌剧的产物 ,是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物。它是适应为演唱当时所创作的宣叙

调和抒情性音乐剧而出现的。“美声 ”不仅是一种歌唱的技

巧、一种演唱的风格 ,而且是一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思想的

体现。古意大利美声学派 ,首先应该看做是一个文艺思想、

艺术理想的学派 ,然后才视为歌唱学派。

被视为美声歌唱创始人的卡契尼于 1602年出版了声乐

曲集《新音乐 》,并对前人和当时的一些音乐现象 ,如随意更

改作曲家的作品 ,复调音乐的滥用等行为进行了批判。要创

造出新的单声部音乐。这就出现了《阿玛丽莉 》(Amarilli)这

首作品 ,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意图。这首作品则成了美声学派

的经典作品。[ 3 ]

二 　《阿玛丽莉 》作品中的美学原则

《阿玛丽莉 》这首歌曲的美学原则反映在它的歌词内容

具有并不脱离当时的时代内容的真实性。歌曲大胆地歌颂

爱情 ,表达了美好生活的向往。歌词中无数次的写到“阿玛

丽莉 ,你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阿玛丽莉 ,我爱你 ”。

象这种直抒爱意的描写 ,在 17、18世纪以前的作品中 ,是很

难见到的。由于以前人们长期被宗教的教会所控制 ,在思想

上受到了垄断 ,很多早期的作品反映出来的都是歌颂教皇和

教会的。正是由于社会的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 ,人们才

在作品中表现出真实的情感 ,在谱面上的标记也更能体现出

当时作曲家的音乐思想。

这首作品在创作时也有很大的突破 ,具有相当大的创造

性。在前文提到的声乐曲集《新音乐 》(Nuove Musichc) ,在

序言中 ,他申述了出版此集的原因 ,他说 :“当我看到许多作

品被复调及装饰性音符弄得支离破碎 ,变了形 ;当我看到音

乐中插进冗长的快速花饰乐句已被运用到何等恶劣的地步 ;

当我还看到音乐的力度被不加区别地滥用 ,吐字发音的拙劣

的现状以及颤音、同音和其他装饰音的运用不当等现象 ,因

此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我认为有必要出版我自己写作的作

品 ,并在序言中说明我倡导单声部歌唱的一些想法。”[ 3 ]在序

言中 ,他极力反对那种“使人不能理解歌词内容的、破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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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节奏的、为了适应对位的需要而有时延长、有时缩短音

节、音值和歪曲歌词的复调音乐 ”。他还引用了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的话 :“音乐之中歌词为先 ,节奏次之 ,声音居末。”以

此作为美声学派的创作及演唱的原则和理论根据。

卡契尼不仅提出了上述艺术原则 ,而且还身体力行 ,以

其创作实践完美地体现了这些原则。他的声乐曲集《新音

乐 》中的单声部的牧歌和咏叹调都是创造新的声乐风格的一

种尝试 ,它们是一种用数字低音伴奏的独唱歌曲 ,是后来歌

剧创作的一种试验性准备工作。由此可见 ,真正好的作品是

真实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结果。

三 　《阿玛丽莉 》表演中的美学原则

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即表演者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与创造意识 ,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 ,发挥表演者的创作个

性。[ 3 ]

音乐表演中的艺术真实性 ,是指对音乐原作的忠实再

现 ,是通过对作品中的曲调、节奏、和声、配器等音乐要素的

艺术处理 ,达到对现实生活中某些情感现象的典型概括及提

炼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表演者感性与理性的综合能力

及经验。表演者驾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作

品的能力及其艺术感染力如何 ,不仅反映了表演者具体技巧

手段的熟练程度 ,同时更体现出表演者对艺术真实及对具体

作品所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特征的理解与态度。《阿玛

丽莉 》这首作品从旋律来看 ,旋律是舒缓而优美的 ,歌曲的速

度是 Moderat affettuoso,中板 ,中速 ,全曲速度基本不变 ,只是

在结束部分速度渐慢。歌曲的力度变化较多。以较弱的声

音进入并在开始的 10个小节保持 , 11小节后基本是两到三

个小节有一次力度的变化 ,强弱的对比明显。歌曲总的基调

就是柔和的 ,包括伴奏都是极其柔和地 ,并要求始终如此。

诗歌式的简短歌词表现了对爱的追求和向往。我国著名歌

唱家吴碧霞的演唱基本是保持了作品的真实性 ,从演唱技巧

等方面来看 ,不管是音色、呼吸、共鸣 ,都是很到位的 ,尤其是

音量和声音力度变化的控制 ,都做得特别的出色。

音乐表演仅有真实性 ,是远远不够的 ,它还必须与表演

者的创造性相结合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度创造 ,才能实现

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这两个方面的协调与统一 ,是音乐

表演完美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完美的艺术个性应是真实性

与创造性的统一。音乐表演总是以作曲家创作的乐谱为模

本进行 ,演奏家首先的任务应是研究体现在乐谱中的作曲家

的意图。这意图不仅指音符及乐谱上标明的记号 ,而且还指

未标明的。其目的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了解作曲家创作该曲

的真实意图 ,以便能如实地表现它。因此 ,我们不同意某些

演奏者把乐谱作为唯一的依据 ,把音乐表演的真实性仅仅局

限于照谱演奏。乐谱固然重要 ,但不应把它孤立起来。对作

曲家美学观点和创造的探讨、对作品历史时代和风格范畴的

研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音乐表演应从更广阔的视野、在更

高层次上去理解和把握音乐作品 ,只有把音乐作为在特定历

史时代产生的文化意识 ,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作曲家人生体

验的艺术表现 ,才可能获得音乐表演的真实性。美国钢琴家

兼音乐评论家约瑟夫 ·巴诺威茨说“成功的演奏必定是演奏

者的个性与作曲家的个性融为一体 ,而不是任何一方受到压

抑。这两者的个性之间永远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假如演

奏者的自我独占上风 ,演奏会被看作没有遵照作曲家的风

格 ,或者更糟 ,被认为是过分的偏执 ;如果演奏者本人的意图

太少 ,演奏又会显得平淡无奇 ,缺乏个性和学究气了。”[ 4 ]青

年指挥家水兰的表演也极富有个性 ,他曾经说过 :“我从不想

入非非 ,想要做的只是把作品解释出来 ,比如贝多芬的作品 ,

既要表现贝多芬 ,又要表现具有个性的贝多芬 ,即我的贝多

芬。”[ 5 ]正因如此 ,我还是以吴碧霞的演唱为例 ,我在真实性

的部分论述是她在演唱这首作品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但她同

时又赋予了这首作品自己的特点 :在作品的第 25—27小节 ,

她的处理是由强 f迅速地控制音量 ,变为 pp的力度。这样的

处理 ,显得作品的连贯性更强 ,可又能明显的感受到她在向

听众讲述“阿玛丽莉 ,我爱你 ”这样的深刻情感。

由此可见 ,音乐表演是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音乐表

演既不能脱离真实性 ,也不能失去创造性 ,而是两者的相互

协调、相互统一、互为补充的关系。

综上所述 ,音乐表演是一种艺术 ,是需要媒介或者是说

需要经过表演者二度创造的一种艺术。音乐表演的美在于

它不仅是主体创造的 ,还需要靠客体的活动 (比如音乐欣赏、

音乐评论等 )来共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 ,音乐表演不仅有

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还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技巧

和表现的统一。这些都是音乐表演创造中的美学原则。通

过艺术歌曲《阿玛丽莉 》的音乐分析 ,从实例中阐述了真实性

和创造性统一的原则 ,也说明了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作为一

名艺术工作者 ,只有将这些原则用到具体的实践中 ,才是真

正的为音乐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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