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里斯·拉威尔
（1875-1937）

法国作曲家。 在声音
色彩的使用方法上， 他全
面地继承了德彪西的遗
产， 在钢琴曲和一部分管
弦乐曲中， 有时和德彪西
的作品相似得几乎达到不
可分辨的程度。 然而德彪
西的表现手法常常是暗示
的， 与此相反， 拉威尔的
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入
了明快、 正面的因素。

雷斯皮吉 （1879-1936）

意大利作曲家。 他是 20 世纪初
期复兴意大利器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

他的作品色彩绚丽， 擅长抒情， 也被
认为是印象派作曲家之一。 他在表现
手法上善于集各家之长， 代表作是以
罗马为题材的交响诗 《罗马的喷泉 》

《罗马之松》 《罗马的节日》。

保罗·杜卡 （1865-1935）

法国作曲家、 音乐评论家。 他以
大胆的革命精神和对新的音乐美学原
则、 技法的不断探索著称。 他的三幕
歌剧 《阿里安娜与蓝胡子》 被公认为
是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
作品和德彪西的 《佩利亚斯》 在取材
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相似之处。

相关链接

印象派作曲家

还有他们

印象 · 德彪西的情感

经典回顾

交响诗 《大海》 作于 1905 年，

初演于 1905 年十月， 为德彪西最
大的一部交响音乐作品。

《大海》 由三个不同内容的乐
章组成， 但每个乐章之间又有内在的
联系， 集中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作
品。 它表现了 “大海” 的景色及其富
有动态的性格， 并通过整个乐队的不
同音区， 极为强烈地表现出 “大海”

中各种画面的色彩。 乐曲在时间和空
间上给人以完整的 “大海” 的印象和
对海的幻想。 新颖的和声、 短小的旋
律、 丰富的音色、 自由的发展， 这些
印象派的手法， 都生动地刻画出了一
幅幅大海的生动画面。

在完成这部交响诗后， 德彪西
请朋友雅克·杜朗以日本画家葛饰
北斋的彩色浮世绘版画 《神奈川冲
浪里 》 为摹本绘制唱片封套 。 可
见， 这部作品的创作也曾受到日本
浮世绘的影响。 在德彪西和作曲家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张合影上， 葛饰
北斋的那幅画曾被挂在身后非常醒
目的位置， 也可佐证德彪西对 《神
奈川冲浪里》 的喜爱。

德彪西的 《大海》

“色”“水”“风”乃至“香味”这几个自

然界的意象已经略微触及到了这位作曲

家的情感表达，“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所以无论对于什么景象的描绘都会反映

出作曲家情感的细微变化。 德彪西的音

乐不再叙事（或许《中断的小夜曲》是罕

见的一个例外），尽管这些形象在他之前

的作品中已经关注， 但他更为注重描写

的是这些意象之间的相互化合。 法国著

名的女钢琴家玛格丽特·隆曾写道：“与

其说德彪西的音乐是描绘了自然景色，

不如说它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来刻画

人的情感……德彪西首先想揭示人的精

神世界”。正如我们听到的每一首德彪西

的作品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无论是雨

中的花园还是月满的亭台， 都是德彪西

眼中的景色， 它们都经过了作曲家心灵

的过滤。

与只注重感觉领域的画家不尽相

同， 德彪西从未放弃音乐所擅长的对于

内心世界的描绘， 只不过他的抒情特征

只是柔美纤细、 舒适悠闲的， 古典主义

音乐的那种英雄精神和浪漫主义音乐的

那种悲天悯人对于德彪西来说已经是明

日黄花。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纪念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逝世 100周年

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听到莫奈和王维
邹 彦

2004年深冬， 法国奥塞美术馆珍藏

的 38幅印象派名画在上海展出， 这股印

象派的热潮似乎为隆冬的上海带来了几

分春意； 然而在 1876 年， 当莫奈的画

作 《日出·印象》 在巴黎展出的时候， 引

来的评论却是狂潮般的批评与咒骂———

“印象” 一词的含义一度等同于 “失败”。

十年之后， 这种强调外在事物对艺术家

所产生的瞬间感受的流派确立了自己的

美学观念， 此时， 这群敢于挑战传统观

念的 “印象派” 艺术家们已经掀起了艺

术史上新的一页， 卷入其中的除了绘画

界， 还有音乐界。

印象主义者的音乐不太强调旋律的

表现力， 而是力图通过和声与音色来唤

起人们的感官印象，营造出一种意境。印

象主义的音乐都是属于标题音乐的范

畴， 但却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标题音乐大

异其趣———它不求表达深刻的感受或是

叙述情节，而是要唤起一种气氛，一种闪

现的感觉。因此，印象主义的音乐听起来

总是那么扑朔迷离，那么难以捉摸。

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 德彪西的

全部音乐都具有着印象派的特征———随

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对于外物的主观印

象。 因此， 他的作品可以说达到了王维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般的境界， 水

中的倒影、 雨中的花园、 雪上的足印、

叶丛中传来的钟声 、 落在寺院上的月

光、 飘荡在晚风中的声音和香味、 洒满

月光的阳台……都成为印象， 并在德彪

西手中化为音乐。 由于管弦乐队具有着

多样化的音色， 钢琴也可以表现出诸多

不同的音乐层次， 因此， 德彪西和其他

印象主义作曲家最为钟爱的是创作管弦

乐作品或是钢琴作品。

德彪西的音乐给人的印象经常是晦

涩、 灰色的， 一点点的金色的亮光似乎

也都是出现在一个朦朦胧胧的背景之

上。 这首先让人能够联想到 《版画集》

的第三首 《雨中花园》。 密集的雨滴由

同音反复的方式演奏出来的同时， 暗淡

的中古调式在次中音声部中出现， 似乌

云已经笼罩苍穹。 西晋诗人张协的诗句

“腾云似涌烟， 密雨如散丝” 所刻画的

意境完全可以作为此曲的注脚。 亟待风

狂雨恣之后 ， 拨云见日 ， 大放光明 。

《前奏曲》 （第二卷） 第一曲 《雾》 与

《雨中花园》 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两

个完全不同的调性———低声部在 C 大

调上， 高声部在 bC 大调上， 以及两个

极端的音区布局———低声部在最低音

区， 高声部在最高音区， 再加之以双手

八度的齐奏 ， 明朗与浑浊色彩跃然纸

上， 这正是德彪西的瞬间印象———“白

雾埋阴壑， 丹霞助晓光”。

比德彪西早 400 多年的培根似乎早

就预见了印象主义的到来， 他那充满着

丰富想象力的话： 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

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 “那不仅是比

方， 而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

相同的脚迹”， 不正是印象主义音乐的

宣言吗？

甚至在一些欢快的乐曲中， 德彪西

的音乐仍然是有着那种烟笼寒水之感。

《前奏曲》 （第一卷） 第三首 《原野上

的风》 和 《意象集》 第三首 《运动》 都

有着淡淡的灰色。 揣摩德彪西的意图，

或许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濛濛色调之中才

会显露出忽然闪现的光吧！

令人心驰神往的色彩感也充斥着他

的乐队作品。 德彪西的管弦乐曲都要求

由一个大乐队来演奏， 但仅仅是对各种

乐器使用上的差异就可以凸显出其独特

的印象主义思维———使用单一的乐器音

色， 很少像浪漫主义作曲家那样喜欢将

几件乐器混合在一起使用， 如长笛加双

簧管等； 喜欢使用弱音器， 无论是弦乐

还是管乐皆如是； 喜欢使用乐器的特殊

音色， 如长笛的低音区； 大量运用各种

打击乐器———定音鼓、 大鼓、 小军鼓、

钹、 锣、 钢片琴、 钟琴、 木琴……； 各

类变种乐器也参与到乐队独特音响和色

彩的制造之中， 如非常难得一见的中音

长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竖琴是德彪

西在乐队作品中特别喜用的一件乐器，

那种华丽的色彩能非常好地使其从乐队

构筑的朦胧氛围中剥离出来， 令人想象

到一串串橙橙的光色。

大段明亮的色彩， 甚至是鲜亮的色

块也会在德彪西的音乐中出现。 “空气

的无休止的舞蹈节奏点缀着突出的闪

光。 还有一个偶然的行列 （一个耀目的

幻象） 在经过， 混合着空想的狂欢； 但

不间断的节日景象伴随着音乐坚持下

去， 发光的尘埃也参加到万物的普遍的

节奏中来。” 这段德彪西写下的关于其

管弦乐曲 《夜曲·节日》 的文字不仅说

明德彪西对于光影色彩的执着与迷恋，

而且还向我们展示出了德彪西式的明朗

光色。

法国人历来喜欢描写水， 无论是文

学家、 艺术家还是音乐家。 德彪西自然

也身处此传统之中， 各种不同的水都进

入到其创作视野之中。 比如钢琴曲 《雨

中花园 》 中如丝的雨水 、 交响诗 《大

海 》 中时而温和时而狂啸的海水以及

《水中倒影》 中缓缓的流水。

其中， 《意象集》 的第一首 《水中

倒影》 给人的印象尤为突出， 德彪西对

此作也深爱有加 。 他曾对出版商说 ：

“我想 ， 我可以不带不应有的骄傲说 ，

我相信这三首曲子 （指 《意象集》 的三

首） 会活下去， 会在钢琴文库中取得它

们的地位 ， ……也许在舒曼的左边 ，

……也许在肖邦的右边……” 而且德彪

西还说这首作品体现出了 “和声化学的

最新发现”。 我想， 如果音乐中的和声

也会产生化学现象的话， 那肯定指的就

是景、 影、 光、 色等投射在水面上所化

合成的那种独特的音响吧！ 德彪西对于

细节的描写在此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

致， 甚至一片树叶飘飘荡荡洒落在水面

上并引起了一圈圈小小的涟漪都能够在

音乐中清晰可闻。 微风吹过， 连续的分

解和弦象征着流水开始逐渐激荡起来，

水中倒影的轮廓渐渐模糊……

德彪西的创作中更多的是与水有关

的意象 ： 《金鱼 》 《沉没的教堂 》

《帆》。 《前奏曲》 第二卷第八首 《水仙

女》 中， 水仙女的出场颇为令人心驰：

浪花在水面上飞溅， 河水潺潺流过， 琶

音式的音型刻画出太阳在水面上的反光。

水仙女袅娜的身姿出现在水面上， 光和

色围绕着她， 尽管这里没有出现曼妙的

旋律， 但是德彪西用他那独特的钢琴音

响使得水仙女的形象显得那么绰约妩媚。

风和水常常在德彪西的钢琴作品中

像孪生姐妹一样出现， 只要是写到自然

界的 “水” 的时候， 你总能发现 “风”

的影子， 无论是 《雨中花园》 中的风雨

交加， 还是 《水中倒影》 中的微风荡漾，

《帆》 中的一阵晚风也会吹得那只白色的

帆船轻轻摇荡。 正如作曲家本人所说：

“音乐是热情洋溢的自由艺术， 是室外的

艺术， 像自然那样无边无际， 像风、 像

天空、 像海洋。”

交响诗 《大海 》 的第三首 《风与

海的对话》， 从标题之中就能看出风与

水之于德彪西的意义 。 这里 ， 作曲家

所展现给我们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和煦

春风 ， 而是在广袤的海面上风的怒号

与浪的狂啸 。 在这样的背景上 ， 传来

了宏伟的声响———有人说这是远方水妖

思乡的呼唤， 也有人说这是失事海船上

船员的呼救。

我们无法看到风， 但是却可以听到

风； 因此， 描绘风是作曲家而非画家所

擅长的 ， 后者或许只能通过树枝的摆

动、 飞沙走石来暗示风的存在。 《前奏

曲》 第一卷第三曲 《原野上的风》 是一

首风的写意画。 不时出现的重音描绘出

风的捉摸不定， 一串下行的音型仿佛是

风从原野上掠过， 树叶被风吹得簌簌作

响， 直至音乐的结束， 神秘的风声还在

天地之间回荡。

或许德彪西音乐中最为可爱、 最有

诗情画意的风是一阵阵晚风， 是那传递

着声音和香味的晚风。 《前奏曲》 第一

卷第四曲 《飘荡在晚风中的声音和香味》

这个标题来自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

句 ， 德彪西也曾说 ： 只有音乐能表现

“树叶的瑟瑟声和花儿的芬芳的奥妙的结

合”， 能 “从无中生有， 创造出幻想的形

象， 创造出夜晚充满魔幻的诗意的真实

和神话的境界， 创造出这些在微风吹拂

下人所不知的万籁”。 尽管德彪西如此宣

称， 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此曲的标题， 恐

怕不会有人会想得出这是在描写风中的

声音和香味吧！ 不过当我们联想到英国

16 世纪初的那位玄学诗人约翰·唐恩的

诗句 “一阵响亮的香味迎着你父亲的鼻

子叫唤” 的时候， 德彪西的这首印象派

乐曲就会带上几分诙谐的印象了！ 其实，

花香和声音的联姻早在荷马笔下就已经

存在， 《伊利亚特》 中的那句令译者踌

躇的话： “像知了坐在森林中一棵树上，

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 不正是德彪

西这首乐曲的先祖吗？

印象 · 德彪西的光与色

印象 · 德彪西的水与风

▲德彪西存照。

荨19 世纪下半叶起， 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

“印象派” 艺术家们掀起了艺术史上新的一页。

图为莫奈的 《日出·印象》 （局部）。

▲德彪西的 《亚麻

色头发的少女 》 经常让

人联想起雷诺阿的画作

《小艾琳》。

荨德彪

西的 《水中

倒影 》 被认

为是受到了

莫奈的画作

《艾特达的马

纳博特石拱：

水 中 倒 影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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