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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响诗是以叙事见长的一种音乐体裁，无论其依据的文艺作品是诗歌、小说、戏剧、神话、民间
故事，还是美术作品，甚至哲理诗，都无法回避“叙事”这一课题，虽然这里所说“叙事”绝非简单
“说故事”的含义。
　　在交响诗的创始人李斯特的交响诗中，力图从诗意的角度体现原作的精神，很少遇到叙事所要求
的细微末节和率真表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塔索》中感受到塔索在菲拉拉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舞会场面、恋爱传奇
、被暴虐的公爵不公正地囚禁，最后塔索的荣誉在其身后得到补偿，在罗马，人们为既是烈士又是诗
人的他戴上了花冠⋯⋯；在《奥菲欧》中，巴黎卢浮宫美术馆里一只伊特拉斯坎花瓶上奥菲欧的形象
通过音乐复活于我们心中：这位诗人和音乐家身穿星光灿烂的长袍，额上系着华贵的头带，从他张开
的嘴里流泻出神妙的词句和旋律，他的细长的手指有力地拨动诗琴的琴弦，野兽为之狂喜，人类残忍
的本性得到开化，甚至岩石亦随之软化，艺术的伟大力量发出了感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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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查·施特劳斯是l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堪称浪漫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大师
，尤其是他于19世纪末创作的七部交响诗对标题音乐的发展可谓是厥功甚伟。
本论文围绕施特劳斯如何在交响诗创作中显现或隐示其标题的内涵隋境为主线，观照这些作品的创作
情境、音乐形态特征以及音乐体裁问题等，通过交响诗的音乐情节展开方式及叙事手法等研究视角，
阐释这些作品的音乐风格及其背后的创作理念，从而解读这些音乐作品在19世纪晚期浪漫主义音乐文
化语境中的艺术蕴涵。
    全文共分为六章，研究内容涉及施特劳斯交响诗的创作语境、标题文本的情节溯源及其解读，以及
由这些内容所延伸开来的有关施特劳斯对标题音乐、音乐形式等问题的看法等，同时探究交响诗的音
乐语言特征与叙事性表现手法之间的关联：第一章在梳理，寒学叙事根源、特性及其理论发展的基础
上，探讨音乐作品(尤其是交响诗)中的叙事表现特点和话语方式等问题。
第二章关注的是施特劳斯创作交响诗时所面临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交响诗艺术的语境、作曲家的生活
情境以及创作历程，解读施特劳斯交响诗中的文本来源，以及作曲家在这些人物形象和情节取舍过程
中所融人的审美倾向、个人的哲学理念。
第三章论述了施特劳斯在主题(动机)材料构建基础上，以较为凝固的成型状态呈现、对比、展开以及
不同的贯穿方式渗透到整部音乐作品中。
这些主题材料常被赋予独特的人物性格面貌或具有特殊的表情涵义，以满足作曲家刻画人物形象、展
示内心冲突、表现戏剧性矛盾、制造情感高潮等多种“叙事”需求，并传递出作曲家本人的创作意图
、情感表现以及艺术趣味，成为一种重要的音乐叙事手法。
第四章在分析施特劳斯交响诗中的整体静态结构如变奏原则、回旋原则、奏鸣原则以及贯穿原则的基
础上，探究这些形式结构是如何实现对标题内容的诠释，即标题文本中所表达的内容如何存在于音乐
作品的形式建构中。
第五章在分析和探究施特劳斯交响诗的织体形态特征、音色的组织方式、音响动态变化与主题材料(动
机)，以及结构布局之间的联动关系等基础上，解析施特劳斯交响诗中的织体形态和配器技法的布局中
存在的音乐叙事“踪影”。
作为总结性思考，第六章在前五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标题音乐的叙述特性、叙述过程与情节描写
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并论述了施特劳斯交响诗中的音乐叙事手法、“叙事性因素”的存在形态及其交
响诗中叙事性因素的功能等，全面解读施特劳斯交响诗的音乐叙事理路及其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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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学(音乐学)博士，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00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获学士学位。
200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钱亦平教授，分别于2 006年获硕士学位(作品分析方向)
，2009年获博士学位(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方向)。

　  近三年来，先后在《黄钟》、《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 《音乐艺术》等音乐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近10万字，主要有《圣一桑交诗中的结构特征》、《论圣一桑的音乐形式观》、  《理查·施
特劳斯交响诗中的主题发展及其音乐叙事》、《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的音乐叙事理路研究》、《阿
伦·福特访华讲学的启示》等。
发表的译作或译文近20万字，如《环球经典名曲导读：R．施特劳斯》、《单簧管》、《肖邦钢琴作
品全集8：回旋曲》，合著《交响音乐鉴赏》等。
论文《论圣一桑的音乐形式观》获2009年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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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主题（Y）保留主题一和主题三中的附点节奏形态以及上行动机，又结合主题七中的级进下行
动机。
作曲家有意将两个或更多的核心材料“合二为一”，由此蜕变出新的材料。
由于原有主题（动机）相互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而由它们相互结合产生的新主题（动机
）与原有主题之间形成高度结合、统一的聚合体。
无疑，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作曲思维方式。
而且这种主题（动机）生成系统和构建方式在施特劳斯的其他交响诗中也具有类似特征。
　　笔者认为，这种主题（动机）生成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音乐叙事的需求：首先，由核心材料
构成的主题群内部紧密交织，赋予独特的性格面貌，形成具有特殊表情涵义的凝聚体。
它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在于它的形式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意涵。
特定的标题内涵决定着“主题材料”的内核极其统一，但在外形上灵活多变，并从一种较为凝固的成
型状态弥漫、融化到整部音乐作品的基础音调中，构成一种统一中任意扩展的有机体。
其次，主题材料群之间通过相互融合，衍生出新的材料，转换成具有不同情感表现内容的形态，为叙
事过程中的情景更迭进行铺垫，形成作品的结构整体性和内在统一性。
通过这些紧密关联的主题的不断变化和延伸，大大提高了主题材料的可识别性，也使整部音乐作品始
终统一在一张紧密交织、相互联系的巨大的“形态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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