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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地利音乐家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三岁弹琴，四岁识谱，五岁开始作曲，小小
年纪就名满京都，震动全欧。
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满脑子都是音乐”，被誉为“音乐的上帝”，而又历尽坎坷，英年早逝，
博得后人无尽的倾慕和喟叹。
    本书在众多关于莫扎特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不仅写出了大师不可思议的神奇和难以想象的才情，还
写出了他与常人无异的平凡、天真和个性上的脆弱与缺陷，并以很大篇幅再现了他的成长历程、奋斗
精神和家庭、社会、时代对他的影响。
　　莫扎特是一位早熟的音乐天才，四岁学琴，六岁便在欧洲举行了一次旅行演出，所到之处，都引
起了轰动。
本书作者在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文学手法，创作出了一个饱满的艺术形象，具有审美价
值。
本书应当既是传记又是小说，在总体上它应当是实，但在细部上是虚，在大处是真，小处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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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曼弗雷德·瓦格纳，1944年8月31日生于下奥地利州阿姆斯泰特恩市，1966年与玛克·多利斯·瓦格纳
·诺里维安斯结为夫妇，生有四子。
曼弗雷德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维也纳音乐学院，197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68年-1972年执教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1971年荣获特奥尔多·克尔讷奖。
1970年-1972年执教于格拉茨大学，教授音乐和表演艺术，并在此期间于弗里茨基金管理委员会从事研
究工作。
1973年-1975年，瓦格纳在黑森州法兰克福广播电台担任编辑工作。
1974年起，他任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文化史和思想史教席教授，1978年晋升为教授，并于1980-1988年
间出任该校副校长。
1978年-1983年间他成为维也纳音乐协会的成员。
1983年瓦格纳教授荣获奥地利大众传播科研国家奖，一年后又被授予阿姆斯泰特恩市文化奖，期间他
还出任奥地利人文和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之职。
1987年-1994年瓦格纳教授执教于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文化管理学院，1988年又被聘为柏林洪堡
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88年-1989年兼任汉堡和格拉茨歌剧院客座戏剧顾问。
1990年-1996年瓦格纳教授成为下奥地利州政府“公众艺术”专家委员会成员。
1991年，他任教于维也纳音乐和表演艺术大学作曲系。
1992年-1994年，瓦格纳教授任国际文化科学研究中心(IFK)副主席，1995-1997年升任主席。
1994年-2000年他任教于外交学院。
1995年，他被林茨州立剧院聘为客座戏剧顾问。
1997年起，他开始担任国际舍恩贝格研究会会长。
1998年起，他成为阿普巴赫论坛管理委员会成员。
1999年他成为布达佩斯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
从2000年起，瓦格纳教授一直担任着下奥地利州文化经济监事会主席之职。
2004年至今，瓦格纳教授一直担任欧洲科学家与艺术家研究院艺术系主任一职。
 瓦格纳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表演艺术、音乐、文化与教育政策、文化促进、启蒙运动以来的传媒
研究和接受研究。
他已经为“音乐画像”这一系列专辑撰写了多篇论文，包括《安东·布鲁克纳研究》(1995)、《弗兰
茨·舒伯特研究》(1996)和《弗兰茨。
李斯特研究》(2000)。

    瓦格纳教授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著述有：《停止文化闲聊!——顺应时代潮流，区分艺术与文化
》(2000)、《下奥地利州——1861年至今的文化史》第一册(2004)、《下奥地利州及其艺术》第二
册(2005)。
曼弗雷德·瓦格纳参加的组织及协会还有：奥地利科研促进基金委员会思想史董事会及专家组(FwF)
教育研究专家委员会以及众多国内及国际专家委员会及评审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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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个问题与莫扎特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札有关：“⋯⋯对于所谓的流行他们一点都无所谓，因为
我的歌剧里的音乐可以为形形色色的人所接受，当然除了那些对音乐一点不感兴趣的人。
⋯”(摘自1780年12月16日信)    ◎昨日消遣，今朝娱乐    如果你24小不问断地关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核
心反映器，即以私人电台节目为主体而又直接穿插着公共节目的电视频道，那么你就会有一个这样的
印象，那就是整个世界好比一个舞会。
好象只有在遇到轰动的灾难报道(尽量图片资料少之又少地循环重复着)时，“舞会”才会稍有中断。
大众把这种被反射出的生活意义称为“fun”，即欢乐，兴趣，游戏，金钱，消费以及性爱。
最糟糕的是居然音乐也涉列其中了，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来自英美的流行音调，这些所谓的流行因素
被频频传入西方国家。
它的节奏基本上都是4／4拍，还经常有年轻的、活力四射的、爱好舞蹈运动的青年男女领舞，他们穿
着引人注目的奇装异服，异常兴奋地舞动身体，大胆地将最突出的性征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种趋势主要是在90年代成为娱乐的先锋并达到高潮的。
后来趋势逐渐下降，原因是不稳定的劳动市场状况，波动的资本主义，性消费，家庭的破裂和鱼目混
杂的花花世界再也无法保证这种无忧无虑的畅快了。
同时人们还觉得，社会问题、全球经历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更是接踵而至，令人无法逃避。
“Rap”也许是年轻一代最后的反抗了。
他们已经厌倦了常规的音乐形式，因此把注意力投向了诸如手机、游戏机和电脑等玩物上，在那里看
来同样思想贫瘠的声音震撼也完全可以满足音乐的需求。
    仿佛最时髦的是这样的身体造型：裸露的肚脐、紧绷的皮肤、苗条的细腰和健硕的上身。
但是这些都是外表上的。
青年男女们对于歌曲总是有所偏爱的，国内的抑或是国外的。
他们的喜好反映出的却是一种兴趣的贫乏。
    电子媒体的长期广泛应用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年纪稍长的人们，比如30岁以上的人并不中意这种流行音乐，他们更怀念他们年轻时的歌曲和旋律，
对于60岁的人来说更是没有其他的音乐形式了，因此一种介于披头士和乌多·优根斯(Udo Jtirgens)乐
队风格之间的音乐盛行起来。
老的摇滚歌星像麦克．亚格(Mick Jagger)、嘻哈派团体“狂奔-DMC”(Run DMC)、豪斯(House)乐队主
唱埃里克·马里洛(Eric Murillo)、电子摇滚乐(Techno Freaks)代表斯文·外特(Sven Vath)、南亚摇滚派
掌门人沃尔夫冈·阿姆布鲁斯(Wolfgang Ambros)、赖因哈德·凡德里希(Reinhard Fendrich)、乔治·丹
泽(Georg Danzer)，以及其他一些名震一时的巨星，在德国那些巨星起初都是在一些地方电视台露脸哼
唱的新秀，后来才成名的。
    大调一小调的简单化现在很受大众的喜爱，这样的曲子除了终止段之外，都是一拍，它运用了一套
构思巧妙的、能满足所有技术创新的背景音乐。
除了社会学家以外，再没有人去研究这种音乐了，因为研究结果并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利益。
即使是有人再写那些正规的音乐，也很少有听众乐意去聆听那段落复杂、辛苦谱成的乐章了，再说即
使能够得到大众的接受但又褒贬不一。
30多岁的人经常把流行音乐曲解为民俗音乐，这些音乐同青年人的流行乐一样，也是被简单地编结成
的，只是其中窃用了一些其它的节拍如3/4拍，詈拍或詈拍，反而使乐谱变得更笨重，那些拙劣的作品
被大肆地宣传出版，描写的尽是些心灵的创伤，以性为导向的秽言以及对老一辈的叛逆的损贬和挖苦
。
    流行音乐也是一种实用的音乐，从大众的理解来说，在今天被称做大调——小调体系，从头至尾都
是简单的拍式、重复和精心设计的“热闹的伴奏”，在北莱茵威斯法伦州是这样叫的，我们或许可以
把它叫做“激昂伴奏”。
    ◎莫扎特的消遣音乐为一切人而存在    “流行”是莫扎特为自己创作所有音乐提出的前提要求，不
管是他的教堂音乐、歌剧音乐、弦乐四重奏，还是乐器独奏，抑或是交响曲、清唱剧，以及包括所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莫扎特-作品和生平>>

那些他完全按照逻辑、以实用为导向创作出的作品都是以这一前提为出发点。
流行应该是为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基本意愿所能接受的，还要贯穿于所有的文学艺术种类之中，因此自
主性是无从谈起的，作为音乐家他尽管在独立于求乐者中达到了一种自主的境界，但内容上的自由在
今天仅仅被看作是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自我游走。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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