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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是前言，胜似前言研究一位作曲家在今天看来已不合时宜，如果人们对他的偏见和贬抑远远盖过他
的功绩和贡献，比如许多音乐学家在谈到李斯特时都是一脸的不屑状，多数古典音乐解说人在必须谈
及他的钢琴代表作品时，都会迂腐生硬地向听众道歉。
就连文化素养颇高的乐队指挥(放眼当今乐坛这样的指挥毕竟凤毛麟角)也会相比李斯特而给于舒曼、
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更高的评价，教堂音乐家则更是将他束之高阁，不予考虑。
如果不是那些忠诚的匈牙利人，他们始终视李斯特为其最重要的音乐英雄之一，如果不是那些好奇的
钢琴师，他们不断尝试探索李斯特获取世界荣誉的奥秘，那么也许除了《匈牙利狂想曲》和《拉科西
进行曲》之外，人们对一位天才艺术家的作品就知之甚少了，而他无疑是继莫扎特之后最具欧洲风骨
的音乐家。
李斯特在世界乐坛“被错杀”的地位激起了本书作者的一种强烈冲动，李斯特与理查德·瓦格纳的亲
缘关系和友谊之情，李斯特与教堂音乐的不解之缘，以及作者有幸于1999年上半年受聘出任布达佩斯
高校音乐协会高级研究员之职，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促使作者下定决心，深入缜密地研究这位令人神往
的英杰及其不朽的音乐作品。
若是有人坚持认为，李斯特是一名堪称完美的音乐艺术家，他的演奏者或传记作者只须对他的生平或
作品进行相应理想的诠释即可，那么持这一观点的人无疑是在向李斯特提出一种挑战，这一挑战相比
对舒伯特或布鲁克纳的挑战有过之而无不及：舒伯特先于李斯特十四年出生，在后者走向世界之巅时
已然辞世；布鲁克纳出生的年月恰恰是李斯特首次在法国和英国举行巡回演出的时刻，但前者却先于
后者十年辞世；舒伯特和布鲁克纳两人不仅从时间维度来看是理想的对比研究对象，而且从与哈布斯
堡帝国音乐艺术的地缘关系出发亦是如此(在此作者避免使用令音乐史学家自始至终大为光火的-奥地
利”这一字眼)。
上述三位作曲家的共性不只局限于地缘和时代因素，这一点从他们三人的音乐社会化进程与结果可见
一斑，他们无一不被教授以当时在维也纳长期通行的通奏低音法，研习约翰·约瑟夫·福克斯的对位
法，以维也纳古典乐派风格作为一己音乐创作的出发点。
这一经常被疏忽，尤其被外国学者所忽略的关联性能够为人们理解李斯特深奥难懂的作品提供良方，
便于人们理解李斯特毕生所追求的音乐定位。
本书也同时指出，音乐社会化因素对于作曲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说得更绝对一些：心理学
家认为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进程和结果对其今后的个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我在布达佩斯的研修经历不仅使我有机会查阅珍贵的文献资料，参拜条目清晰、陈列有序的
李斯特博物馆，直接面对所谓的“民族历史遗产”，还令我有幸欣赏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李斯特曲目的
演出盛况，演奏者及观众从这些曲目当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演出，人们对李斯特作品的接受意愿要比此前所估计的更为明显：人们惊叹
于名目繁多的李斯特学会之间的同业竞争，一些孤狂的研究会甚至不惜另辟蹊径、闭门造车，还有令
人扼腕叹息的有关李斯特作品全集的出版事宜，在此期问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尝试皆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并且在我看来，这一工作的收尾至今仍遥遥无期，例如“弗朗兹一李斯特一基金会”早在1907年就
开始编撰李斯特音乐作品全集，在出版了33卷之后，该项工作于1936年提前终止，而现在布达佩斯音
乐出版社又开始着手整理出版《新编弗朗兹·李斯特作品全集》。
所有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斯特作品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毫无疑问，“作品”这一概念在
此已不足以涵盖李斯特的音乐内涵。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任何关于作曲家弗朗兹·李斯特的研究都不啻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一尝试几乎无
法避免谬误与疏漏，或是至少包含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相比对个别年代日期过分细致的研究考证而言，我觉得探究李斯特作为音乐奇才本身以及他在作曲方
面的杰出贡献更为重要，因为回首往昔绵远悠深的音乐岁月不难看出，李斯特的作曲功绩即使对未来
的音乐发展也会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本书旨在使纷繁复杂的资料数据相互关联，深入剖析李斯特其人其作，尽量做到理性探析、以理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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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书还在于昭示人们：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人们都应至少尝试重新审视自己的先人之见。
没有破除规框、敢于创新的勇气，就无法开启音乐殿堂的大门，无法洞悉音乐创作的奥妙。
音乐方面的近距离观察无疑也意味着要认认真真地拜读他作，或者至少须虚怀若谷地侧耳聆听。
在此可读可听的作品实在太多，其中截至目前鲜为人知的也不乏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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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视野下的李斯特:生平及作品》旨在使纷繁复杂的资料数据相互关联，深入剖析李斯特其人其作
，尽量做到理性探析、以理服人。
此外《现代视野下的李斯特:生平及作品》还在于昭示人们：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人们都应至少尝试重
新审视自己的先人之见。
没有破除规框、敢于创新的勇气，就无法开启音乐殿堂的大门，无法洞悉音乐创作的奥妙。
音乐方面的近距离观察无疑也意味着要认认真真地拜读他作，或者至少须虚怀若谷地侧耳聆听。
在此可读可听的作品实在太多，其中截至目前鲜为人知的也不乏其数。
探究李斯特作为音乐奇才本身以及他在作曲方面的杰出贡献非常重要，因为回首往昔绵远悠深的音乐
岁月不难看出，李斯特的作曲功绩即使对未来的音乐发展也会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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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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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非是前言，胜似前言永不停息的异议与争执追随莫扎特等人的足迹　“凭借高超的技术用小提琴奏出
的音符，就好比晶莹透彻的水滴叮咚流淌⋯⋯”　“⋯⋯敬您如父，为您甘效犬马之劳”，　“⋯⋯
我认为您也高估了巴黎文艺沙龙的影响”演奏名家的辉煌与苦难　“⋯⋯桀骜不驯的年少张狂未能持
续太久”　“⋯⋯因为高超的演奏技艺源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风流精神，感情丰富，兴趣广泛
　“⋯⋯我不喜欢机械的模仿，更是对一味的重复感到厌烦⋯⋯”　“四处漂泊的国外生活使我感到
身心疲惫⋯⋯”　“⋯⋯我是一名匈牙利人”　“⋯⋯藐视、诅咒、伤怀，经历了世间冷暖，感受了
人生百态”　“⋯⋯人格与尊严掌握在你们手中”　“诗乃艺术之精华”　“⋯⋯在维也纳接受教士
圣职”　“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也有同样的疏离和猜疑感”现代德国音乐　“对于魏玛学派而言无异
于几近异国情调的产物⋯⋯”　“⋯⋯您可以绝对信赖我，随时调遣我⋯⋯”教士身份　“⋯⋯生活
的改变绝未导致音乐创作的突变⋯⋯”音乐家的职业　“⋯⋯我与音乐会水乳交融，神形合一”　“
他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与作曲家本人的共鸣⋯⋯”　“⋯⋯您必须首先拜读原作，这样才能到达欣赏、
理解和感知之境地⋯⋯”　“⋯⋯我不是职业钢琴师”　“⋯⋯明显使自己变得多余，而将人们的注
意力聚焦于音乐的灵魂，此乃乐队指挥的真正任务之所在⋯⋯”　“⋯⋯未来的音乐家最终将拥有自
己的演奏人员⋯⋯”　“⋯⋯区域和全国范围内乐器制造业的崛起之势无法阻挡⋯⋯”　“⋯⋯在筹
划音乐节时如能将娱乐消遣与商业盈利两方面　加以通盘考虑该有多好⋯⋯”　“⋯⋯荣誉和压力我
都毅然接受⋯⋯”年代大事记(略)作品目录(略)唱片资料目录(略)主要参考文献(略)家族谱系(略)图片
来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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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斯特如饥似渴地补习文化知识和提升文学素养，加深对宗教理论的认识，当然也不忘男欢女爱之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玛丽·达阿古特的暖昧关系，但这一切对他的演奏生涯并未造成多大的影响。
从1836年年初开始，李斯特又开始开足马力举行巡回演出：先是在里昂、洛桑和迪龙，继而是1837年
在巴黎与著名钢琴家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1812-1871)同台献技(后被人错误地称之为“对擂比赛”)
，接着转战意大利，最后是在维也纳举行慈善音乐会，目的是为在匈牙利因洪水灾害而无家可归的人
筹集善款。
从1839年开始李斯特几乎只专注于钢琴演奏晚会，继而又开始在维也纳、普雷斯堡和佩斯特等地举行
音乐会。
自1840年3月始，李斯特开始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欧洲各大音乐之都，仅在柏林一地，他在短短的三个月
内就举办了21场音乐会！
如此密集的演出活动令他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
李斯特所到之处总是被荣誉和鲜花所包围，到处可遇女人的殷勤，每到一处总能受到达官名流的接见
。
在佩斯，李斯特被吸纳成为荣誉公民，在法兰克福加入共济会组织，在柯尼斯堡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
学位，从1842年起担任魏玛宫廷乐队队长，1843年出任赫辛根高级枢密官。
在尽情享受了自己的演奏生涯之后，李斯特于1847年7月完全出人意料地决定给这段演奏生涯划上一个
终止符。
此后他尽管仍在演奏，但却不要一分薪俸，目的仅仅是为了社会慈善事业、推动艺术的发展或者私人
场合的娱乐消遣。
当然，李斯特的演奏生涯中也不乏失败的事例，有时甚至是重大挫折，只是各类文献通常在这个问题
上皆闭口不谈而已。
以1840-1841年冬天爱尔兰巡回演出为例，在圣诞节前两天的开幕式演出上，观众始终未给定即兴演奏
的主题。
原定于在克隆默尔举行的音乐会却因主办方的疏忽而未能成行，李斯特一气之下，在他下榻的旅馆里
当着25名客人的面将全部音乐会曲目机械单调地演奏了一遍，以致于“那架弱不禁风的钢琴到后来变
得遍体鳞伤”，正如约翰·奥兰多·派瑞在日记中所写得那样。
在这些年里李斯特的生活为各种喜怒哀乐所伴随，他可以说是饱尝了一位演奏名家的所有可能的经历
：不停地在不同地点之间往来穿梭，不断地接触新的面孔，每到一处必成公众的关注焦点，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集各种荣誉于一身，无数的女人投怀送抱，爱慕虚荣沾沾自喜，大摆名人作派直至令人生
厌，马不停蹄地到各处旅行演出；舟车劳顿且又与自己的意愿相悖，旅途中充满了各种艳遇，背后议
论声和流言蜚语不绝于耳⋯⋯总之李斯特的疯狂世界在此不可能一一详述。
世人竞相报道李斯特其人其事，当然报道中的失真和夸张成分也不乏其有，所有这些使得李斯特的声
誉问题更显扑朔迷离。
这段时期的音乐成就到底是什么？
这些音乐演出的魅力何在？
答案毫无疑问是李斯特令人惊叹的演奏技巧，尽管按照他的学生信誓旦旦之所言，李斯特从未奏出过
一个跨越十度的音程；有些证人甚至断言，有可能存在比李斯特更为优秀的乐器演奏家；此外，李斯
特不同凡响的演出效果还在于他的着装服饰和仪态仪容；上述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也在于李斯特在音
乐方面的全身心投入，这种敬业和执着使他殚精竭虑，几近昏迷不醒；精妙的音乐构思，轻快迅捷的
弹奏手法，再加上缓慢的冥想沉思，这些应该是李斯特音乐成就和演出魅力的基本构成。
但事实上李斯特的音乐生涯中尚有许多有待发掘的地方。
也许一篇有关他与塔尔贝格“对擂比赛”的研究报告能够给人们新的启发。
与李斯特要好的海克托·柏辽兹在报告中写道，李斯特音乐带给人们的新鲜感在于重音和过渡音调，
这是人们此前从未听过的：“⋯⋯一种缓慢质朴的歌唱；乐音长久回荡，但却紧凑连贯，一气呵成；
然后整个乐曲突又转变为疾风骤雨，但听来却不生硬艰涩，丝毫也未削弱和声效果，好似不经意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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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挥洒的浓墨重彩；此外曲调旋律呈小三度音程排列，在乐器的低部和中部音域用顿音演奏出全音阶
经过句(就像人们所熟悉的经久不息的弦乐振动)，而且每一个音符只发出一个简短的弱音，弱音随即
消失，完全遁失在先前和随后奏出的曲调旋律中。
演奏这样的曲段离不开精美的低音提琴，且演奏者须用弓背和借助巧劲方能奏出类似的效果。
”柏辽兹不仅听出李斯特有能力在钢琴上模拟管弦乐(直至今天任何一位钢琴家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而且惊叹于他的钢琴模拟相比单纯的管弦乐有过之而无不及！
舒曼在其他场合也证实了李斯特的演奏“柔和且充满独创性”，克拉拉·维克(夫姓舒曼)在听完李斯
特的演奏之后忍不住抽噎啜泣起来。
她在其他场合评论道：“有时人们会觉得，坐在钢琴边演奏的是一位神灵。
”这位神灵般的演奏名家肯定有别于一般的沙龙魔术师，他的演奏在身心两方面皆与音乐的神韵水乳
交融。
李斯特的美国学生弗雷德里克·豪瑞斯·克拉克(1860-1917)这样描述老师振荡翻腾、挥洒滚越的指法
运动，“他的每一个指关节都宛如一处呈螺旋状环绕的活动舞台，舞台上呈现的是全速的自我创造以
及对现有技法的回旋应用，二者共同营造出一幅和谐生活的美妙图景”。
李斯特的身体吸入了音乐的神韵，但这要得益于他娴熟精湛的演奏技巧，因为它能够自动追随音乐的
协调之感。
李斯特所遵循的训练指南是：“每一根手指每天须连续训练十五分钟，训练方法是将手指高高抬起，
然后连带拳头一同落下。
训练过程中可以看一些读物，以此消磨时光。
”或者另一条指南：“在弹奏过程中每遇到难处，立即加以分析，然后用所有的调性练习之。
”由此看来，李斯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非自动机械的条件反射，面是对乐句本身的深度理解，李斯
特也正是用肢体来表达演绎他对音乐的理解。
一位与李斯特同时代的人以客观公允的口吻，对前文已经提到的李斯特与塔尔贝格的同台竞技进行了
报道，两人是在1837年3月31日女侯爵贝尔吉奥约索(1808-1871)举办的一场慈善音乐会上展开角力的：
“坐在钢琴边的李斯特一副出神入迷的姿态。
长发不停地向后飘逸，嘴唇略微抽搐，表情变化丰富活跃，以一种统治者的神态微笑地面向观众；他
的身上明显具有演员气质，却又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家，他既是匈牙利人，同时又是马扎尔人和吉普赛
人。
而塔尔贝格则完全是另外一副神情：他就是雅致和高贵的化身。
进入音乐大厅时悄无声息，就坐前先向乐器致以庄严和冷淡的问候。
演出开始后他面容呆滞，面部无任何表情变化！
也无任何与观众的目光接触！
当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时，他也只是有礼貌地向观众侧头致敬而已。
他的内心情感的唯一表达方式是头部强烈充血，以至于他的耳朵、脖子和脸部胀得通红。
李斯特则显得从开始演奏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灵感，他奏出的第一个音符就已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他的
才华，就像一个肆意挥霍钱财的纨绔子弟一样，李斯特尽情挥洒自己火热激情的溢彩流光，在整个演
出期间他不曾感到一丝疲倦，澎湃的激情贯穿了整个演奏的始末。
⋯⋯在李斯特演奏期间，会场上空仿佛满是电光火花，人们听到的是雷声隆隆，看到的是电光闪烁！
而聆听塔尔贝格的演奏，人们仿佛沐浴在灯光与欢乐的海洋里。
”P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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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视野下的李斯特:生平及作品》以通俗的语言，再现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生平事迹；通过理性的
分析，剖析了其人其作。
弗朗兹·李斯特，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被人们誉为“钢琴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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