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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书籍。
　　当我们读到一本真实性、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给我们以人生启示，真正有价值的好书
的时候，就会感到齿颊留香，读了还想读，爱不释手。
　　我自己最钟爱的一类书是人物传记，特别是经典的文学和艺术大师的传记。
每当读到大师们传记的时候，我总要被他们的成长故事、曲折的人生经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感动
得热泪盈眶。
我的情感，我的灵魂，也会被自己的泪水净化，我的情操也随之得以升华。
一本好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有时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成为这个
人终生享用不尽的一笔无价财富。
　　我就是一个好书的受惠者。
是好书把我引向．了文学之路，是好书的喂养，我才得以成长为一个作家。
在我离开心爱的学校，丧失读书权利的日子里，是好书慰藉了我苦闷的心灵，帮助我走出了阴霾笼罩
的天空。
好书叫我认识了失学不等于失败，让我懂得了条条道路通罗马，教我学会如何对待挫折和苦难。
　　记得我从乡间来到城市读的第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一下就被它迷住了。
我与保尔同欢同乐，同悲同怒。
他顽强的意志。
不屈不挠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他奋斗不息的精神激励着我走出了因失学而生出的
迷惘，给了我自学的力量，使我对困难和挫折有了初步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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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惊叹世界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从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凭借他的天分与努力，成为维也纳古
典乐派巨匠。
现在全世界每分钟都有地方在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演奏莫扎特的作品。
可当他在世时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他短暂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
他的音乐美在哪里？
他的音乐与人生、哲学、建筑有什么关联？
他的音乐与18世纪的欧洲精神，与21世纪的我们，有何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根据自身多年音乐素养和对莫扎特音乐的感悟、理解，从各个细节全方位剖析
了莫扎特的一生，在讲述莫扎特的同时传达了自己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带领你走近莫扎特的音乐，走
进莫扎特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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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鑫珊，教授，作家，上海世界博览会顾问，庐山艺术学会主席，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出版过64
部作品。

　　代表作包括：《莫扎特之魂》《贝多芬之魂》《孤独与寂寞》《建筑是首哲理诗》《哲学与当代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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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幕　死亡意味着什么？
　献辞　题记八则　语言是人拥有的最大财富　说不完的音乐　莫扎特音乐征服我们的最大秘诀——
对莫扎特音乐作总的大文化背景的立体把握　欣赏莫扎特音乐的最佳时间和地点　莫扎特学　人心不
得其平则鸣——当代世界需要莫扎特音乐来澄明和安慰　莫扎特哭和哭莫扎特　音乐与文学　音乐第
一上帝第二的维也纳人第一篇：先做人，后做伟大的作曲家　莫扎特之魂的立体几何图形表示——作
为共济会会员的莫扎特　　莫扎特身上的自助意识　　莫扎特身上的互助精神　　处在根本无助困境
中的莫扎特　上帝说：“让莫扎特出世吧！
”——他开始服他一生的“甜美苦役”　合成莫扎特——莫扎特的文化教养问题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莫扎特长年的旅行演奏生涯　　马上续残梦，马嘶复惊醒　　18世纪的交通和道路　　走出萨尔
茨堡　　巴黎和伦敦之旅　　意大利之旅　莫扎特音乐与音乐地理学——沿着莫扎特当年乘坐马车走
过的道路　上帝·大自然·童心——莫扎特心目中的上帝的涵义　　　泛神论　　莫扎特的泛神论和
贝多芬的泛神论　　康德·贝多芬·莫扎特　匹格马林现象——我们读莫扎特书信得到了什么信息？
　一生在穷困中挣扎——内心有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
　莫扎特同时代人回忆莫扎特　莫扎特的牵挂——音乐创作与爱情　普遍世界对他的赞美——莫扎特
与我们大家同在第二篇：莫扎特音乐的绝对和谐与绝对美　来往天地间，人皆有别离——莫扎特用27
首钢琴协奏曲写自传　　黑格尔的意识发展史学说和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分期　　六岁有三志于
学时期　　十九而立时期　　二十五而不惑的时期　　三十二而知天命时期　天涯飘零，衰草逢春—
—莫扎特的四首圆号协奏曲　松风竹雨，山泉水波——两首妙不可言的长笛协奏曲　少壮能几时，惆
怅西南天——从莫扎特两首曲子看“酒神式的宇宙艺术家”　　《降E大调两架钢琴协奏曲》（作品
第365号）　　《降E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作品第364号）　人类普遍世界惆怅的美——
莫扎特的几首夜曲　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莫扎特的钢琴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　隔水
青山似故乡，月明山水共苍苍——莫扎特17首钢琴奏鸣曲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莫
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1775年的若干背景　　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第三、第四和第五小提
琴协奏曲　　D大调第六小提琴协奏曲　寒声动秋月，悲风愁白杨——莫扎特的35首小提琴奏鸣曲　
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被岁月尘埃覆盖和抗击了覆盖的交响曲　　《第二十五交响曲》　
　《第二十九交响曲》　　《第三十四交响曲》　　《第三十五交响曲》　　《第三十六交响曲》　
　《第三十八交响曲》　作为“音乐肖像画家”的莫扎特——莫扎特的歌剧艺术　　他的早期歌剧创
作　　《后宫诱逃》——德国歌剧史上一件大事　　《费加罗的婚礼》　　《唐·璜》　“普遍世界
经验”与“普遍世界音乐”——莫扎特最后几部伟大作品　　莫扎特对死亡的理解　　1788年，莫扎
特32岁　　1789年，莫扎特33岁　　1790年，莫扎特34岁　　1791年，莫扎特35岁　自然灵气，恍惚而
来，不思而至——莫扎特的灵感闪烁和创作方法　18世纪西方乐器的进化和莫扎特音乐创造　莫扎特
的旋律和调性——不变的音乐定义　我们都是莫扎特的仆人——向莫扎特音乐的杰出解释者们致敬　
　张世祥：我们都是莫扎特的仆人　　娄有辙：枯叶飘零，为的是让大树挺拔和粗壮　海顿·莫扎特
·贝多芬——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大星座　　莫扎特和巴赫父子　　莫扎特和海顿　　莫扎特和贝多
芬　天鹅或雄鹰——莫扎特或贝多芬：谁更伟大些？
第三篇：从大文化背景去鸟瞰莫扎特音乐　18世纪欧洲精神与莫扎特音乐　　什么是欧洲精神？
　　可怕的魔鬼　　可爱的天使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改革　呈建筑式对称美的莫扎特音乐——欧洲
古典建筑与莫扎特音乐　　莫扎特音乐与古希腊罗马建筑　　莫扎特音乐与中世纪罗马风教堂和哥特
式建筑艺术　　莫扎特音乐与巴洛克、洛可可建筑艺术　　时代心理症性格反映　莫扎特音乐中的存
在主义哲学——莫扎特和贝多芬比较研究　　存在主义哲学是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　　贝多芬和莫
扎特的疾病缠身及其音乐　　对死的默念　　都对世界人生有种荒谬感　莫扎特音乐与中国艺术精神
——比较文化研究　　追求“清”的世界人生　　天地之元气鼓荡而出　　淡泊和旷达　　雄浑和壮
丽　鸟归残照幽，钟断细泉来——莫扎特的慢乐章和唐诗里的钟声　　两种语言，同一种形式结构　
　既入世又出世尾声　没有不散的盛席华筵——莫扎特遗孀及其子女的归宿和结局　莫扎特的一生幸
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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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人生　如果莫扎特多活20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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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先做人，后做伟大的作曲家　　莫扎特之魂的立体几何图形表示——作为共济会会员的
莫扎特　　莫扎特参加过共济会这个问题常被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们忽视。
其实，它对我们了解莫扎特的世界观是很有益的。
　　共济会是遍布欧美诸国的秘密结社，宗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济和友爱。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该会会员。
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也常加入这个团体。
　　1785年3月，莫扎特的父亲经他介绍也加入了维也纳的共济会，由此推算莫扎特是在1784年或这之
前就成了共济会的会员。
这一加入无疑满足了他对世界观和感情上的需要。
因为该秘密结社将人类的博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一种不分贫富贵贱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予以理想化
，这对莫扎特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世界观的吸引力。
　　1787年对莫扎特是一个重要年头。
维也纳音乐界的浅薄，皇帝不识真才，小人往往得志（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孩子又不断夭折，所
有这些事，当他独处一室，或眺望维也纳森林后面的夕阳西下，静听晚祷钟声在暮色苍茫中回荡，便
会逼使他忧郁地沉思起来。
整天价日，他都在思索神秘主义的教义。
正是这一思索使得他的晚期作品带有一种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哲理沉思性质，其中当然有悠悠空尘
的出世一面。
可是他又经常把时间消磨在共济会里。
这又是他的社会意识的表露，也算是他人世的一面。
　　要知道，他的晚期许多重要作品（如《魔笛》）都是对共济会人与人互助理想的最热情的赞歌。
　　是的，互助。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
共济，即互济、互助。
“同舟共济”是人类生活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状况。
汶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献身便很典型。
我们的地球在宇宙茫茫的时空中其实是一条小小的宇宙飞船。
（当然，莫扎特当时并没有这种观念）　　共济会的最高理想，说到底就是人道主义，就是“同是天
涯沦落人”，就是“风雨同丹”。
我们毕竟都在一条船上。
　　莫扎特之魂是什么？
　　莫扎特音乐的最大主题是什么？
　　依笔者看，就是陈述三大主题：互助、自助和无助。
　　这三者交叉，正好构成了莫扎特之魂，当然也构成了人的本质三要素。
如果把人类的互助、自助和无助分别用OX，OY和OZ这立体坐标三个轴来表示，那么，下面这个立体
几何图形便代表了莫扎特之魂的构成：　　一切伟大的作曲家（如贝多芬）的自助、互助和无助的意
识都很清晰、强烈，否则，他就不可能伟大。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贝多芬。
贝多芬尽管在他孤苦无告、陷入无助深渊时经常呼唤上帝来帮助自己，不过那仅仅是一句口头禅罢了
。
他一生信奉的却是这样一句格言：“哦，人哪，你当自助！
”贝多芬正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力量才得以克服一次又一次危机的。
　　在基督教里，有这样一句告诫：在我们没有起步之前，上帝是不会为我们开路的。
这便是“天助自助者”的涵义。
　　贝多芬的互助意识也是很清晰、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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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如果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类社会，那么，独居乡间也是不可能的。
”　　的确，在他身上，“孤独的个体”和“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成了鲜明对比。
30岁以后，贝多芬的灵魂像个钟摆，在“孤独的个体”和“强烈的社会意识”之间，在出世与人世之
间，作不停顿地往返摆动，划出一道道奇异的、充满矛盾的弧线。
因为雅斯贝尔斯说过，只有当我们同时被卷入世界，我们才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不能脱离世界而达到
的。
绝对的“孤独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水远是社会性的（互助的）动物。
　　贝多芬经常用音乐来歌颂可爱的人类社会，号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第九交响曲》的主题正是“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永远要相亲相爱”。
　　至于无助感，在贝多芬身上则表现得非常骨刻。
他写道：　　“我越来越瘦⋯⋯恒久的孤独生存只有使我越来越孱弱⋯⋯哦，别再让我生病了！
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是不久于人世的。
”　　知道了贝多芬的自助、互助和无助感，我们就不难理解莫扎特身上的三助状况。
　　凡是人，都有这三助意识。
伟人更是如此。
伟人的三助意识比起普通人远为清晰、强烈，其自助、互助和无助的层次也远为高超。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莫扎特身上的三助。
　　莫扎特身上的自助意识　　1778年2月16日，莫扎特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22岁的儿子，信中告诫
说，人生最高的艺术当是认识你自己。
　　这话自然是句至理名言。
莫扎特很听得进这一教导，而且是终生受益。
　　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人的根本处境：人生在世必须自助：人应当互助；人深感无助是
造物主的安排，形而上的安排，人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从。
　　在莫扎特的萨尔茨堡时期，他力求摆脱大主教的奴役，那苦役般的劳作，正是他的自助精神表现
得最旺盛的时期之一。
当他的内心挣扎最烈，其自助精神也最昂扬。
　　自助精神，即强力意志。
意志高于知识。
它同智慧相当。
它是蕴藏在灵魂最深处的生命冲动的脉跳。
　　有些人的意志在他最受挤压的时候反而表现得最坚强。
当然各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莫扎特的自助精神是通过音乐创作顽强表现出来的。
这同他的教子甚严的父亲不无关系。
他父亲一直给他灌输崇尚美德、自我克制的修养：并且一再教导他：“伟大事业（严肃的歌剧）只有
在伟大而高尚的精神境界中才能产生。
”　　这精神境界当然包括一个人的自助或自强不息的精神。
“讲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莫扎特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的自助精神表现在“啊！
我多么需要内心的平静，为的是可以坐下来作曲！
”（1790年5月致共济会同志的信）　　他的内心平衡常被打破，然后又重建。
重建方法便是作曲：　　“我要作曲——拼命地写——为的是不让那些意外的偶然事件迫使我们再度
陷入这类令人绝望的困境。
”（1790年9月28日写给妻子的信）　　疾病也是意外偶然事件的一种。
这类事件太多，防不胜防。
生命被它围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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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一系列的悲壮突围。
莫扎特的一些重要作品正是这一系列突围的记录，尤其是慢乐章。
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乐曲的层次并不很高。
一般来说，莫扎特不像贝多芬，他算不上是音响哲人。
他对音乐的见解是：音乐只要好听就行。
不过他们毕竟有一个共同点（德国古典美学的共同点）：主张音乐艺术世界的美可以中和、缓解人生
世界的矛盾，重建、创造宁静。
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把内心的平衡和宁静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音乐都是重建内心平衡和宁静的努力。
　　是的，他一生都有种身陷“牢笼感”；他总是想冲出这牢狱，获得内心的自由。
萨尔茨堡大主教对他的“奴役”和他父亲的严加“管教”，都是他受不了的。
对于莫扎特，哪里有牢狱，哪里必有自助精神在，必响起他的音乐。
他的艺术的深度正是来自他对这牢狱的冲决。
　　当贝多芬冲决牢狱时，他直接把法国大革命的战鼓和军号引进乐曲，而莫扎特不管环境多么艰辛
、险阻，内外局势多么恶劣、动荡，都不能搅扰、破坏其旋律的纯净、澄澈和透明。
他的音乐依旧给人安详、宁静和明亮的感觉：世事浮云，悠然远山。
——在这一层境界上，莫扎特又比贝多芬更有资格被称之为“音响哲人”，因为在莫扎特身上有更多
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比如莫扎特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苛刻、挑剔的维也纳人再也不欢迎他的音乐了，再也不涌向他
的“学院”了（人们把由莫扎特本人指挥自己的作品的地方或莫扎特以独奏家的身份专门演奏他的钢
琴协奏曲的地方称之为“Aeademie”——“学院”。
在莫扎特书信集中，经常出现“学院”这个字。
听众曾热爱学院。
比如1784年3月，莫扎特便在信中写道：“大厅里挤满了人。
我所演奏的新的协奏曲特别受欢迎。
凡是来这里听音乐的人都交口称赞这个学院。
”新协奏曲便是《降E大调第十四钢琴协奏曲》，作品第449号，作于1784年2月）学生们也一个个远离
他而去。
可是维也纳的冷落加上他的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反而激起了他的自助意识。
他的许多澄澈、内外俱静的作品都是在最后几年写出来的。
一些大部头作品且不说，就是小品《C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也充满了一种天真无邪的透明，这境
界只有“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的莫扎特才能达到。
　　莫扎特身上的互助精神　　莫扎特的短暂一生有许多“奇文共欣赏”的朋友。
比如在曼海姆乐队里头，他就有诤友好友。
他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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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莫扎特之魂》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完整地多视角地论述莫扎特的巨著。
莫扎特音乐于我们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
　　音乐是种良药，专治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没有病，也可以保健。
　　为音乐的绝对美而音乐，是天下绝对的幸福。
但用天才去换取一片面包却不是个滋味。
　　莫扎特音乐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和”字。
　　莫扎特之魂的要害正是肯定生命的哭和笑这两个面。
他甚至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了审美的惊讶和狂喜。
　　苦是经线，乐是纬线。
两者编织才成了人生，之后再抽象为音乐。
　　莫扎特是世界级的伟人，与贝多芬一样，全世界每分钟都有地方在播放他的音乐，演奏他的作品
。
他究竟是怎样的“神童”？
一生服的是怎样的“甜美苦役”？
他的音乐的美、音乐的深刻性和“征服我们的最大秘诀”体现在哪里？
他的喷涌如泉的美妙乐思、浩瀚似海的诸多作品与哲学、宗教，与地理、建筑以及与人生、爱情都有
什么关联？
他音乐中体现的欧洲文化又与东方文化（如中国的唐诗宋词）有着怎样的内在审美瓜葛？
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及欣赏他的音乐？
⋯⋯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根据自身多年音乐素养和对莫扎特音乐的感悟、理解，从各个细节全方位剖
析了莫扎特的一生，在讲述莫扎特的同时传达了自己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带领你走近莫扎特的音乐，
走进莫扎特的内心世界。
　　全书形散神聚，意蕴丰盈；文笔璀璨，妙语赛珠；熔东西方文化于一炉，糅哲理和诗趣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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