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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 音东与自然的关象是密不可分的
。

广

义地讲自然既整个客观世界一一包括自然

和社会 ; 狭义地讲既没有人工参与的 自然

界
,

不包括社会
。

有的美学家好用广义的

自然概念 (如黑格尔 ) 的习惯理解
,

这也

有他们的道理
。

人类创造物很难从自然环

抱中提取出来
,

它们交织在一起
,

很难分

清高山之颠的哪些亭台楼阁是人为的
,

哪

片树林是天然的
,

所以二者很难有绝对界

限
,

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看
,

美学家

蔡仪曾说
: .

自然的东西可以为人所似造

并变成社会的东西或带有社会性
; 而构成

社会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即从人是物

田润德

\/\/
.

\/\/è乐è艺è术甲与è/\/\/\/\

/ 自 \
\
吕

/

<然)
\ /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不可分离来说
,

也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
。 ”

既然这样
,

广义的自然概念在有这种合理性的前

题下
,

就常常被广泛地使用着
,

也被艺木蒙们所接受
。

中世

纪末时的大诗人但丁说
: “ 艺术取法子自然

,

就好比学生之

于老师
。 ”

( 《 神曲 》 地狱篇 ) 这里说的
“

自然
, ,

就是广义

的
。

本文在下商的论述中主要也是采取这个意义
。

有的地方

则狭义地单指非人工的大自然一一这是一点说明
。

(一 )

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列宁誉为
“

俄国革命的镜子
, ”

好的

音乐作品何尝不是反映自然和生活的镜子 , 但这一面镜子反

映的是心灵
,

而非自然本身的照 象
。

正 如 《 乐 记 》 中 述
:

“
感于物而动

,

故形于声
。 ”

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客观世界

中
,

各种斑斓的色彩
,

生动的形象
,

使多少人心旷神怡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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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作曲家灵感得以感召
,

这样
,

艺米象一一音乐家在命笔

时
,

就不只是反映客观世界
,

同时也将他的主观世界一一他

的精神写进作品里
,

这就是所谓艺术是主客观 的统一
。

哥德

在谈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时曾说过
: “

艺术家对自然有双重

关系
,

他既是 自然的主宰
,

又是 自然的 奴 隶
。 ”

作 为
“

奴

隶
”

要忠实于自然这个
“

主宰
” ,

做为
“

主宰
”

就是要有艺术

家较高的意旨
。

刘怒 《 文心雕龙
,

,

物色篇 》 中云
: “

写气图

貌
,

既随物宛转
,

属采附声
,

亦与心而徘徊
。 ”

随物宛转就

是强调了客观
,

与心而徘徊就强调了主观
,

也就是
“

心物交

融
”

说
,

这就指出了主客观的统一
。 “

艺术作品中的主客观统一
。 是艺术家本人 已与客观统一

了 的反映和结果
。

艺术家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不都 产 生 艺

术
,

只有那客观对象的自然狱予了他们无穷的乐趣
,

并使之

产生了创作愿望
,

才有可能形成为艺术作品
。

艺木的主要作

用是再现 自然中引人兴趣的事物
。 “

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

兴趣
,

就不能不有意或无意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
。 ”

(车

尔尼雪夫斯基语 ) 艺术家往往是带着强烈兴趣和审美判断去

表现他要表现的事物的
,

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一生历

尽沧桑
,

当到了晚年
,

一位朋友问他
,

你对世界上感受最深

的是什么 ? 他说
,

是钟声
,

每 当帕格尼尼听到钟声
,

就不能

不陷入童年的回忆中
,

这回忆不但有兴趣
,

有幻想
,

更有痛

苦
,

作为无神论者的
“
提琴之王

,
、

”

一定更响往听到没有 宗

教欺骗的自由的钟声
。

在他著名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

章 中就三次出现了钟声的回响
,

帕格 尼尼称这乐章为 《 钟声

回旋曲 》
,

可见钟声印象之深
。

被誉为
“

音乐的山水画家
”

的格罗菲之所以创作
一

了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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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峡谷 》 组曲
,

是因为他头脸中有一个真正的大峡谷
。

格罗菲

年青时游历了美国的名山大川
,

当到了亚利桑那州北部的科

罗拉多河大峡谷
,

壮丽风景和这里的风土人情给 他 留 下 了

深刻的印象
,

后来他回忆道
: “

我充满着敬畏的心情
,

忽然想

把峡省的奇景表现在音乐里
,

不久我就沉浸在这样一个念头

之中
。 ”

几经周折
,

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奇丽壮观的音画
。

大 自然的熏陶和影 响有直接也有间接 的
,

受描绘大 自然

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产生的音乐佳作不胜枚举
,

但丁的诗 《 神

曲 》
,

莎士比亚戏剧 《 暴风雨 》 中的场景
,

不止一次地被作

曲家写入音乐
,

美术作品展现给人们的不仅是富丽堂皇的自

然画卷
,

也有对大自然的崇高情感和深远 意境的感受
,

钢琴

曲 《 涛声一一东 山魁夷画意 》
、
一

〔汪立三曲)
,

就是作者在看

了东 山魁夷的画以后
,

产生了祖想
。

这样
,

无声的画卷在作

曲家笔下变成了更具深远 意境的音画
,

东山魁夷对鉴真和尚

的那种为中日文化献身精神的歌颂
,

在钢琴曲中得到更具深

情地休现
。

(二 )

基本不与文学结合的器乐音乐来反映现实生活
,

从内容

上可分为两种
,

既描写著乐 (造型的 ) 和抒情 音 乐 (表 现

的 )
,

描写音乐偏于写客观
,

但不是不要主观
,

描绘性音乐

常常带有作者对现实生活 灼见解和评价
,

而决不象汉斯立克

说的那样
: “

音乐作为
`

不确定
,

的语言
,

是不能够重现概

念的
。 ”

音乐确有其不确定性
,

但说音乐不能重现 任 何 概

念
,

未免太绝对了
。

一部音乐作品
,

我们最起码也能听出其

中欢乐或悲哀的情感
,

难道喜怒哀乐都属于不确定的语言 ?

大千世界
,

自然景物广漠无边
,

自然音响纷纭复杂
,

每幅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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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功的奋画都是作者精心约选择和创造
,

作象所创作 的 形 象
“
都和他的世界观

,

阶级立场和个人爱好密切关联
。 ”

(蒋

孔阳语 ) 王国维在 《 人间词话 》 中说
: “

以我观物
,

故物皆

著我之色彩
。 ”

描写音乐借了标题
,

对内容加以确定之后
,

音乐再予 以描写
,

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

同时也表达了主观世

界的思想感情
。

前面提到的
`

《 大峡谷 》 是这样 ; 《 东山魁夷

画意 》 偏重主观
“
意

”

的表现
,

更是这样
。

卓菲亚
·

丽沙曾

说
: 梦感情 是在一定的才象

,

概念的影 响下产生的
、

自在 的

不具表象 厂判断等内涵的感情是不存在的
。 ”

这话对描写音

乐来讲是很 恰切的
,

人的情感产生也是这样的
。

但音乐是最典型的表情艺术
,

人在客观的作用下产生了

感情
,

用音乐表规时
,

也有不描写只抒情的
,

这就是所说的

表情音乐
。 、

只用声音表情
,

而不表现别的
,

这是只有音乐才

有的一种特殊性
。

二

有些不描写的抒情音乐
,

如无标题的室内

乐
,

奏鸣曲等
,

仅限于抒情
,

常被人们称为
“

阳春白雪
。 ”

“
阳春白雪

”

说明程度高
,

不是贬语
。

( 其实有些有标题的

严肃音乐
,

抒情兼描写的也是
“

阳春白雪
” 。

)

炙于音乐描写和抒情的内容
,

有的人持否定态度
。

黑格

尔说
:

音乐 关联到的
“

仅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性质的内部心灵

活动
,

只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情感音响
。 ”

O 这还不 是 全 否

定
,

俄 , 斯现代氛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曾说
: “

据我看来
,

音

乐从它
.

巧本质来说
,

杯本不
.

几挂表现任何东西
,

不论 是一种感

情
,

一种精神状态
,

一种心理情绪
,

一种自然现象
·

“ …
”

母

这是全否定一一实在是太唯心了
,

不仅 违反马列主义反映论

的原理
,

也违反艺术实际
,

一般人是不采取这种极端观点的
。

此外
,

就是在承认音乐 有内容的描写与抒情上也有不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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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上世纪浪漫派音乐家描写时
,

不否认其中的抒情
,

而

当时较保守的人严守古典主义原则
,

不事描写
,

勃拉姆斯就

是这方面有名的一个
,

为此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就十分赞扬

他
。

今天看来
,

这争论的意义 是不大的
,

描写抒情可统 一
,

也可单走抒情的道路
,

谁不碍谁的事
,

不必为此争吵
,

究竟

选择哪一种是艺术家的自由
。

今天写描写音乐的人很多
,

但

是只写抒倩音乐的作品也不少
,

这种音乐
“

在旋律的起伏
,

节奏的驰张
,

和声音 色和音响的色调变化
,

在运动中表现感

情的发展变化
,

这是任何语言艺术所不能企及的
。 ”

(钱仁

康语 . ) 这也很好
。

( 三 )

自然界中的音响不可胜数
,

如百鸟争鸣
,

骏马奔驰
,

树

林中的风声
,

狂风暴雨
,

潺潺细语的小溪
,

波涛澎 湃 的 大

江
,

平静的梅
,

汹涌的海
,

社会生活中音响如马达轰鸣
,

工

厂汽笛声
,

战场上的枪炮声
,

市镇的喧闹
,

节日的礼炮… …
。

正是这些弱到纤细轻巧强到起伏跌宕的变化纷纭的音响
,

构

成了与人类密不可分的社会生活环境
,

只要生活在世界上
,

就会直接或间接感受到这些音 响
。

有些声音较美
,

有些声音

比较有特点
,

音乐家将其写到音乐里
,

这就是
“

仿声
” ,

有

些作品中运用仿声
,

效果很生动
,

很好
,

如法国作曲家圣桑

的 《 动物狂欢节 》 (两架钢琴与九件乐器的室 内乐组曲 ) 是

仿声的音乐 作品典型的例子
,

在第一首标题小曲 《 引子 与狮

王进行曲 》 中
, ·

弦乐组威风凛凛的曲调
,

低音半音进行
,

以

. 《 美学 》 第一卷 (黑格尔 ) 第三十三页
。

. 《 二十世纪音乐概况 》

. 见《音乐研究》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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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有
,

力如和味模仿百兽之王的咆哮
,
·

在全曲中还有许多形象

的描
t

绘
·

,
.

如在钢琴高音区
,

突出雄鸡呢幢的啼叫
,

和琶音快

速流动模仿骡子快速奔跑
,

以及单簧管咕咕地模仿森林中的

杜鹃等
。

格罗 菲在 《 大峡谷 》 组曲中的第五乐章 《 倾盆大

雨 》 中运用了制风机的声响
,

来烘托狂风暴雨的气氛
。

… …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

很早人们对仿声就有认识
,

古希腊哲

学家德漠克利特说
,

人由于模仿鸟鸣而学会歌唱
。

亚里士多

德说
: 艺术的模仿能引起人的快感

。

中国古代也有认为音乐

的起源是来自对动物的声音的模仿
: “

帝尧立
,

乃命质为

乐
,

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
,

乃 以嚷枯置击而鼓之
,

乃扮

石击石
,

以象上帝玉罄 之 音
,

以 致 舞 百 兽
。

( 《 吕 氏 春

秋
·

仲夏记 》 ) 可见仿声之乐 自古有之
,

·

只不过发展到现

代
,

尤其西方一些
“

具体音乐
”
等就更有过之

,

使人对这种

音乐更无法了解
,

所以
,

人们常有这样的误解
,

认为带有仿

声的音乐耽叫
.
自然主义

”

音乐
。 “

自然主义
” ? 这 一词来自

文学
,

最早可追朔到荷马
,

亚里士多德和但丁的时代
,

他们

都主张艺术是自然的模本
,

但那时并没有叫
“

自然主义
, ”

从左拉之后
, “

自然主义
”

之说闻世了
,

而且带着贬意
,

于

是这词也用到音乐上
,

这个词的含义是不准确的
,

如果说模

仿自然就是自然主义
,

那么绘画
、

舞蹈
、

雕塑不都成了自然

主义了吗 ? 历史上拉辛
,

拉斐尔
,

罗丹 的作品正因为模仿的

真实才久享盛名
,

有人会说音乐是靠声音来反映现实 的 艺

术
,

我们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
,

靠听感官来感知
,

绘画不也

是凭视感官来感知吗 ? 只不过一个用视感官
,

一个用听感

官
,

美术可以到大自然中去临摹大 自然的外表
、

那音乐为何

不能去模仿大自然的音响 ? 雷斯庇基 (意大利 作曲家 ) 在交

~ 8 1~



响诗 《 罗 马的松林 》 中加入了从犷野申录来的夜萦的录音
,

这种手法
,

远远超过了仿声
,

属于运用了原声
,

作曲家这独

特的构思
,

不但没有影响音乐情感
,

而夜餐的歌唱在乐队长

吝的衬托下
.

创造出更深的意境
。

如果说模仿 自然就叫
“

自

然主义
, ”

那 《 罗马的松林 》 这首蜚声乐坛
,

而且在世 界广为

汽传的乐曲
,

又做何解释 ? 所以模仿一点自然
,

不一定就要给

一顶
“

自然主义
”

的
“

桂冠
” ,

那就太简单从事了
,

或许人

们认为只作表面的客观再现
,

而没有深刻的内容的体 现
,

那

才叫
“

自然主义
” ,

这也许有些道理
。

但在音乐中你又怎样

去 衡量它
,

说哪种仿声是表面的
,

役有深刻内在内容的 f 贝

多芬 《 田图交响曲 >> 中仿鸟声 及暴风雨声是算有 深 刻 内 容

灼
,

还是不算? 事实上件多仿声都表现着主观情趣
一 ,

`

在艺术
,

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客观
,

包括仿声
,

总要有主观成份在
,

因而不要一见仿声就叫
“
自然主义

”
为妥

。

中内

当然
,

音乐作品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描绘和仿声也的确显

得平庸乏味
,

但就其音乐本身来说
,

它不
一

同于绘画… …
,

不

是简单复制生活中的自然现象
,

也不只描绘肖象似的生活外

表
,

主要的还在于音乐形象所揭示的生活题材的内在情绪
。

从 已见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描绘性音乐佳作
,

它们都是感于

物而动而形于声 的
。

它不但要描大自然之形
,

仿大 自然之声
,

(尽竹有偏重于仿声
,

或偏重于抒情 ) 更重要的是抒内心之

情
。

写 景为了抒情
,

抒情便于写景
,

有时写景也是写情
,

这

样情景交融
,

它就夏能表现对大自然热爱之情
。

忌
、

之
, “

音乐 与自然
”

两者是一一主客观辨证统一的关

系
。

二者溶为一 体
,

才能使作品的音乐形象生动
,

有灵魂
,

有蓬勃的生命力
。

离开这些音乐作品的内容便 无 所 附 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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