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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时期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与俄国的

民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分别写了一首《船歌》，船歌

本身是一种体裁，著名的“水上之城”威尼斯有一种

平底狭长的小船，叫做“贡多拉”。船歌就是起源于

贡多拉船工所唱的歌，广泛流行于意大利。１９ 世纪

成为一种人们所喜爱的浪漫抒情曲体裁。船歌的曲

调淳朴流利，悠游自在，通常为 ６/８ 拍子，强拍和弱

拍有规则地交替和起伏，描写船的摇曳晃动。题材

又都是通过描写水上泛舟来表达人与自然相融合

的美好心情的，但却有所不同，以下将从多方面对

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比较。
一、从作者创作的风格特点来看其对作品的影

响

门德尔松生于德国汉堡一个大银行之家，生活

比较优裕，他有非常富有和幸福的家庭，有属于自

己的乐队，有机会旅行演出。他从小受到广泛的文

化教养。在他父亲的沙龙里，他接触到当代文化名

人，如歌德、海涅、韦伯、史波尔等。他受歌德的影响

较深，倾向于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憎恶当时流行的

消极颓废浪漫主义文学。在音乐方面，对舒伯特而

言，生活和艺术的矛盾是他在精神方面和音乐方面

同复辟决裂的核心；而门德尔松与舒伯特的不同之

处，在于他比较容易紧紧把握艺术和生活的古典统

一性。一方面，他的音乐是一种描绘性的浪漫主义。
他的民族特点更加强，因为他接受了浪漫潮流的影

响；另一方面，他拒绝放弃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

伟大艺术的古典意念。企图将民族的和古典的和谐

地结合起来的倾向，从他某些作品中莫扎特古典欢

乐精神的再现可表现出来。
门德尔松对待音乐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尊

重古典传统，力图创造出富于思想内容而又具有完

美形式的音乐，但是由于他出身德国市民阶层，而

且生活圈子狭窄，他的作品不能深刻的反映现实，

往往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他的音乐好像在暖房里培

植起来的花朵，缺乏强烈的感情，缺乏戏剧性的冲

突，缺乏深刻性和英雄性，更多地反映了明朗的幻

想和轻淡的愁绪。尽管由于缺乏矛盾冲突，使他在

形式上很精巧，又有对古典主义的嗜好，但他仍是

一个浪漫主义者，因为悲观主义的情调，幽默色彩

的倾向正是浪漫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在他身上也有

浪漫主义者的二重性格，但它并未导致内心的斗

争，平静与明澈始终伴随着他，几乎一直伴随着一

种天生的要求有条不紊的表现的观念。总之，门德

尔松的音乐具有精巧、文雅、纤细、优美的特点。
而对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一，多情的性格，

使他的音乐永远是抒情的。其作品无论写自己或他

人、事、景物都极具感情色彩，创作思想很明确，要

求作品首先要表现感情并以情动人。他的音乐绝对

感情化、抒情性的，被称为“热情而又激越的情感主

义”他的抒情音乐极具主观性质，作品往往是他发

自深心的个人体验。第二，家庭的亲情始终是影响

他的心理和创作的重要因素，他把对爱的向往，对

幸福的追求，对美好昔日的惋惜，升华于作品中，从

而使他的音乐，特别是抒情主题，充满着人情味和

人性美。他笔下的大自然，总是柔美的、温存的，他

不喜欢未经人开发的原始、野性、荒蛮的大自然。温

馨、恬静的生活追求，使他更倾向于人性化的自然、
情景和风格。同时，他离群索居的忧郁性格，又使这

种柔美、温情的自然画面流露出淡淡的哀伤、静谧、
孤寂的情调。第三，音乐浓重的悲剧性。当时的俄国

经常出现一种绝望、苦闷、困惑、悲哀的社会情绪和

气氛。柴可夫斯基总是在重重矛盾和困惑中，在希

望和失望中、在自信和自卑中、在奋发和消沉中辗

转，并陷于痛苦、悲哀、绝望之中。他说：“我们生来

仿佛是专门为了同厄运进行斗争，寻求理想，追求

永恒真理，而又永远达不到目的。”柴可夫斯基这种

思想状态也正代表了那个时代俄国许多知识分子

普遍的精神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创造中特别引人注

目的一个特征———惊心动魄的悲剧性的根源所在。
这种悲剧性的特征在 １９ 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创造中

已经初露端倪，而随着时间的，它的内容更复杂、更
深刻了。表现形式更完美了。

门德尔松在《无言歌》里共创作了三首《船歌》，

分别是 ＯＰ．１９．ＮＯ．６、ＯＰ．３０．ＮＯ．６ 与 ＯＰ．６２．ＮＯ．５，这

里所论述的《威尼斯船歌》选取了 ＯＰ．３０．ＮＯ．６。《无

言歌》作于 １８２９－１８３２ 年之间，这期间他游历国内

［摘 要］《船歌》作为一种钢琴音乐体裁，曾受到众多作曲家的青睐，而作为同一音乐体裁，不同的作曲家在创作

中又有很多个性化处理，因而给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本文分别对门德尔松与柴可夫斯基的一首《船歌》
进行分析，力求管窥出其不同的创作特征，并就演奏进行阐释。

［关键词］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船歌》；风格；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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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重要文化城市，广泛接触当时各地社会生活，为

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从 １９ 世纪上半叶开始，

他几乎把大部分笔墨投入到大自然风光的歌颂上。
这四十八首短篇钢琴曲富于歌唱性，形式简洁完

美、手法朴素、抒情、真挚。
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选自钢琴套曲《四季》。这

是柴可夫斯基在 １８７６ 年应彼得堡《小说家》月刊发

行人贝纳德的约请，写一部与每月节气特征相关的

钢琴套曲，每曲附上俄罗斯诗人作诗题词。这部作

品的每一首乐曲，像一幅幅民间风俗画，自然风景

画，作品渗透着俄罗斯民间音乐语言的音调，反映

了俄罗斯人民劳动与生活的生动场面，表达了作曲

家对人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之情。
二、从作品的微观、中观、及宏观上的分析来进

行比较

（一）门德尔松《威尼斯船歌》
１． 微观：

动机分析：

① 旋律宽广、徐缓、优美、平稳级进，具有不对

称性。
② 和声简洁，在弱音位置采用不协和和弦，与

左手摇曳式的伴奏音型相配合，描写春风吹拂的水

面上摇荡着的小船。
③ 采用 ６／８ 拍子的小快板，具有田园曲特征。

左手分解和弦均匀进行，把持续音单调的进行改成

一股音流的连续涌动，暗示溪水永不停息的流动。
右手奏出一段意大利式的旋律，乐曲的中段充满幸

福感，一个波光粼粼的颤音进一步描绘了迷人的景

色。
２． 中观：

乐句Ⅰ

乐句Ⅱ

３． 宏观：

美学目的：歌颂大自然的风光，表达人与自然

相融合的美好心情。
（二）柴可夫斯基《船歌》
１． 微观：

动机分析：

① 俄罗斯音乐都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产生于每

一关键句的下行四度跳进的特性音程，这一音程与

一个带有增二度音程的典型俄罗斯音阶构成此曲

的动机。

② 和声特征，在关键的位置采用不协和和弦，

产生不稳定感，是一种水的形象的暗示与象征。
③ 具有释放性的左手伴奏音型描写船在水面

上泛起的涟漪一圈圈向远处散去。
２． 中观：

乐句Ⅰ

乐句Ⅱ

３． 宏观：

美学目的：采用徐缓的中等速度均匀晃动的节

奏，描写宁静的水面上轻舟荡漾的意态，表达了人

与自然相融合的美好心情。
门德尔松的《船歌》单纯描写自然的美好，没赋

予任何其他感情色彩，这与他从小受到严格的音乐

训练和顺利的生活创作经历有关，他的作品轻松优

美，温柔舒适，富有诗意，反映出生活上的安定富

足。
柴可夫斯基是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

表，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类、自然的热爱与思考。而

就在这一时期，俄国现实主义思想得以兴起与发

展，并深深的影响着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柴可夫

斯基当然也在其中。作曲家的这部钢琴套曲《四季》
就是反映当时俄罗斯现实主义思想的典型作品，表

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苦

闷与无奈，他对自然的描写似一种寄托般的叙述，

既不同于门德尔松那时单一歌颂描写大自然，也不

具有贝多芬那种伟大的英雄性。
对于艺术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的思考越来越成

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思

考，一直是人类努力想要解答的问题。然而物质文

明的发展并没有使人类社会体会到精神文明的发

展进步，恰恰相反，人类在不断的“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却又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危机。这一危机正是

来自人类对自然的偏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成

为人类渴望达到的目标。过去如此，现在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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