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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自新大陆》的形式美
【摘要 杰 出的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安托宁

,

德沃夏克 !∀# ∃!% &, , # ∋( ) ∗ +  , −  一  . /− %
,

其非凡的创作才能为我们 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

特别是作者的第九交响 曲《自新大陆》自 , . 0年诞生一百多年以 来
,

同 贝多芬的《第五 交响 曲》一样深受世界

各国人 民的广泛喜爱
,

成为世界各大著名 乐团常演不衰
、

灌录1∋ 次数最多的经典作品
‘。

第九
”

为什 么能这样扣人心弦
、

流

芳百世 2 作品 又是如何与听众在心灵上沟通的 2 本文将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出发
,

从音乐的连贯美
、

对比美
、

新颖美
、

平衡

美等角度来探讨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 曲《自新世界》所蕴涵的形式美

【关健词】交响 曲《自新大陆 》审美心理 形式美

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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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作品写于  , . 0年
�

当时德沃夏克在美

国纽约音乐学院任院长
。

这部交响曲通过鲜

明的音乐形象和真切的情感
,

充分地表达了

作者身处美洲
“

新世界
”

的种种感受和对遥

远的祖国
—

捷克故乡的深切思念
。

这里既

有对美国繁忙紧张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生活

的直接印象
,

也有阅读描写美洲印地安人生

活的诗歌的深刻感受
,

作品的中心内容是倾

吐作者对捷克乡土的无限怀念之情
。

作品在

吸取了美国有色人种民间音乐的某些素材

的基础上
�

以捷克民族音乐特色而著称
,

交

响曲由既对比又统一的四个乐章组成
。

德沃

夏克将此交响曲命名为
“

自新大陆
”

!也有的

版本译为
“

新大陆
”

或
“

新世界
”

交响曲%

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
,

与贝多芬的《第

五 卜
6

样
�

算得上是录音最多的交响曲之一

了
,

许多指挥大师如卡拉扬
、

库贝利克等
,

都

不止一次录制过它
。

他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

如此的厚遇和亲睐2 众所周知
�

在音乐艺术

中
�

人的审美心理规律决定了音乐的形式的

审美特征
,

这种审美心理倾向对整部艺术作

品的艺术价值的评价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

音乐组织形式也是受人的审美自然心理规

律的制约的
,

多种多样的丰富的乐音组织形

式更是人的审美心理需求的结果
。

这种审美

的自然心理要求就是音乐形式美的法则 它

包括连贯性原则
、

对比性原则
、

新颖性原则
、

平衡性原则
,

是这些原则与音乐所要表现的

内容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音 乐的形式

结构
�

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中无不

体现着这些原则
。

一
、

奋乐材料呈示的延续性使主

扭连贾统一美

人在欣赏音乐作品的时候
,

不仅是一个

被动的接受者
,

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

在

这个参与过程中
,

听者一方面总是对面前呈

现的音乐材料作出一定的心理反应
,

另一方

面也对 即将出现的音乐材料产生一定的期

待感
,

人们往往不习惯于那种频繁转换的心

理状态
,

而是有一种希望某种心理状态保持

与延续的倾向
,

这种要求保持原心理状态与

活动发展趋势的倾向的心理特征称 为心理

活动的惯性现象
。

作 品第一乐章从沉吟般的

引子开始
,

仿佛描写从遥远的海上眺望笼罩

在云雾中的
“

新世界
” 。

紧接着呈示部主部主

题由圆号奏 出果断
、

坚强而具有号角性的音

调
,

继以木管乐器对答 �副部主题包含了两个

主题
,

第一主题由长笛和双簧管奏出
,

有着

馥郁的捷克乡间舞曲特色
,

情绪活泼明快
,

富于歌唱性
,

小调的色彩和长笛
、

双簧管的

音色使它显得纤柔可爱 �第二主题由长笛奏

出
,

有着田 园诗意的风格
,

含有号角般的音

调因素
�

清丽秀美
、

充满希望
,

并略带伤感
。

结束部材料带有明显的黑人民歌风格
,

同时

它与呈示部主题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

在第一

乐章中
,

呈示部的主部激奋
、

昂扬的主题和

副部第一
、

第二主题靠着巧妙发展分别出现

了十二次
,

转达 了不 同于 以往音乐世界的
7’

新世界
”

的消息
,

乐器的变化和运用也带有

鲜 明的感性特征
,

具有强 烈的震撼效果
,

使

人产生充分的审美享受
。

同时作者还有机地

将这一主题 以完全再现和变化再现的形式

贯穿在交响曲的其它几个个乐章中
,

使全曲

的旋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

这种音乐材料呈

示的延续性
、

反复性顺应 了人 的心理期待
、

符合人的心理活动惯性的特点
,

使人感觉音

乐非常流畅自然
,

连贯统一
。

百囊  一�县毒璧工币呈噩重鑫一一目

二
、

音乐主口对比美

人的心理活动有这样一种自然倾向
�

当

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时
,

人们就有一种希望

变化的欲望
。

这种需要变化
、

对比的心理活

动倾向称之为心理的
“

求异性
” 。

它往往是在

画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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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刺激或一种心态保持了一段 时间后而

产生的
,

当第一乐章三个主题恰到好处地分

别做了十二次反复
、

保留了展开部激动情绪

的再现部使整个乐章的尾声结束在气魄宏

大
、

辉煌音响之后一种要求改变当前心理

状态与活动发展趋势的
“

求异性
”

心理需要

越来越强 烈
。

此时
,

第二乐章以极为动人的

慢板
,

以抒情性极强
、

美妙动人的音诗
,

在管

乐器一连 串阴郁和弦描绘出的惨淡气氛烘

托下
,

由英国管吹出了感人肺腑的旋律
,

如

天鹅绒般柔软
,

悲痛的
、

咽泣的变和弦序列

好像心灵深处的夜雾
,

这种柔美的旋律在速

度
、

力度与节奏等方面与第一乐章尾声的辉

煌强烈的音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使人的需

要变化
、

需要对比的心理的到满足
。

中段开

始时情绪又稍有激动
,

而中段的第二条旋律

是宁静的
,

它与前面的旋律交替出现 �第三条

旋律则轻快
、

跳跃
,

它给乐章黯淡的气氛带

来一线光 明
。

很快
,

这欢乐的情绪被严峻的

小号和长号打断了
,

出现了第一乐章呈示部

主题材料
,

它是那样庄严
、

有力
,

形成了乐章

的高潮
。

主题再现时
,

音乐有回到 了最初的

忧伤之中
,

由于小提琴加上 了弱音器
 

使音

乐变得更加柔软而朦胧
。

尾声又一次出现了

引子中阴沉的和弦
 

仿佛是哀痛的呻吟
,

与

第一乐章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对比
。

有人 曾评

论说
,

这是音乐史上所有交响乐中最美的慢

板乐章之一
。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
,

这种最美

的感受实际上是 由两个乐章及乐章内主题

对比而产生的
。

在这一连串的对比变化中使

人 的心理在第一乐章中形成的心理期待和

矛盾冲突中得到了满足和解决
,

从而产生一

种舒适
、

自然的感觉
,

使人不由产生
’

渝悦的

审美体验
。

落入陈规俗套中之感
。

第三乐章作者巧妙地

将第二 乐章主部主题动机的旋律加以变化
,

对节奏
、

速度
、

音区
、

情绪等进行了承接和发

展
,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题表现了与第

二乐章不同的情绪
,

明朗
、

欢快
。

这样
,

第三

乐章第二主题与二乐章的主部主题既有着

内在的血缘关系
,

又有新的因素产生
。

同样
,

在第四乐章中主部第一主题威武雄壮
,

第二

主题是从第一主题开始的音调经压缩派生

而成
,

三连音群风起云涌地展现出节日欢乐

不止地情景 �富于动力的过渡段之后
,

出现了

一条与主题鲜明对比的歌唱性旋律
,

这是奏

鸣曲式的副题
,

而结束部材料带有进行曲风

格
。

新主题的产生既满足 了人的心理期待
 

又超出了人的心理期待
 

这样使听者感受到

了出乎意料的新颖美
。

!二∀主题的移位
、

变化与重复

第四乐章最后展开部处理得十分有趣
,

以对位的方式将各乐章的主题综合在一起
,

通过移位
、

旋律的重复
、

和声和配器和力度
、

速度
、

表现等的交织变化使主题富于新颖

感
,

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期待中有一个动力性

的发展
,

提高 了欣赏者的感受强度
,

使音乐

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安排
。

最后作曲家把全部

的高潮安排在尾声之 中
,

收到了十分辉煌的

效果
。

这一系列新的音响刺激大大地超越 了

我们在第一乐章主题分别反复十二次形成

的心理适应性
 

为新因素的出现感到新鲜和

满足
,

从而提高了人在心理上的敏感性而避

免了审美疲劳的产生
。

体验又回归到最初的基本状态
,

因此
,

音乐

的形式安排在听者的心理上产生了平衡的

体验
。

!二 ∀心理能量的堆积与释放

音乐的第一乐章三个陈述以后
,

音乐转

入 了戏剧性的展开
,

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的

交替出现
,

形成了紧张的矛盾冲突并充满了

焦虑不安的情绪
,

表明作者面临的异国环境

与自己思念祖国的心情
,

不仅无法协调
,

而

且冲突越来越强烈
。

这种音乐材料的组织使

我们产生了因心理能量的积蓄而造成的心

理张力引起的体验
,

第二乐章温柔抒情的音

调 出现使第一 乐章形成的心理能量的积蓄

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释放 �第四乐章中以长时

间的铺垫通过移位
、

旋律的重复
、

和声和配

器和力度
、

速度
、

表现等音乐运动一浪高过

一浪的向上发展
,

使听者的心理体验产生一

种
“

憋了一股劲
”

的感觉
,

让人不由产生一种

激动的情绪
,

这种极度蓄积的情绪在强烈的

心理能量释放过程中得到平衡
,

从而使听者

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愉悦的情感

体验
。

三
、

心理适应性要求作品不断变

化使之新颖美

!一∀主题的变化与派生

在音乐审美过程中
,

人们总是对下面

的音乐音响具有一定 的期待感
 

这种期待常

常会非常明确地指向某个音高
、

某种力度
、

紧张度等等
,

如果音乐的材料完全落在了人

的期待之 中
,

那么就会使人产生缺少新意
、

四
、

对称平衡美

!一 ∀# 一 ∃一# 的平衡结构

平衡性是人类最基本的审美需要之一
,

也是人们对艺术作品形式评价的最重要的

指标之一
。

在作 品中第一乐章及其他乐章随

处可见的#一 ∃ 一#式的结构
,

本身所体现的就

是一种平衡结构
,

这种结构让听众在欣赏#

部时获得一种基本的心理体验
,

并以这种心

理体验 为音乐感受的基本
,

而日部中人们的

,
合理体验往往是动荡的

、

不安的
,

它造成了

人们心理体验上的某种
“

倾斜
” ,

在再现部
,

音乐又回到了最初呈示的材料
,

人们的心理

五
、

结语
德沃夏克用自己超常而又激情洋溢的

音乐天赋
,

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
,

为发展捷

克民族音乐
,

提高捷克音乐文化水平作出了

巨大贡献
。

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

在其

创作过程中
,

异域的文化冲击让作曲家将内
,

合强烈的乡愁糠合交织在一起
,

使欧洲文明

和美洲印第安人
、

黑人的心灵呐喊完成了一

次空前的交流
,

这种交流不是溢于言表
,

而

是通过内心
、

透过感情乃至灵魂来完成的
。

同时
,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

作者在交响曲当

中所展现的
,

不仅是一种相通的内心世界
,

更是作者与听者之 间一种无法模仿的音乐

流淌
,

各乐章中音乐材料的组织与安排无不

体现着受人的审美心理制约的
、

音乐艺术创

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音乐的形式

美法则
,

从而使作品产生了好的艺术效果而

不断地吸引着
、

感动着听者并给听者以愉悦

的审美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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