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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的创作背景

德沃夏克音乐创作的一生，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首位，这样的艺术创作风格的定位是与当时的时

代背景以及作者自身的身份背景相关联的。
（一）影响其艺术创作的时代背景：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

19 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让理性思维走向幻灭，人性得到解放。而浪漫主义音乐追求个性化的音乐风格,
作品具有很强的描绘性和民族特色。正如李斯特所言：“音乐是最纯的感情火焰。”那时作曲家的音乐出于个人的

内心冲动和精神需要，其创作是独立自为的。①而《新世界交响曲》正是身在异乡的德沃夏克体验了 19 世纪美国带

给他对追求自由民主人民的同情与淡淡的思乡之情的双重冲击所作的，所以说是盛行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

给予了《新世界交响曲》以出现的前提和机会。
（二）自身身份背景：浪漫主义音乐影响下蓬勃发展的捷克民族乐派

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民族音乐备受关注，出现了一批利用本国民间音乐素材表现强烈爱国之情与深厚民族

情感的作曲家，而 19 世纪中叶形成的捷克民族乐派代表人物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也在其中。不同于斯美塔那，德

沃夏克不直接引用民间音乐的旋律,而是在充分理解不同民间音乐风格和其旋律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把这些旋律

融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创造出新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即是他糅入了印第安人和黑人音乐元素，而非仅是捷克

的音乐元素所创作出的，使其作品高度定位为世界性的民族音乐而被后人视为经典。当然，德沃夏克的优秀并不

仅因他顺应了时代，还在于他个人独特的音乐创作风格：质朴的抒情，乡土般的“气息”，却表现着具有世界性的民

族音乐———就这便与众多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不同，其创作的独树一帜还可就其本身音乐创作风格进行剖析。
二、德沃夏克作品的创作特点

其音乐作品旋律朴实无华却饱含激情，曲调优美，和声丰富，配器简洁生动；其创作体裁均与民间音调紧密联

系，是以捷克民族音乐风格为主，同时融合斯拉夫民族和美国黑人音乐等多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实验性创作，达到

意外的艺术效果，实现民族音乐范畴里的艺术再创造。而且德沃夏克音乐创作之路宽广且得到国际上好评，这样

的成就在于他对民族音乐创作研究的用心与坚持，在于对国外音乐艺术探索和学习的积极与广泛。他了解并在创

作中融汇了音乐大师的精华，他还访问过许多国家：从捷克到其他斯拉夫国家，再到欧洲、美国，这些国家的音乐

文化无疑成了德沃夏克音乐创作的宝贵源泉与丰富素材，使他民族音乐的实验性创作空间更宽大，超越了国界，

既充满了民族性特征，又具有世界性，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的瑰宝之作，并再次印证了那句真理：民族的即是世界

的。以下笔者将以《新世界交响曲》为例，对作品及其作者的音乐创作风格进行更详尽阐释。
三、《新世界交响曲》的作品分析

（一）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新世界交响曲》，1892—1893 年写于美国，是德沃夏克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交响乐，也是欧洲作曲家创作的第

一部美国交响曲。作曲家在交响乐中真诚而激动地倾吐了两方面的思想情感：一个捷克人在美国这片陌生而又繁

华的土地上的感受以及他对祖国、故乡无尽的淡淡的哀思。作品运用了大量民间音乐素材，有波西米亚的，美国黑

跨国界的民族之声合奏
———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赏析

⊙胡 茵［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成都 610015］

摘 要：杰出的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安托宁·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 k，1841—1904）以非凡的才华创作出盛演

不衰的优秀作品———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它反映出德沃夏克作为19世纪民族乐派代表音乐家独特的创作

风格与才能。本文从德沃夏克所处的时代背景，作曲家身份背景以及音乐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和谐与独特的角度来着

手探讨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作品中所体现的音乐家独树一帜的音乐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以及蕴

涵在作品背后的精神内含，实现对德沃夏克及《新世界交响曲》更细致、深入的理解和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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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还有捷克民间舞蹈歌曲因素。整部作品以古典交

响曲的传统形式写成，共有四个乐章，它的结构继承了

古典曲式结构，因此显得明细、紧凑、精练。第一乐章：

序奏，慢板，e 小调，4／8 拍子。序奏部分为全曲精神的

中心旋律，主部主题贯穿全曲，它是由黑人灵歌《轻摇，

可爱的马车》变形而来的，用黑人歌曲所特有的切分节

奏，抒发着对那些居住在美国、争取着民族平等的有色

人种的同情。第二乐章：最缓板，降 D 大调，4／4 拍子，

复合三段体。这一乐章是整部交响曲中最为经典的，

其中英国管独奏部分，接近波西米亚气质的旋律，再加

上弦乐以简单和弦的完美伴奏，就成就了这一乐章的

主题———感人的“念故乡”。它的感人来自于那份真情

实意、质朴诚恳的力量。那浓郁的乡愁释放出令人难以

释怀的美丽，不能不让人从心底涌出渴望回家的情感。
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乐章中间主题部分悠长婉转，

是典型的捷克民间音乐风格，且有两个主题，一是轻快

活泼，带有跳跃的情绪；另一个清丽、明快，富有五声音

阶特色。二者彼此应和模仿。第四乐章：如火般热烈的

快板。乐章的主部由圆号、小号共同演奏，威武雄壮；副

部主题由单簧管演奏，柔美抒情，描绘了生机勃勃的新

大陆，抒发了作者想象中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情景，结尾

处雄壮豪迈的高潮巅峰，气势雄浑刚健，乐思自由奔

放，以雷霆万钧之势结束了全曲，可谓是纷繁的形式与

丰富的内容的完美结合，其难以摹状的音乐美，给人以

畅快淋漓之感。由此可见，形象鲜明、感情强烈、艺术完

整而别具风格使《新世界交响曲》不愧被公认为“19 世

纪下半叶世界交响音乐的珍品”②。
（二）作品的艺术特点分析

《新世界交响曲》以极其丰满的音响效果和色彩

纷呈的音色变化，展现出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和绚丽多

姿，立足于使土著音乐上升为交响性音乐并更好地表

达作曲家内心感触，德沃夏克运用了独特的创作技巧。
第四乐章展开部，旋律上由原来的印第安调式转化为

波西米亚调式, 仿佛暗示人种范围的扩大———不止德

沃夏克自己，还有波西米亚民族,乃至包括一切人种在

内的各民族，都有对故乡的向往与思念，乐曲中吐露了

对离开故土流浪着的人们的同情与理解，并用音乐表

现形式述说了自己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同时作品中

浓郁的人文情怀，表现了作曲家内心炽热的爱国情感

与超民族范围的音乐手法。第四乐章尾声由短号吹奏

出的主部主题旋律凝重空灵，有对那些积极争取自由

平等权利却有着悲苦命运的勇士的哀叹，也有对民族

的哀思，伴随着和弦的渐渐消失，那种“淡淡的忧伤”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也不止是个人哀怨,而是对整个

人类各种族争取自由平等过程的哀思———是民族的，

是属于世界范围的。可见，真正激动人心的“交响性”并
不是依靠人工制作出来的浩大声势，而是作曲家的激

情喷发。也正因为《新世界交响曲》作品背后的这层“世

界性”的民族意义，才使得它成为一部立意极高的作品。
在浪漫主义音乐的影响下，将多种民族民间的音

乐元素兼容并蓄，德沃夏克可谓“真正的勇士”———他

极为正式而严肃地将被繁华与嘈杂掩盖了的民族悲哀

公开化，这也是德沃夏克非凡之所在。同时，德沃夏克

是朴实大气的音乐家，无论是交响乐还是室内乐，情感

心绪的表露都在质朴的“音乐的话语”中自然流淌。他

也是难能可贵地坚持走着独特艺术创作风格的音乐

家，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理

念之中。“一个优美的主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要抓

住这个优美主题加以发展，而要写成一部伟大作品，这

才是最艰巨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正是如此，德

沃夏克的音乐作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传统，可以

说他是吸取其他国家民族音乐的养分，来培育捷克民

族音乐的发展与成长。《新世界交响曲》让人们意识到

德沃夏克不仅是杰出的民族乐派音乐家，也是伟大的

民族精神倡导者，他把对民族精神的真切诉求深埋在

旋律中，让世人为之动容，受之启发，获得深切的民族

认同感与使命感。而这部作品就仿佛是他特意留给后

人的充满民族精神魔力的“法器”，希望后人能握紧它，

继续坚持世界范围内民族音乐融合的探索之路，让叙

说着民族精神的音乐不止，让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族精

神永世不灭。

① 朱秋华 .西方音乐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2-118.
② 宋瑾，李诗原 .大学音乐 [M].武汉：武汉 大学 出 版社 ，

2002：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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