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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教育学院学报
出

阳 加
,

摘 合 了

印象主 创立

了印象

关

中

印

国作曲

当时绘

响下形

线下 自

象
,

而

了德彪西 以很大的启迪
,

他综合 了这两方面 的特征

在音乐上进行 了创造性 的探索
,

出现 了一种含蓄的

暗示多于热情直率的表达
。

强调朦胧 印象的创作特

点
,

并不 是 通 过 音 乐来 直 接描 绘实 际 生 活 中的 图

画
,

而是更多地描绘那些 图画 给我们的感觉 印象
,

渲染 出一种神秘朦胧
、

若隐若现 的气 氛和色调
。

他

用不协和和弦与附加音和弦 以及合音音 阶
、

五声音

阶
、

各种教会调式
,

配器精致丰满
,

音调
、

和音
、

节奏

型的变化细腻
,

曲式多不做传统 的主题展 开
,

创立

了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
。

德彪西的创作涉及歌剧
、

钢琴音乐
、

管弦乐
、

室

内乐
、

艺术歌曲等

一
、

声乐创作特点与风格

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歌剧《佩列亚斯与梅丽桑

德 》
、

合唱《被选 中的姑娘 》等
。

其旋律常以短小 的动

机缀合而成
,

避免 了浪漫 主义音乐 中常见 的重 复
、

扩充
、

发展等手段
。

声乐旋律与语言音调相吻合
,

很

少有气息宽广的线条
。

如歌剧《佩列 亚斯与梅丽桑

德 》是一部象征主义的戏剧
,

其创作技巧极其独特
,

德彪西创造性地运用 了新 的音调
、

新 的形式
、

新 的

任何

具体

张的

逐渐

情直

成
。

歌

剧音乐的古怪调式和声
、

稀淡 的色彩 以及含蓄的表

情同剧本的影影绰绰的 比喻和形象水乳交融 节奏

随着细致的语调变化浮动
,

以微弱平静的语气来掩

盖内心紧张
、

激烈 的感情 乐 队 的配器 同歌剧 的乐

思配合的天衣 无缝
,

协调统一 其 和声 始终贯穿着

四度和弦
、

全音阶
、

不解决的和弦等
,

因而是 以他完

成的印象派和声贯 串全剧始终 其音 响柔 和
、

精致
,

起到了提示形 象与烘托气氛 的作 用
。

在歌剧 中
,

德

彪西虽要求用 大乐 队
,

但不是用来加强力度
。

弦乐

器常常分组并加弱音器演奏
,

许多打击乐器如定音

鼓
、

大鼓
、

小鼓
、

大小钱
、

平锣
、

钢 片琴
、

钟琴
、

木琴

等
,

也是他色彩 的源泉
。

此歌剧 摆脱 了 瓦格纳 的影

响
,

运用具有法国特征 的
、

新颖 的表现手段
,

体现 了

德彪西深受象征主义文学思潮 的影响
。

二
、

钢琴音乐创作特点与风格

德彪西的钢琴创作在他 的创作 中 占有 主要地

位
,

其作品有《前奏曲 》
、

《练习曲 》
、

《版画 》和大量 的

钢琴小品等
。

他的作 品偏重于 以 自然景 色 为题材
,

对变化的大 自然进行 了细致人微的观察
,

用真挚的

感情和富有表现力 的
、

丰富 的音 响
、

独特 的音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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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来表达出一种新的对 自然世界充满诗意的感受
。

他在题材
、

调式
、

和声
、

织体
、

音响
、

曲式等方面
,

创

造

界

分

地

声

及

格

《雨

性

法

了

极

分

形

光

妙

灵

和

感

义

德彪西所使用 的显著的手段有 平行和弦的运

用
、

声音层次 的细致修饰
、

没有解决 的和声 以及使

用特殊的踏板效果
、

调式 自由转换等
,

充分探索 了

钢琴所可能达到的音 响效果
,

成为印象主义钢琴创

作的典型范例
,

突出地表现 了印象主义钢琴音乐 的

风格
。

三
、

管弦乐创作特点与风格

德彪西 的前奏 曲《牧神午后 》是印象主义标题

性管弦乐的奠基 之作
,

其音乐再现 了诗歌意境
。

他

用不同乐器的音色组合
,

映衬出神话世界的幻境和

牧神身影模糊的形体及其朦胧的感觉
。

其配器有色

彩性
,

独特的音响渲染 出迷茫
、

墉倦的情调
。

德彪西在《牧神午后 》乐 队各组乐器 的运用上

有其独特的做法
。

弦乐组在德彪西 的管弦乐写作中

仍居主要地位
,

但 已变为重要 的色彩乐器组 了
。

如

在作品中运用 了拨奏
、

加弱音器
、

泛音奏法
、

滑奏等

等
,

来表现音乐的色彩性
。

另外
,

德彪西 的管弦乐中

使用了大量的音型化织体
,

来表现音乐画 面的流动

和光线的明暗变化
,

具有独特 的表现意义
。

在德彪

西的乐队中运用 了木管组
,

但他改变了以往的传统

音色
,

而表现 出含蓄
、

柔和
、

淡雅
、

诗意的音响效果
。

他所运用的铜管组不是用来加强乐 队的音量
,

而是

加人了弱音器
,

来加强乐 队 的色彩
,

其音色与木管

运

来

气

、

和

一

主

用

曲

中

续

底

热

精

特

视

的

声

进行的功能性
,

取得极其丰富的和声色彩
。

配器

新颖
、

细致
。

总之
,

印象主义的音乐既延续 了浪漫主

义的一些创作倾向
,

又为二十世纪作曲家打开 了一

个新的世界
,

成为浪漫主义 旧风格与印象主义新风

格的桥梁
。

这种音乐风格对于近现代音乐 的发展所

起的作用 是 不 可估 量 的
,

对后 来 的二 十音乐 中的
“

表现主义
” 、 “

十二音体系
” ,

以及
“

序列音乐
”

等几

种音乐流派都具有一定 的影响
。

印象主义乐派著名

作曲家还有拉威尔
、

梅西安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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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教育中培养 童对音乐 的兴趣 同时在培养 把握好学琴在儿童发展 中的方 向
,

以儿童心理 的健

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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