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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描写 法 德彪西 是抓住 人所

具有的丰富而细微 的各种感觉
,

使他的音乐

像暴雨后 的原野
、

带露的花蕊
,

具有一种 清

新
、

沁润的独特魅力
。

欣赏德彪西 的音乐必须是静心 的
、

投人

的
,

否则
,

就像他的音乐所描绘的转瞬 即逝的

印象一样
,

你无从把握
。

它不会像浪漫主义音

乐那样用华丽
、

庞杂 的音 响去迫使你的耳朵

就范
,

它像饮茶
,

是需要细细
、

慢慢去品味
、

去

感应那现实与灵魂的沟通
。

此时
,

你便发现
,

听觉 已超越 了本身 的局限而领悟到 了视觉
、

嗅觉里的甚至更多 的感受
。

我国著名学者钱

钟书在他的一篇题为炙通感 》的文章中对此有

专门的论述 他说
“

日常经验里视
、

触
、

味
、

嗅
、

听觉可彼此打通
,

不分界 限 颜 色有温度
,

声

音有形象
,

冷暖有重量
,

气味有锋芒
” 。

英国哲

性 免传统创

日常生活 中转瞬即逝的事物及光色作为创作

的主题
,

如流荡着 的光
、

水
、

气
,

风中颤抖 的枝

叶
,

街上穿梭而过的行人等
,

他们用敏锐的双

眼去追逐生命中最真实的感受
。

如法国印象

派 风景 画 家 西 斯 莱
,

一

创作的《村头 》
,

向阳的枝叶是暖融融的

金黄色
,

背光处是阴冷的近乎黑色的墨绿色
,

墙壁上是绿树和 阳光反射 的黄绿交混色
,

远

处的树和阴影 由于蓝夭的映衬成为蓝色而非

先验的绿色和黑色
,

由此
,

画家打破了传统的

着 色观念
,

注重色彩在不 同角度光线下 的微

妙变化
,

看着 它 仿佛你正走在沐浴着阳光的

村头 感受着 阳光温暖而柔和地爱抚
,

甚至你

还会隐约 闻到树木 和泥土散发出的清新的气

息
,

听到寂静 的村落中偶尔传来的狗吠 和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