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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经 言 译

本文 出现有不少作曲 家人名
,

除十分著名者外
,

其余人名的外丈写法
、

生卒年

月 等项均见译文 后 之译者附注 �人名排列以 出现先后 为序 �
—

译注

提 要

莫扎特的晚期歌剧被视为与其同时代的
“

歌剧产 品
”

具有极大差别的典范之作
。

但

是
,

莫扎特仍然深深根植于当时 的 传 统 之

中
。

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

拿当时其

他作曲家的歌剧来比较一 下
,

例如 拉 尼 茨

基
、

迪特斯多夫或者格瑞特里的 歌 剧 来 比

较一下
,

就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 差 异 和 共

性
。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

莫扎特在其作品中

多次涉及当时维也纳的歌剧创作和歌剧表演

�如在 《唐磺》 等剧的终场时涉及到了马丁

一索莱尔和萨尔蒂的歌剧
,

或者在 《费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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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 中涉及了格瑞特里的歌 剧 �
。

也 还

可以看出
,

莫扎特对他的歌剧
“

环境
”

有着

深刻的认识
。

当然
,

莫扎特地地道道地说着

当时的
“

音乐语言
” ,

也是一清二 楚 的
,

但

是
,

这种语言基于莫扎特独特的天才
,

并且

得到了高度的洗炼
。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鲍厄尔整理和编

辑出版的那份首演于维也纳的歌剧和轻歌剧

的目录 �
,

就可以断 定
, �� � � 年 至 �� � �年

间
,

在所列举的全部维也纳的歌剧产品中
,

莫扎特的晚期歌剧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

毫无疑向
,

其中的主要理由在于
�

与他同时

代的其他歌剧作曲家相 比
,

莫扎特写的歌剧

数目极少
。

但此外也在于
,

莫扎特不是
“

时

髦
”

作曲家
,

因此也就不是最 受观众欢迎的

作曲家
。

而另一些作曲家
,

如迪特斯多夫
,

马

丁一索莱尔
,

萨列里
、

帕伊谢洛或者米勒在这

方面却要成功的多
。

下面的事实也体现了这

一点
�
作为对帕伊谢洛的那部演出极为成功

的 《塞维利亚理发师 》 的
“

反应
” ,

莫 扎 特

创作了 《费加罗的婚姻 》,

该剧于 �� � �年�月

� 日首次在维也纳演出获得了成功
。

但不久
,

就几乎被迪特斯多夫的 《医生和药剂师》�上

演于 �� � �年�月 � 日
,

演出极为成 功 � 挤 出

了该演出季节的节 目单
。

莫扎特 的 晚 期 歌

剧
,

如 《唐瑛》 �首演于 �� � �年�月 � 日�
、
《女

人心》 �首演于 �� � �年 �月�� 日�
,

或 者 《魔

笛 》 �首演于 �了� �年 �月�� 日� 的命运也好不

了多少
。

初演于布拉格的 《狄 托 的 仁 慈》

� �� �� 年 �月� 日� 甚至是在莫扎特逝世之后

才于 �� � �年玲月�� 日在维也纳的克思特纳托

尔剧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上 演
。

但

这并不能说 明
,

莫扎特对观众 趣 味 照 顾太

少
。

例如
,

在谈及 《后宫诱逃 》 时
,

他还是

提到
,

他是
“

完全按照维也纳人的趣味
”
来

创作土耳其近卫步兵的合唱曲的
,
所以

,

莫

扎特深谙维也纳观众的爱好
,

特别是那些在

维也纳歌剧中有其特定地位的
“

程式
”

和象

征
。

例如
,

莫扎特把他自己创作的和其他作

曲家创作的歌剧中的一些受人喜爱的旋律摘

用到他的新作品中
,

以便迎合观众的趣味
。

他甚至用这种方式
“

象征性地
”

解释舞台剧

情
。

时代风格和维也纳地方风格与莫扎特的

个人风格浑然结为一体
,

当然是以夭才的方

式进行了加工
。

立足于其时代的莫扎特
,

在

当时却未能取得巨大成功
,

未能得到普遍的

承认
。

那么
,

关键原因究竟何在 � 这里试列

几条
�

��
�

�� �  年以后
,

由启蒙审美观 � � �� �� � �

� � � � �“� � � � �� � 引出的
、

其中汉斯 武尔斯特

和卡斯佩尔� 的 形 象起 到重要作用的国 民

剧 � � � �� � �五� � � � � � 重新崛起
。

在这一发 展

过程中
,

尤其在重新唤起人们喜好戏剧的童

话特点和神奇特点方面
,

音乐喜剧和用德语

演唱的歌唱剧起到 了其特有的作用
。

维也纳

的福尔施达特剧院抓住了这种新的机会并积

极扶持这种音乐喜剧
,

尤其是用德语表演的

一种 明快歌剧
,

即当时称 作 的
“

轻 歌 剧
”

� � � � � � � �
�
�
。

它们表现的都
“

是在半 为 维

也纳风格
、

半为东方色彩的仙境中发生的童

话神话故事
” 。� 最晚从 �� �  年起

,

诸如迪 特

斯多夫
、

申克
、

萨尔蒂
、

萨克
、

考尔
,

尤其

是米勒等作曲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

象

拉尼茨基的 《奥柏龙
,

精灵 之 王》 � �� �  �

或者米勒的 《卡斯佩尔
,

大管演奏者或者魔

琴》 � �� � �� 等作 品之所以得以产生 并上演

都应归于当时的这种形势
。

而莫扎特呢 � 他

虽然于 �� � �年就完成了 《后宫诱 逃 》,

但 他

的 《费加罗的婚姻》
、
《唐瑛》 和 《女人心 》 是

分别于 �� � � 、 �� � �和 �� �  年完成的
,

而用德

文 演唱的 《魔笛 》 是 �� � �年 才 完 成 的
。

所

以
,

莫扎特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
,

主要是在

席卡内德尔的敦促下
,

才以 这 种滑稽 歌 剧

�� � ��� � �一� � � � � 参予其 中的
。
从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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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扎特的晚期歌剧与当时维也纳的
‘

环境
’ ,

�”
·

、

用意大利文演唱的歌剧 不 断 减 少
。

但
,

莫扎特起先却仍然坚持这种越来越少被

人问津的谐歌 剧 �� ��
� � � � ��� � 体 裁

,

所

以
,

在这一发展过程 中
,

就无法保证取得较

长时间的成功
。

配有德文唱词的歌唱剧和明

快歌剧就 日益受到欢迎和赏识
。

��
�

如果说莫扎特最终以
《
魔 笛》 加 人

了维也纳的
“

滑稽歌剧
”

和神话歌剧这一传

统的行列的话
,

那么
,

比起当时的同行们
,

他仍然赋予这种歌剧以更多的严肃性
。

这主

要表现在萨拉斯特罗 世界的音乐形象上
。

例

如在拉尼茨基的 《奥柏龙
,

精灵之王 》 一剧

中
,

合唱更多的是服务于托钵僧兄弟会成 员

�� � � � ��。�� �
,

而不是作为奥柏龙神奇王国

的点缀
,

而祭司的合唱则溶进了那个神秘的

世界并说 明之
。

在这种欢乐的歌剧中
,

有祭

司场景的萨拉斯特罗世界在观众眼里当然是

一种陌生的东西
。

所以
,

该剧的效果与其说

是因此得到加强
,

不如说是受到了影响
。

有

一位观众在谈到莫扎别时说
,

他
“

这么样来

表现巴伐利亚人
,

我真坐不住了
,

或者说
,

我

真想叫他蠢驴
” �这样的观众肯定不会只 有

一个
。

�� �� 年�� 月的 《柏林音乐周报》 刊载

了一则�� 月� 日来自维也纳的简讯也证 明 了

这类理解问题
。

该简讯写道
� “

由我们 的 乐

队长莫扎特作曲的新机 械 喜 剧� 《魔笛》 ,

花销巨大
,

布景豪华
。

但它并未获得预期的

反响
。

因为该剧的内容与语言太糟糕 了” 。

�

此外
,

似还可以补充一点
,

因为该剧的音乐

语言也不是那么好懂
。

在莫扎特的这部神奇

歌剧中
,

包含了维也纳人对这种音乐喜剧所

希望包括的所有形式
�

简单的
、

如歌般的构

架
,

恢宏的花腔咏叹调
,

充满伤感主义的咏

叹调以及多种合唱
。

此 外
,

通 过 《后 宫 诱

逃 》 一剧中土耳其近卫步兵的合唱曲
,

莫扎

特已经注意到
,

他是
“

完全按照维也纳人的

趣味 ”
来处理这些合唱曲的

。

所以
,

他当时

已经完全了解了他的观众
。

那么
,

影响人们

无条件地去接受莫扎特和席卡内德尔合作的

这部歌剧的原因也许是在此之前
,

即 �� �� 年
�月� 日在莱奥波尔德市立剧院上演的 《卡斯

佩尔
,

大管演奏者或魔琴》 �该剧由米 勒 作

曲
,

滑稽演员佩里内特 � �
� � � � �� � � � � � � � �

,

剧情基本同 《魔笛》�
。

当然
,

这里更多的是

猜测
,

而不是论证
。

��
�

我们不应忽略下述事实
�
莫扎 特 至

少从 �� � �年起在维也纳已不再拥有很高的社

会地位
,

而且他也不再属于那些众所周知的
“

时髦
” 作曲家了

。

相反
,

象安福西
、

迪特

斯多夫或者米勒等其他作曲家却大受欢迎
,

得到社会承认
。

他们作为作曲家
,

运用一种

极其简单的音乐语言
,

这一点 �完全撤开题

材不谈 � 对人们接 受他们的作品产 生 了积

极的作用
。

如果说莫扎特没有按照在维也纳占主导

地位的习惯来创作他的歌剧
,

那无疑是错误

的论断
。

在他的音乐语言中
,

差别 是 明 显

的
�
只要剧情需要和许可

,

其音乐语言在简

朴之 中充满了严肃认真的
、

思想深刻的
、

同

时也是地地道道的欢快和幽默
。

在十八世纪

下半叶
,

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能象

莫扎特那样清楚地表现 出时代 风格与个人风

格之间的这种差别
。

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
�

莫扎特深谙他那个时代的要求与现实
,

并懂

得以一种夭 才的方式去利用它们并创造性地

去改造它们
。

对于当时的歌剧作曲家来说
,

运用当时

流行的样式和范本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

例如
,

拿格鲁克的 《没有欧律狄克那该怎么办 》 的

开始部分和迪特斯多夫的 《医生和药剂师》

一剧中那首名为
“

在我心中怎能还有欢乐
”

的咏叹调的开始部分比较一 下
,

就 能 说 明

这一点
。

究竟是有意地以他人的作品作为蓝

本
,

亦即表示对其挚友和尊师的崇敬
,

还是

一种无意之举
,

至今没有答案
。

当然
,

就本

文而言
,

这也并不十分重要
。

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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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 � 格普克的 《
奥尔菲斯与欧律狄

克 》,

奥尔菲斯泳叹调
“
没有欧律狄克那该 怎

么 办
” ,

开 始 部分
。

�
�

�谱例 � � 迪特斯 多 夫的《医 生 和 药 荆

师》 ,

第一 幕
,

莱奥诺 雷的咏 叹 ��
�

�

��
, “

我

心中怎能还有欢 乐�
” ,

开始部分
。

�

就这方面而言
,

莫扎特也绝不例外
。

他

的作品主要通过对以前作品的构架重新作出

安排的方式而相互有所区别
。

这表明在
,

他

把正歌剧 中的某些成分吸收进他的维也纳歌

唱剧中
。

如果把 《后宫诱逃
》 ��� � �� 中康斯

坦茨的那首
“

所有的苦痛
”

咏叹 调 片 断 和

《医生和药剂师》 ��� � � �一剧中莱 奥 诺 雷

��� ��
“ � ”� 的咏叹调片断放在一起比 较 一

下
,

就更清楚了
。

在这两首咏叹调中
,

乐器

都是附加性质的
,

且都是独奏
。

显然
,

这在维

也纳是很流行的方式
。

但是
,

在莫扎特的咏

叹调里
,

由于利用了各独奏乐器所具有的较

大的独立性
,

以及利用乐器在与歌唱声部交

替表演时各不相同的进人而明显地突出了和

谐的特点
。

当然
,

这两首咏叹调都是用和谐

乐器伴奏的咏叹调类型
。

�谱例 �
�

莫扎特的‘后 宫诱逃》 ,

康斯坦

茨的咏叹调
“

所有的苦痛
” ,

片断
。

�

�谱例 �
�

迪特斯多夫 的《医 所 和 药 剂
�

师》 ,

第二幕
,

莱奥诺 雷的 咏 叹 调 ��
�

�

��
,

“

满意比皇冠更重要
” ,

片断
。

�

维也纳的观众好象都曾特别喜欢各种军

乐
。

布拉格的观众显然也有 这 种 爱 好
。

所

以
,

为 了解释不同的舞台剧情或 者 唱 词 内

容
,

军乐不是以各种进行曲的形式单独地用

进歌剧
,

就是和独唱咏叹调或者和合唱部分

一起用进歌剧
,

也就不足为奇 了
。

它们既可

以是
“

广告式的
, ,

��王� � � � �� �
,

也可以是 非

常艺术性的
。

下面的两个谱例
,

仍然是迪特

斯多夫和莫扎特的作品 能清楚地说明这

师》,

第二 幕
,

施 图姆 瓦尔特的咏 叹调 ��
�

�

��
“

这么对待士兵们 �
”

片断
。

�

�谱例 � � 莫扎特街��� 费加 罗的婚姻
》, “

你

将 不再去
, , ,

片断
。

�

宏大的花腔咏叹调成了维也纳歌唱剧的

一个固定组成部分
,

它从正歌剧 中吸 收 而

来
。

这一形式不仅在乌姆劳夫的 《矿工 》
、

或

者莫扎特的 《后宫诱逃 》 中
,

而且也能 在 其

他许多作品的找到
。

这些咏叹调的形态以及

对独奏声部的技
一

术要求都尽可能地各按演唱

者的不同能 力而定
,

因为这些音乐本来就是

为她们创作的
。

这里
,

我们只要想一想
,

莫

扎特在其 《后宫诱逃 》 中
,

为了
“

卡瓦利埃

利 ��
� � � ��� !�∀ 小姐的那个人们熟悉 的 嗓

子
”

而在音乐方面作了不少牺牲
。

这是莫扎

特 自己说的
。

女声独唱演员得心应手的一些

地方
,

或者很适宜于她们表演的一些地方
,

如跳进
、

音的反复
、

下行的模进音型等与公式

化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也不鲜见
。

而按照今天的标准看
,

这类声部进行显然不

能始终成为范式
。

在莫扎特的 《魔笛 》 上演

的那一年
,

亦即17 91年5月23 日在维也 纳 有

拉尼茨基的 《奥柏龙
》
的演出

。

莫扎特的大

姨 子 约 瑟 法
·

霍 费 尔 (JosePh a H ofer ,

1 7 5 8 一1819) 唱奥柏龙的那个很难的花腔声

部
。

汉堡歌剧院院长施罗德(r
.
L
.
sehr6aer)

报导 了这次演 出
: “

奥柏龙由霍费 尔 (娘 家

姓韦伯) 饰演
。

一个令人讨厌的女角
,

她的

高音达不到角色的要求
,

她在尖叫
。

为此
,

她张大嘴
,

象那位老施泰凡尼
” 。

¿ 众 所 周

知
。

后来
,

莫扎特为这位女歌唱家写了夜后

的那个很难的声部
‘

比较一下这两个声部
,

可明显看到
,

所使用的音型有一 些 是 类 似

的
。

这主要可归于这位女歌唱家的
“

个人风

格
” 。

但是
,

除此之外
,

时尚的因素也 是 显

易见的 比较 《医生和药剂师》
、
《奥



德〕 马 林
:
奠扎特的晚期歌剧与当时维也纳的

“

环境
” ·

1 ”
·

写作方式 也受到维也纳 , 时 的 社 会 环境的

制约
。

( 谱例7
:
迪特斯多 夫 的《医 生 和 药剂

师》 ,

第二 幕
,

罗沙 里亚 的味叹 调 (N
r.1 1)

,

“

人人有天命” ,

片断
。

)

( 谱例 8
:
拉尼芝基的 《奥粕 龙

,

精 灵之

王 》 ,

奥柏龙 的咏叹调
, “

这是句的语言
” ,

片

断 心初 演于 2789年21年11月7 日 >
。

)

( 谱例 9
:
莫扎特 的《魔笛 》 ,

夜后 的咏叹

调
,

第一 慕
, “

我仇恨燃胸脸
” ,

片断)
。

凤格和旋律构成上的类似性
,

一方面受

到当时的
“

音乐共识
” 、

另一方面受到维也纳

的实际现状所制约
。

如果在这里说
,

这是有

意识的摹仿
,

那一定是不正确的
。

再用一个

对比
,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

莫扎特是多么

夭才地处理当时的
“

音乐共 识
” 。

在 《医 生

和药剂师 》 一剧中
,

戈特霍尔德 (G 。t t h
。
l d )

的密友
、

穿扮成女人的西歇 尔 (S i
c
he l) 不

得不避开父母以及由他们为菜奥诺雷指定的

未婚夫的追踪而躲到安全的地方
。

他在小咏

叹调里自己给 自己壮胆
。

而在莫扎特的 《后

宫诱逃
》
中

,

贝德里洛则不得不设法将塞利

姆的花园看守人奥斯 明灌醉
,

以便放走被关

的那俩人
。

为了这一计划
,

他也给 自己鼓勇

气
。

迪斯特多夫写的是一首和善的
、

简单的

小咏叹调
,

而莫扎特写下的却是一首合乎规

则的战歌
。

(谱例 10
:
迪特斯多夫的《医生 和 药 剂

师》,

西 歇尔的咏叹调
, “

不要冥思 苦索
” ,

第

二某(N
r. 9)

,

片断
。

)

(谱例 11
:
莫扎特的 《后 宫诱 逃 》,

、

佩 德

里罗的咏叹调
, “

朝气蓬勃地去战 斗
,

朝 气

蓬勃地去论争” ,

片断
。

)

维也纳的滑稽歌剧和神话歌剧
,

常常以

喜剧角色的出场歌曲开始
。

一般而言
,

该角

色以此作 自我介绍
,

并说 明自己 的 命 运 和

当前的生活状况
。

和
《
魔笛》中的帕帕盖诺一

样
,

拉尼茨基 的《奥 柏 龙 ” 中 的舍 拉 斯 明

(s eh o ra , m i
n

) 担任此角
。

同时
,

简洁的
、

如歌的音调也标志了该角色的社会地位
。

当

然
,

从这样一首
“

短小的歌曲
”

中也能听出

其中有着许多差别
:

(谱例 12
:
拉尼关基的哎奥柏龙》 ,

舍拉

斯明 的出场歌
。

)

( 谱例 13
:
莫扎特的《魔 笛》 ,

帕 帕 盖 诺

的 出场歌
, “

我是一个捕乌人 “

…
” 。

)

拉尼茨基在其 《奥柏龙 》 一剧中采用了

一种以后被吸收进维也纳轻歌剧 中的 音 乐

形式—分节歌 (C o
uplet)

。

而在莫扎特 的

剧 中却从未出现过
。

该种分节歌使演员可自

由地加进一些多少带有批评性质的
、

涉及到

当地的或者 日常事件的段落
。

舍 拉斯 明 在

这首分节歌中叙述了一些取自其生活的有趣

经历
,

以便取悦于他的主人
。

乐队伴奏逐段

变奏
,

并主要在第三段用以表现猫叫的唱词

内容
。

( 谱例 14
:
拉尼茨基的《奥柏 龙 》,

舍 拉

斯明 的分 节歌
, “

八年中只 一次
” 。

)

莫扎特对当扮的歌剧创作以及在维也纳

的歌剧演 出是相当熟悉的
。

这一点尤其因为

他的一些作品涉及到了这些情况而显得十分

清楚
。

长期以来
,

这种联系和暗示也许尚未

被全部发现
,

因为我们今夭已无法知道当时

得以演出的许多作品的音乐了
。

但是
,

可以

认为
,

同时代的人是完全注意到和理解这些

暗示
,

并且作为一种特殊的幽默 来 加 以 赞

扬
。

莫扎特 自己的作品也是如此
。

对此
,

只

需回忆一 下
“
e
o s

i f
a n t u t t e ,,

( 人 人 都 如

此) 先用在了 《费加罗的婚姻 》 一剧的合唱

中
,

以后才用在T 歌 剧 《e o s i f a n t u t t e 》

((( 人人都如此》 ,

一般译作 《女人心 》

—
译注) 的第二幕终场时

。

( 谱例 15
:
莫扎特 的《费加 罗的 婚 侧 》,

第一 幕终场
,

片断
。

)

( 谱例 16 : 莫扎特的《女人心》 ,

第二幕

终场
,

片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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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最佳的例子是在
《
唐 磺》

(首 演

于 1788年5月7 日) 的第二终场时
,

由为宴饮
·

奏乐的乐师们表演的
、

源出自当时在维也纳

和 布拉格极受欢迎的三部歌剧 (¹ 马丁一索

莱尔的 《珍闻 》 < 1 7 8 6年n 月17 日在维 也 纳

首演)
;
º 萨尔蒂的 《鹉蚌相争))( 一译《二强

相争》 ,
1 7 8 3 年5月28 日在维也纳 首 演)

;
»

莫扎特 自己的 《费加罗的婚姻 》( 1 78
6年 5 月

1 日在维也纳首演)) 的
“

流行歌 曲
” ,

这就是

当时家喻户晓的 《你将不再去 》。

为防止 出现差错
,

听众可通过 台上的相

应解说而注意被摘录的作品
。

所以
,

我们在

此涉及的例子不仅表现了歌剧中 的 宴 会 音

乐
,

而且也涉及到
“

歌剧的接受问题
”

和天

才的音乐玩笑
。

这时
,

管乐伴奏和乐队伴奏

则尽量依照原作进行
。

用这种方法不仅使听

众有可能想起他们已知的作品
,

而且再一次

有机会部分地了解被摘引的作品
。

乐队以新

的宴会音乐进人时
,

在总谱上有 明 确 的 标

记
。

( 谱例 17 : 莫扎特的《唐磺 》,

第二终场
.
的宴饮音乐

,

摘 自马丁一索莱尔 的《珍 闻》

< 1 7 8 6年 11月17 日首演于维也纳)
、

萨尔蒂的

《鹉衅相 争》( 1 7 8 3 年5月28 日首演于维 也 纳 )

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姻 》< 1 7 8 6 年5月 1 日

首演》)
。

在 《费加罗的婚姻 》 中
,

还有
“

接受问

题
”

的另外的例子
。

当然不是十分明显
。

其

中涉及到格瑞特里的一部歌剧
。

格瑞特里的

歌剧在当时的维也维十分 出名并深受欢迎
。

尽管在莫扎特的第二次巴黎之行时
,

他父亲

一再让他提防这位同行
,

但莫扎特好象还是

十分推崇格瑞特里
,

他至少有后 者 的 那 部

《泽米尔和埃佐 》 的歌剧的总谱
。

在 《费 》

剧中
,

莫扎特摘取了格瑞特里的歌剧 《嫉妒

的情人》 第一幕终场 (第十一场) 的音乐
。

该剧曾以芭蕾的形式于1780年在 维 也 纳 首

演
。

而且
,

后来又多次演出过
。

所以维也纳

的观众对此是很熟悉的
。

莫扎特和格瑞特里

的这两部歌剧的舞台剧情几乎同出一辙
。

象

《费加罗的婚姻 》 中的那位醋意十足的伯爵

一样
,

在
《嫉妒的情人 》 中

,

爱吃醋的阿龙

策 (Al
。n z e

) 也突然提前回家
。

伯爵和阿龙

策这俩人
,

一个以为伯爵夫人的情人
,

一个

以为莱奥诺雷的情人都会在场
,

并想以此使

伯爵夫人和莱奥诺雷大吃一惊
。

他们都要求

打 开引起他们怀疑的那两间关着的房间
。

他

们也都强行打开了房门
。

从房间里出来的却

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所谓的情人
,

而都是一

位女性
。

在 《费加罗的婚姻》 中是苏珊娜
,

在 《嫉妒的情人 》 中则是伊莎贝 拉 (I, a b e -

ll a
)

。

伯爵和阿龙策都看到他们的希望 落 空

了
。

面对现实
,

他们都无言 以 对
,

感 到 输

了
。

在格瑞特里的剧中
,

在莱奥诺雷和约琴

特 (Ja
C
in te) 劝伊莎贝拉躲开那位 吃 醋 的

阿龙策后
,

莱 奥 诺 雷
、

约 琴 特 和 洛 佩兹

(L
。P e

:
) 一起议论着新的局势和阿龙 策 的

行为
。

他们用的手段和莫扎特排在 《费》 剧

中的手法一样
。

所不同的仅仅只有一点
:
莫

扎特 (在 《费 》 剧的第二幕第九场开始时)

只用乐队象征性地
、

并以简明的形式加以暗

示 的意思
,

在 《嫉妒的情人 》 一剧中被说 了

出 来
: “

1 1
n e

S
a
i t P l

u s
q
u e

a i
r e ,

x 一 n e

s , e
m P

o r t e
p l

u s ,
1 1 9 己m i t

,
1 1

s o u
P i

r e ,

肠!

qu‘ 1 1 a
l
‘ a

i
r e o n

f
u s 一” (

“

我不知道
,

他该

说些什么
。

他不会再 发 火
,

他 抱 怨
,

他叹

息
,

啊
,

他多么糊涂 !
”
) 当时的观众肯定能

明白莫扎特的暗示和意图
,

并把它们看作是

十八 世纪的
“

幽默
” ,

看 作是一个特别 成 功

的做法
。

所以
,

如果象H
·

阿贝尔特那样À
,

在

不了解本文所论述的这些有关的情况时
,

就

认为
,

莫扎特的这一戏剧手法仅仅是
“

莫扎

特不断向喜歌剧 (oPora 。。 m i q u e ) 靠拢 的

一个证明
” ,

那理由显然是不充分 的
,

也 是

对事实真相的错误认识
。

(谱例 18 : 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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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终场
,

片断
。

)

( 谱例 19
:
格瑞特里 的《嫉妒的 情人》,

片断)
。

本文的 目的在于通过不多的一些例子来

说 明
,

把莫扎特仅仅看作一个脱离其成长和

创作的怪异天才
,

那是不合适的
。

莫扎特与

传统
,

尤其与维也纳的地方传统保持有最密

切的联系
。

当然
,

创造性地解释传统
,

同时

又极具远见地去战胜传统
,

都是他的天才的

功绩
。

可以说
,

这一点在他的最后一部歌剧

《魔笛 》 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

附录
:

1786年至 1791年在维也纳首 演 的 歌 剧

(摘 自鲍厄 尔整理 的 目录)
:

17 86年

安福 西
: 《妇 女 之 胜 利 》

(
1 1 t r i o n f o d

e l l e

d o n n e
)

,

5 月 15日
;

迪特斯多夫
: 《医生和药剂师》

(
D e r

A Po
t h 。 -

k
e : u n

d d
e r

D
o
k t o r

)

,

7 月11日
;

同上
: 《迷信引出的骗局》

(
D e r B

e t r u g d
u r e h

A b e r g za u b
e n

)

,

1 0 月3日或30日
;

加斯曼 (G
assm ann ,

1 7 2 于一 177 4
,

波希米亚作

曲家一译注
,

下同)
: 《伯爵夫人》

(
D i e g r : f i

n
)

,

加扎尼 加 (G
azzaniga, 1 7 4 3 一1818

,

意 大 利

作曲家
,

作有歌剧40 余 部)
: 《假 盲 人》

( n f i nt
。

e i
e 。o

)

,

2 月20日
;

马丁一索莱尔
: 《珍闻》

( L
。 。。 s a r a s a

)

,

1 1 月

17日;

蒙西 j己 (M
onsigny ,

1 7 2 9 一1517
,

法 国作 曲

家)
: 《美丽的阿尔塞纳》

(
n i 。 。e

h o n e
A
r s e n n e

)

,

8 月4日
;

其扎特
: 《
费加罗的婚姻 》,

5 月 1日 ,

米勒
: 《残废人》

(
n e r x n v a l i d e

)

,

6 月22日
;

同上
: 《越 淘 气

,

越 福 气》
( J
e g r o s s e r d e r

S
e
h
e l m

,

d
e s t o

g
r 6 s s e r

d
a s

G l u e

k
)

,

4 月 28 日
;

帕伊谢洛
: 《假继承人》

(
1 f i n t i E r e d i

)

,

8 月

1日;

同上
: 《高尚的竞赛》

(
L 。

g
a r e

g
e n e r o s e

)

,

9 月1日
;

同上
: 《可笑的决斗》 ( D

e r lo e h 。r l i 。 h 。 z
, 。

i -

k
a
m P f

)

,

4 月17日
:

同上
: 《月亮世界》

(
1 1 m o n

d
o d e l l a L u o a )

,

1 0 月22 日
;

里吉尼 (R ighi
ni, 1 7 5 6 一1512

,

意大利作 曲

家)
: 《含糊 哲 学 家》

(
1 1 d e m o g o r g o n e

)

,

7 月 12

日
;

萨列里
: 《音乐第一

,

歌 词 第 二》
(Pr

i m 。
la

M
u s

i
e a , e

P
o

i l
e

P
a r o

l
e

)

,

2 月 11日
;

同上
: 《清烟囱工》

(
D e r R a u e h f a n g k e h r e r

)

,

4 月30日
;

同 上
: 《妒 忌 人 的 学 校》

(
D i e S e h u l e a e r

E 1 f
e r s u C h t i g e n

)

,

6 月28日
;

申克
: 《乡下的圣诞节 》

(
D i e w

e i b n a e h t 。u
f

d
e
m L

a n
d
e

)

,

1 2 月 14日
;

乌姆劳 夫
: 《情 人 的 戒 指》

( D
e r

R i
n
g d e r

L ie b e
)

,

1 2 月3日
;

魏克 尔 (W
oig一, 1 7 6 6 一1546

,

奥 地 利 作 曲

家
、

指挥家
,

作有歌剧30 多部)
: 《暴 躁 的 新 娘 》

(
L a s P o s a e o l l o r i e a

)
;

〔格瑞 特 里
: 《泽 米 尔 和 埃 佐 》

(
z e m i r e e t

A
z 。 r

)

,

初演于 177 6年
,

1 7 8 0

/

8 1 年又上演
; 《嫉妒

的情人》
(
L

‘

A m
a n t

j

a
l
o u x ,

初演于 1780/1781年)

1787年

比安基 (B i
aneh i, 1 7 5 2 一2510

,

意大利 作曲

家)
: 《英国怪人》

(
L o , t r a v a

g
a n t o

I
n

g l
e s e

)

,

5 月

2 5日;

奇马罗萨 (c im
。r 。、a ,

1 7 4 9 一xsol
,

意大利作

曲家
,

作有60 余部歌剧)
: 《永恒 的爱 情》

(
L
‘ a

m -

。 r 。 。。 。t a n t e

)

,

1 1 月16日
;

同上
: 《落空的阴谋》

( L
e tr a m e d e lu s e

)

,
5

月了日首演
;

迪特斯多犬
: 《正确的德莫克利特》

(l
1 D e 。。

:

e r
i t

。 。o r r e t t o

)

,

l 月 l日
;

同上
: 《疯人院 中 的 爱情))) D ie Li obe iln

N arrenhau。e
)

, 一

尊演于4月12口
;

马丁一索莱尔
: 《狄安娜的自杨树》

(
L

‘

A
r
b
。 : e

d 1 D i
a n a

)

,
1 0 月 一日

:

莫西尼
: 《法国逃兵 》

(
D e r

f
r a n : 。。i 。。h e D

。 -

s e r * e u r

)

,

6 月14 TJ
;

米勒
: 《活的口袋》

(
D e r l e b e n d i g

e S a e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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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2 1日
;

同上
: 《坎尔 松 的 士 兵 》

( D
e r

S
o l d a t v o n

C h
。 r s o n

)

,

9 月30日
;

同 上
: 《情 痴》

(
D e r v e r s t e l l t e N a r r a u s

L i
e
b
e
)

,

5 月 10日
;

帕伊谢洛
: ‘两位伯爵夫人》

(
L a d u e 。o n t e -

: s e

)

,
7 月28日

;

同 上
: 《特 罗 封 纽 斯 穴 ,

(
n i e T r o f o n i u s -

H o h l e 一
)

,

7 月 15日
;

萨列里
: 《法拉 斯卡 蒂 的 少 女》

(
D a s

M “-

eh en von r raseati)
,

l 月11日
;

萨尔蒂
: 《混水好摸鱼 ,

( x m
T r u b e n i , t

g
u t

f i
s e

h
e n

)

,

。月14日
:

1 7 8 8年

安福西
: 《白发情侣》

(
G l i a

m
a n t i e a n u t i

)

,

7 月15日
;

同上
: 《幸 运 的妒 忌》

(
L e g e l o s i e f o r t u -

。a t e
)

,

6 月2日
;

奇马罗萨
: 《玩笑狂热者》

(
1 1 f a o a ti e o b u r -

l
a to

)

,

s 月10日
;

迪待斯多夫
: 《红色小便帽》

( D
a s r o te k a P P -

e h 。n
)

,

首演于 1788年
;

格瑞特里
: 《里 夏 德

·

勒 文 赫 次》
( Ri ch ar d

L o w
。n

h a r z

)

,

z 月7日
;

莫扎特
:《荡子受罚》( 1 1 d is s o z u t o P u n 一1

t o ,

或 《唐磺》
) 5月7 日,

米勒
: 《卡斯帕尔—受骗的国土》

( K
: 、

Pa

r ,

d
e r

g
e

f

o

P P
t e

K 6 n
i g

a u
f d

e r
g

r u n o n

W
i

e s e n

)

,

1 月30日
;

同上
: 《电 机》

(
D i e E l

e k t r i s e r m
a s e h i梦)

,

x 一月24 日
;

帕伊谢洛
: 《骗人的

‘
)旨商》

(
L a m o d i

。t 。 r a
g
-

g i
r a

t
r
i
。e

)

,

4 月23 日
;

萨列里
: 《奥尔姆斯国王阿 克 苏尔》

( A
、 u r ,

r 。
d

‘
o

r
m

u s

)

,

8 月1日
;

同上
: 《护身符》

(
1 1 t a r i s m a n o

)

,

。月xo日
;

魏克尔
: 《迫不得己 的 疯 子》

(
1 1 P

a z : 0
P
e r

f o
r : a

)

,

1 1 月14日
;

178 8年

奇马罗萨
: 《两位蓝宝石大亨,

( 1
d u e

b
a r o n i

d 主 r。。。a A
: u r r a

)

,
9 月6日;

同上
: 《两本假帐》

(
1 d

u e s u P P o s t i e o n t i
)

,

5 月12日
:

迪斯特多夫
: 《幽暗之中不好密谈》

(
I m D u n -

k 。 I n s
, t n

i
c
h t g

u t m
u n

k
。
I
n

)

,

首演
;

同上
: 《月合主》

(
D e r s e h r i f f s P a t r o n

)

, 一

首演
;

米勒
:’ 《幸福是 圆满的 》

(
n a ,

G I 住e k i s t k u -

g e l ru n d
)

,

1 2 月 17日
;

萨Fl] 里
: 《数字》

(
L a C i f r a

)

,

1 2 月11口
;

同上
: 《忠诚的收羊者》

(
I 一P a s to r f id

o
)

,

2 月

11「了;

同上
: 《特罗封纽 斯 的 魔穴》

( Di
。

z
au

b
e r -

h 6
h l

e
d
e 。

T
r o

f
o n

i
u s

)

,

9 月3日
;

萨克 (s
eh aek)

: 《笨园 丁 安 东》
(
A n t o

,

d
e r

d

u
m m

e
G : r t n e r

)

,

首演
;

同上
: 《珍闻》

( u
n a c 。 s a r a r a

)

,

首演
;

同上和格尔 (G
er
l) 合作

: 《来自山里 的笨 园

丁》
(
D e : d u m m e

G o
r tn e r a u s d e m G e b i

r g e
)

,

7 月12日
;

同上
: 《推各布和纳内尔》

( J
a k o b u n d N

a n 一

n e r l
)

,

7 月25日
;

同上
: 《被 掩盖 的 事情》

(
D ie v e r

d
e e k t e n

S
a e h e n

)

,

。月26日
;

申克
: 《没想到的海之节 》

(
D a s u n , e l

·

m

u
t

e
t

e

S

。 e
f
e : t

)

,

1 2 月9日
;

赛德尔曼 (Se yde lm
on
n)
: 《在意大利的 土 耳

其人》
(
1 1 tu r e o in I t a li a

)

,

4 月28日
;

拉尼茨基
: 《奥伯龙

,

精灵之王》
(
1 1 月7日)

;

1 7 9 0年

达莱拉克 (D
‘
A l

a
v
r a e ,

1 7 5 3 一1809
,

法 国作

曲家
,

作有近60 部喜歌剧)
: 《尼 娜》

( Ni na )

,
6 月

11日
,

古列 尔米 (G
ugzielm i, 1 7 2 5 一1504

,

意大利

作曲家
,

作有歌剧近百部)
: 《高贵的枚羊女》

( L
。

P
a s t o r o l l

a n o
b i l

e

)
5 月24日

;

海顿
: 《真正的忠诚》

(
D i e w 。

ll
r e

B
e s t‘n d ig -

k e i t
)
;

考厄尔
: 《巴斯蒂恩和巴斯 蒂 思 娜》

( Ba
, t i

en

u n
d B

a o t i
e n n e

)

,

8 月18日
;

马 丁 一 索 莱尔
: 《稀 罕事 》

(
D i e s e l t e n e

S
a e

h
e
)

,

5 月15日
;

美扎特
: 《女人心 》

( e
o o i f

。n t u t t e
)
,



产

一一
~~.
一
~
一

一
—

一
1日2 6 日;

米勒
: 《能见鬼神的人》

(
D e r G

e i , t e r s e
h

e r

)

,

5 月28日
;

同上
: 《布拉米思的太

.
泪节》

(
D a s s

。 n n e n
f
e s t

d
e r

B
r a

m i
n e n

)

,

9 月。日
;

帕伊谢洛
: 《机灵的农 家 少 文》

(
D a ,

1 1
。t i g

e

B
a u e r n

m 盆d e h e n
)
;

1司上
: 《莫 丽 娜 拉》

(
L 。

M
。
l i
n a r a

)

,

2 1月 15

日
;

l司上
: 《尼娜 》

(
N i n a

)

,

4 月 15日
;

同上
: 《奴隶》

(
s k l a v e n

)

,

5 年22日
;

萨列 里
: 《聪 明 的 扫 烟 囱工》

(
D e r Ii st i

ge

K a o i n f
e g 。r

)

,

5 月10日
;

萨克
: 《春天 》

(
D e v F r u h z i n g

)

,

9 月11日
;

同上
: 《点金石》

( D
e r s t e i n d

e r
w
e i 。。n

)

,

。

月11日
;

同上
: 《安东在冬天 干 什 么? 》

( w
a s

m
a e h t

A n to n 10 W i n t e r ?
)

,

一月6日
;

魏克 尔
: 《奇 怪 的咖啡 壶》

( L
。

C
a
r f

e t i
e r a

b i
z a r r a

)

,

9 月15日
;

同上
: 《柯萨尔》

(
D e r e

。 r s a r

)

;

拉尼茨基
: 《花花公子》

(
D e r a r e i f : c h e L i e b -

b h
a
b
e r
)
;

1 7 9 1年

奇马罗萨
: 《皮马利奥纳》

(
2 1 P i m m a l i。n 。

)

,

7 月 一5 日
;

迪斯特多夫
: 《地主》

(
D e r G u t s h e r r

)

,

3 月2

日
;

占夕‘j尔米
: 《漂壳的渔 妇》

(
L a b e l l。 P

e s c a -

t r i
e e

)

,

4 月26日
;

i司
_
上
: 《热恋 中 的女 化 匠 》

(
L a g i a r d i , 1 1 。 r a

i n n a
m
o r 。t ‘

)

,

2 月 xs日
;

海顿
: 《宫廷的奥兰托》

( o
r l a , l

d
o

P
a
l
a t i

: , o

)

,

1 月9日
;

考厄尔
: 《卡斯帕尔的 弟 子 》

(
K a s P a r o 2 0 9 -

1 i n g )

,

2 月1日
;

同上
: 《快乐的农羊人》

( K
a s
P
e r l

,

d
e r

l
u s t i -

g
e

S
e

h
a

f h i
r t

)

,

5 月 11日
;

米勒
: 《大管演奏者》

(
n e r F a g 。 t t i s t

)

,

6 月s

日
;

同上
: 《快乐的尖乌人》

( K
a o
P
o r l

,

d
e r

g l u 。-

k 1 1
。
h
e

V
。
g
e
z k

r o m
e r

)

;

莫扎特
: 《魔笛》 ,

9 月30 日;

帕伊谢洛
: 《集市上的吉 普赛人 》

( Gl
i : i 。g -

a r
i i

n
f i

e r a

)

,

。月15日
:

同上
: 《费得拉》

(
P h e d r a

)

,

4 月 16日
;

申克
: 《收获节花圈》

(
D e r E

r n t e k
r a n z

)

,

7 月

9日;

温特尔 (W i
nter,

1 7 5 4 一1525
,

德国作曲家)
:

《海莱娜和巴黎》
(
H e l e n a u n a P a r i 。

)

,

1 1月25日
;

拉尼次基
: 《三位少女的同一情人》

( L
’

A m o
nt

d
e t r o i

s

j

e u n e s
f i l l

e s

)

.

译者附注
:

拉 尼 芡 基 (P
.
W
ran n itzk y , 1 7 6 1 一

laZo) 系奥地利小 提琴家
、

作 曲家
。

迪特 斯 多 夫 (K
.
D
.v ·

D
i

t
t

e
r s

d
o

r

f

,

1 7 3 9 一1799) 系奥地利 小提琴家
、

作曲 家
。

作有歌剧近四十部
。

其中《医生 和药剂师》
、

《费加 罗的婚姻》 至令仍受欢迎
。

格瑞特里(A
.
M

·

G

r
e t r

y

,
1 7 4 1 一18一3 )

系比利时作曲 家
。

马 T 一 索 莱 尔 (M
.
y S oler , 1 7 5 4 一

1806) 系西班牙作 曲家
。

作有 歌 剧 20 部
。

《珍闻》为其歌剧代表作
。

萨尔蒂 (G
.
S arti, 1 7 2 9 一18 02) 来意

大利作 曲 家
,

指挥家
。

作有歌剧近 70 部
。

萨 列 里 (A
·

S

a

l i

e
r

i

,
1 7 5 0 一1825) 来

意大利作曲家
,

作有歌剧约40 部
。

帕伊谢 洛 (G
.
P a isie lo ,

1 7 4 0 一1816)

系意大 利作曲家
,

作有歌剧近 百部
。

米勒 (W
.
M u ller , 1 7 6 7 一1835) 系 奥

地利作 曲家
,

作 有二 百多部神奇歌剧和歌唱

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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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克 (J
.
B

·

S
e

h
e n

k 1 7 5 3 一1836) 衣 奥

地利作曲家
。

考厄 尔 (F
.
K au er , 1 7 5 1 一1831) 来奥

地利作曲 家
。

席卡 内德 尔 (E
.
s eh ik an ede r, 1 7 5 1 一

18 12) 系德 国台本作家
、

歌唱 家 和 剧 场 经

理
。

莫扎特的歌剧《魔 笛》的 台本作者
。

安福 西 (P a
scale A nfo , 5 1

,
1 7 2 7 一1797)

系意大利作曲 家
,

作有 70 余部歌剧
。

乌姆 劳 夫 (1
.
U m lauf , 1 7 4 6 一1796)

系奥地利作曲 家
。

阿贝 尔特 (H
.
A bert, 2 8 7 1一 1927) 余

德 国音 乐学家
。

¼

¾

O

À

¹

º

鲍厄尔 (A
.B比

er
)
:心维也纳的歌剧和轻歌 剧

—
从1629年起至 目前在维也纳首演的歌剧和轻歌 剧

目录》 ,
1 9 5 5 年格拉茨版 (即维也纳音乐学文集 第

2册)
—

原注
.

汉斯武尔斯特(H
:
us
w
ur

,

t) 系十七和十八世 纪 德

国戏剧中的喜剧角色
.
卡斯佩尔系德

、

奥著 名灼

木偶戏喜剧角色
—

译注

见密勒(N
.
M Il ler)为

《成人的卡斯 佩尔 剧
》 所 作

序言
,

1 9 7 8 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
,

第38 页
.

—
原注

.

鲍厄尔和多伊奇(D
e ut soh) 合作 完 成的 《莫 扎

特
:
书信和笔记之四》 ,

1 9 6 3 年卡塞尔版
,

第 16 。

页
,

1 7 9 1 年10 月9日的信 函
.

—
原注

新机械喜剧 (
n eue M asch in en k 。m o d i e

) 系指在

景中大量利用机械手法的喜剧
.

—
译注

摘自0
.
E
.
多伊奇的著作

: 《莫 扎特的生平 资 料
》,

1 9 6 1 年卡塞尔版
,

第35 8页
.

—
原注

梅耶尔 (F
·

L

.

w

·

M

e

y

e
r

)

: 《弗里 德里希
·

路 德

维希
·

施罗德》 ,

1 8 1 9 年汉堡版
,

第s5 一8fi 页
.

—
原 注

老施泰凡尼 (s
tePh an ie der A elter)系莫扎特

时代维也纳歌唱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
.

—
译 注

阿贝尔特
: 《莫扎特》 ,

第一 册
,

1 9 2 3 年莱 比 锡

版
,

第666 页
.

—
原注

〔编 辑 部收到本文 日期
: 1992年 5 月26

日〕

作者简况
: 金经言

,

男
,

1 9 5 2 年生
,

现

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