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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域特征，与社会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同步。住宅小区景观环境一旦被建
造，它就会在较长时间里与人们共存，成为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好与不好，都会无声的作用
于人的心灵，因为人很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因素
和物理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环
境能培育人类新的特性。所以在公共空间的设
计上如淡化了人性化的设计宗旨，忽略了人的
精神及感情追求，社会安定，邻里交往等较高标
准的因素。最终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单调，呆板，
枯燥，缺乏变化和生气，无新鲜感和人情味，无
可供人们回味的地方。

人类创造着环境，环境也造就人类。人与
环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住宅小区景
观环境的好与不好将直接影响住户的生活品
质。从发展规律来看，过分追求形式，不满足实
用性的住宅小区景观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
以人为本，博采众长，在统一中求个性，既有实
用性又美观的小区景观环境。

作者简介：余璐（1983~），助教，所获学位：
文学硕士，从事学科：建筑学，研究方向：景观设
计。

门德尔松的音乐贡献
刘庆华

（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吉林 延边 133000）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是德国十
九世纪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德国与古典
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的浪漫主义音乐大师。作为
著名的莱比锡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他的美学观
点虽定位于古典音乐之范例，但他寻找到了一
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杰
出的钢琴家，指挥家，众多被遗忘或者刚出现
的音乐作品的发现者，还是一位享有极高威望
的教育家和杰出的组织者。他对德国的文化艺
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门德尔松于 1809 年 2 月 3 日出生在汉堡
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他的家庭非常富有，而且
在社会上地位显赫。门德尔松和他的姐姐范妮
的音乐天赋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他们的母亲成
为音乐神童的启蒙老师。当母亲已无法胜任之
时就把他们送入路易伯杰门下。在这位杰出的
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指导下小门德尔松进展神
速，三年后即在一次私人音乐会中首演成功。
同时，他还如痴如醉地学习中提琴的演奏，中
提琴后来是他最钟爱的乐器。在十一岁时门德
尔松进入柏林声乐学院，学院的领导卡尔·弗
里德里希·茨林杰尔成了他的老师。

门德尔松少年即已成名，早在 1822 年，
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海涅就已经认为十四
岁的门德尔松是一个“音乐的奇迹”。从他的
姐姐范妮的最初几年编写与演奏的曲目中可以
知道，在 13 岁时门德尔松就已经研究了几乎
所有的声乐和器乐流派。

多方面的才华使他少年成名：早在九岁
的时候，门德尔松就已经成为享有盛誉的钢琴
演奏家，很快又成为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在十
七岁的时候即完成了“仲夏夜之梦”序曲。门
德尔松钢琴演奏风格反对表面的浮华，这对器
乐演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浪漫主义
交响乐的创始人之一，门德尔松用自己的作品
开创了独立标题交响序曲之天地。

很多科学和艺术界的知识分子 （亚历山
大·冯·洪堡、海因里希·海涅、霍夫曼，冯·韦
伯、帕格尼尼等） 皆使门德尔松受益匪浅，特
别是与歌德多年的交往对门德尔松的美学观的
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正是伟大的作家
歌德将门德尔松引入了古典艺术殿堂。在柏林
大学，他喜欢上了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美
学讲座，这也对他的美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
之梦”序曲的成功是门德尔松早期艺术成熟的
表现。也正是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被人们遗
忘了多年的作品———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重
放光芒，这是那时音乐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
一，从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巴赫的同时，门德
尔松也博得了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的盛

名。
门德尔松的音乐成就是多方面的：1829

年至 1832 年门德尔松在欧洲旅行，游历所带
来的创作灵感使他完成了“意大利交响曲”、
“苏格兰交响曲”等众多著名作品；1833 年门

德尔松任“莱茵音乐节”指挥；1833 年至
1835 年任杜塞尔多夫音乐总监， （在门德尔
松指挥下亨德尔、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许
多作品被首次搬上舞台）；自 1835 年他成为莱
比锡著名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的指挥，乐团在
他的领导下取得了世界声誉；门德尔松还于
1843 年创办了莱比锡音乐学院。

舒曼在给法国记者的信中写道：“我认
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位艺术家”。门德
尔松的作品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得以广泛流传。
那时门德尔松几乎被公认为可能是贝多芬时代
后的最著名的音乐家。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
始对门德尔松的作品出现了异议和争论。这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门德尔松虽创立了有影响
力的音乐流派，但他的追随者中出现了刻意模
仿、将他的创作原则简单化的倾向。门德尔松
的继承人们教条地理解和继承了偶像的原则，
引起了德国音乐界以魏玛联盟为代表的进步流
派的强烈抗议，于是激情产生了偏颇，客观的
评价中掺杂了主观的因素。在这些模仿者的作
品中，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的古典主义特点被简
化成了传统主义，而音乐中的抒情成分则变成
了简单的感伤主义的多愁善感。这种不幸的现
象被称为“门德尔松气质”。

然而，我们不应因“门德尔松气质”的
存在而对他的作品持一种消极的断然否定态
度，正如不能因为门德尔松死后他所创办的莱
比锡学院变成了保守学院派、枯燥的经院哲学
的堡垒而否定他对音乐教育的巨大贡献一样，
要知道门德尔松在世时一切并非这样。他所创
建的第一所德国音乐学院将专业音乐工作者的
教育与培养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平，也正是门德
尔松吸引了众多著名的音乐家来校任教。门德
尔松在世时强调基于古典主义基础之上的音乐
教育，其目标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有文化的音
乐家和艺术教育家。

除了意义和争论之外，对门德尔松也有
正面的评价，例如，卓越的俄罗斯音乐评论家
斯塔索夫虽然不看好门德尔松钢琴抒情风格，
但是在总体上仍然对他称赞有加，他说：“的
确，他 （门德尔松———译者） 在许多方面是一
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
天才”。

门德尔松———优秀音乐的作家。我们应
该感谢他为我们所带来的一切。

主要作品：

歌剧有： 《卡马秋 的 婚 礼》 （1825）、
《儿子与陌路人》 （1829）、《洛雷利》 （未完
成，1852）；清唱剧： 《圣保罗》 （1836）、
《以利亚》 （1846）、《耶稣基督》 （未完成）；
宗教合唱音乐以及经文歌；管弦乐队演奏的交
响曲：

C 小调第一交响曲；降 B 大调第二交响
曲，交响康塔塔《颂赞歌》；

A 小调第三交响曲，既 《苏 格 兰 交 响
曲》；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D
小调第 5 交响曲，即《宗教改革交响曲》；

13 首弦乐队演奏的交响曲 （1821~1823）；
四首钢琴协奏曲 （1831，1837）；两首小提琴
协奏曲 （1844）；序曲 《仲夏夜之梦》，E 大
调，Op.21 （1826）；《赫布里底群岛》； 《平
静 的 大 海 和 幸 福 的 航 行》，D 大 调 ，Op.27
（1828）； 《美丽的梅露西娜传奇》，C 大调，
Op.32 （1833）； 《吕 伊·布 拉 斯》， Op.95
（1839）；

室内乐，包括 3 首钢琴四重奏，2 首弦乐
五重奏曲；

钢琴作品 （《无词歌》，1829~1845 年等）；
近 60 首合唱曲目、100 多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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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门德尔松作为一位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是德国十九世纪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现浅谈门德尔松的音乐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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