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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盯 口

论 格 想

德 作 家 德 格 音

乐作品中
,

大篇幅和极富戏剧性矛盾冲突的歌剧是其

创作的主要领域
,

在 世纪的西方音乐史中
,

瓦格纳

和他的歌剧创作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

但是

在现今众多对于瓦格纳歌剧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当中
,

基本上是将其定位在一种
“

另类
”
的浪漫主义风格之

列
,

因此
,

对于瓦格纳歌剧音乐创作的研究就显得十

分特别
。

例如
,

在于润洋先生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 》

中就曾提到
“
瓦格纳是以改造西方音乐传统轨道

,

从

而引起极大争议而引人注目
。

⋯⋯瓦格纳的音乐和

观点很难用某一派别
、

主义或风格来简单地加以界

定
,

在他的理论与实践
、

言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

矛盾
,

思想上也发生过不小的变化
,

这一切使同代人

及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

争论不休 ⋯⋯
。 ”川

再据德国海德堡大学音乐学博士罗基敏在为英

国音乐学家霍华德
·

葛雷编著的《伟大的西方音乐家

传记丛书 —瓦格纳》一书所撰写的
“

导读
”

中提到了

这样 句话 格纳是 个可 不可 的名

字
。 川 , ,

而另据大陆音乐学者陈默在其编著的《古典之门

艺术丛书 —瓦格纳 》一书中也有如下评价
“

他孤独

指瓦格纳
,

时代对于他已经显得微不足道
,

他不再

期望
。

⋯⋯他通过他的艺术仅仅与自己交流
,

不再与

公众或人民交流
,

并且力争提供最大的清晰性和一种

最有力的对话能力
。 ” ”,

这种将瓦格纳在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艺术范畴

内的
“

另类定位
”

既不是一种偶然或巧合
,

也不是某种

特指的褒贬
,

这些评论主要都是以瓦格纳的歌剧作品

作为出发点的
,

虽然其中不乏还有从其他角度对瓦格

纳及其创作所进行的研究
,

但是从整体的研究来看
,

瓦格纳的歌剧创作以及这里的
“
另类定位

” ,

不能不说

都与瓦格纳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独具特点的艺术理想

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

而这些均反映在瓦格纳的世界观

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曲折发展和痛苦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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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过程
。

鉴于此
,

本文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

并以其

一部作品加以说明
。

一
、

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瓦格纳的艺术人

生观
作为一个艺术家

,

瓦格纳可以说始终都是一位敏

锐的思想者和积极的国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参与者
,

这里既有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
,

同时也有

浪中的劳动呼号和 巴黎市民在社会底层的饥寒贫困

与频发的暴动
,

这些都使作为音乐家的瓦格纳深深感

受到了音乐艺术对于表现人
、

人的命运和世界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

这时的瓦格纳认为
,

以往欧洲的
“

传统

音乐观 ”以及许多音乐作品 也包括他自己在此前的

艺术观和歌剧作品 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刻画
,

存在

着本质上的遗弃或被忽视
,

而曾经在欧洲历史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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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格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

在这种影响下
,

瓦格纳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带有极端的
、

与原有

艺术理想相矛盾的认识
,

即经常对比在现实世界中的

望和欲求的过程
,

一句话
, “

生存意志
”

是人的一切精

神和行为的基本特征
。

按照这一理论
,

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都应该被认为是这种
“

生存意志
”

的客观化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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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恋歌诗人所编写的以不列颠群岛凯尔特 一些与所处环境相分离的个体
,

瓦格纳所设计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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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以及透过对事件
、

环境的抗争反映出人的
“

本质
” 。

没了
,

因为人物已不仅仅是
“

活动着的
”人物

,

更不是

因此
,

这个充斥在《特》剧当中的紧张度完完全全的反 传统歌剧艺术的某些组成部分
,

在高度激发的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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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瓦格纳的影响
。

其中突出的一点
,

就是现代西方

音乐更多的是体现了艺术家自身的哲学思想
,

即作为

艺术家的
“ 人 ”

与现实中的
“

事物
”

所 日渐矛盾的冲突
,

而所有这一切也就是造成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经常游

一书中将其称之为
“

总体艺术
”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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