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标题音乐创作中李斯特与柏辽兹的异同
高　琦

（郑州大学音乐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标题音乐作为西方音乐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创作形式有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在西方音乐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其

中在标题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卓越贡献的有李斯特和柏辽兹等等。本文以李斯特与柏辽兹的对于标题音乐的创作为研究对象，系

统、全面地分析了它们各自对于标题音乐理解的异同。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了三个部分，通过对标题音乐的由来与发展、李斯特与柏辽兹

各自创作的特点以及它们各自创作标题音乐的异同的研究与分析得出最后结论，由于都处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大背景下，两者对于标题音乐

都持强烈的支持态度，而又因为不同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创作理念，使两者创作的标题音乐又恰恰相反，一个内敛抽象，一个庞大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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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标题音乐作为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文字

性标题来阐释作品的文学内涵、音乐特质及戏剧性构思。这些作

品有着强烈的渲染效果和明确的指向性，作品形象生动鲜明，思

想内容也比较清楚具体，同时作品的名称也大都充满诗意，所以

作品不仅可以标志出音乐家的想法和歌曲的内容，而且可以使欣

赏者通过作品标题的文字描述去了解和体会歌曲背后的内涵，使

审美赞助人对音乐作品更易于产生共感。标题音乐经过历史的发

展逐渐成熟，其中柏辽兹和李斯特都是倡导标题音乐的重要人物，

他们二者创作的手法并不相同，柏辽兹的音乐情感外放，但李斯

特的音乐却重在内心刻画。总之，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人的创作

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涵

一、标题音乐的由来和发展

（一）标题音乐的定义与起源

标题，字面意思就是表明文章，作品等内容的简短语句，标

题可以使读者了解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而标题音乐具

体而言，便是和不以文字形式说明内容的纯音乐相对称的音乐作

品。

标题音乐是钢琴和其他类似艺术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艺

术形态，它是一个以语言或诗歌形式表示音乐家创作意向和音乐

哲学内涵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示核心思想的写法，实际上便是标题。

而关于标题音乐，我们往往会有一个误解，即觉得乐曲中只要有

标题便是标题音乐，这其实是一个更浅显的理解，如人们熟悉的

贝多芬大提琴协奏曲《月光》《革命》等音乐作品，尽管有题目，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标题音乐，而这种标题也是我们为便于熟记

这些乐曲，而后加去的。那么判断区分一部作品是否为标题音乐，

就看的是作品是否表现音乐的文学性、绘画性等内容。

《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有这样一句话记录：“毫

无疑问标题音乐创建于 1700 年，当约翰库瑙发表他的六首教堂奏

鸣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推动了器乐音乐的独

立发展，此时出现的以舞蹈或声乐作品命名的器乐改编曲，虽已

具备标题音乐的表征元素，但在美学体系构建上仍处于萌芽阶段。

（二）标题音乐的历史发展

标题的音乐法发展历史可从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做出了回溯，

曾经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曲中，其之后较为有名的作品就

有巴赫的名作《送兄远行随想曲》，这首随想曲的六个乐章都有

各自的名称标题，比如，第一乐章：“朋友们恳求弟弟留在我们

身边；第二乐章：它们诉说异乡的危险；第三乐章：悲哀的痛苦…”

其中出现了标题的一个小高峰就是巴洛克时期维瓦尔第创作的《四

季》，这个作品的标题非常清晰的表现了艺术家的写作意图、灵

感与文字之间的良好融合。维瓦尔第的作品《四季》一共有四部，

分别为《春》《夏》《秋》《冬》，其中在每一部作品的首页开

头处都有由作者本人所题写的关于作品的诗句，可以用来说明作

者音乐的表达倾向，从而突出出了作品标题的存在 [3]。

到古典主义时期，标题音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标

题音乐的开创性作品是贝多芬所谱写的《田园交响曲》，主要形

式是通过带有文字说明的内在逻辑的五个乐章构成，同时也是标

题音乐的第一个发展点。《田园交响曲》的五个部分都是富有情

节，逻辑性的，包括了第一个部分：人类在初见乡村景色后的欢

乐；第二部分：小溪边的美景；第三部分：乡村的欢乐与聚会等等。

正因为贝多芬曾在自己的作品的首页中指出：“感情的表现多于

音画”，在他的作品中标题的含义便是一个体现了对生活与大自

然之间的认识过程的说明。《田园交响曲》形成了开创性的标题

交响乐形式，对后来艺术家的创新思路带来了重要的作用 [4]。

到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19 世

纪也是标题音乐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音乐理论家约瑟

夫·马克利斯在《音乐欣赏》一书中指出：“标题音乐在 19 世纪

这样的时期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时期里音乐家敏锐地意识到它

们的音乐更加接近于诗歌和绘画……”[5]，在这一时期，浪漫主

义的作曲家对于标题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只有处于诗意所需

作为整体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标题或曲名才是必要的。”可以说，

标题音乐是顺应了时代的历史发展由萌芽一步步演变的结果，当

然也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特点与作曲家们的创作特点—追求更多的

自由、浪漫、强烈的激情、戏剧的冲突…

标题音乐发展到 20 世纪时，已经成为一种更加具体的音乐内

容与表现形式，更加突出作曲家的风格与内心表达，成了世界各

国作曲家创作的重要题材。

二、李斯特和柏辽兹及其标题音乐的创作

（一）柏辽兹创作标题音乐的观念与特点

柏辽兹是法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作曲家，同时他也是浪漫

主义标题音乐的主要创导者，创建了大量器乐曲作品标题性的歌

曲，并同时发展出了标题交响曲这一音乐题材，其中比较出名的

代表作为《幻想交响曲》，他使得文学性的情节和戏剧性的内容

结合进入了交响曲的编作中。他使作品中把文字与音乐更密切地

联系在了一起，整个交响曲就如同没有歌词的歌舞剧，把音乐与

舞蹈更形象地互相联系。而且，这交响曲还有个副标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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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艺术家的生活片段”，预示柏辽兹把个人的生命、情感、生活

经历等都载入了自己所创作的交响曲当中。

柏辽兹在音乐史上的突破性贡献体现于其创立的“主导动机”

作曲范式。在《幻想交响曲》总谱的文学性导言中，作曲家构建

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艺术人格：" 一个沉溺于病态幻想的音乐家，

因情场失意而服毒自戕，却因剂量偏差陷入昏睡状态，在意识混

沌中看到了挚爱的对象，并把它心爱的人幻化成了一段优美的旋

律，通过自己的感知、情感、情绪、记忆，在脑海中想象、构思，

形成一段承载着情感记忆的主题旋律。该主导动机作为全曲的结

构支柱，通过变奏手法在五个乐章中实现形态演变：第一乐章：

" 梦幻与激情 "，展现主题原型，第二乐章：" 舞会 "，转化为华尔

兹节奏型，第三乐章：" 田野场景 "，则蜕变为田园牧歌式变体，

等等。但不管怎么改变，他的主题乐思永远是固定的。就如同他

自己所说的：“音乐的表情不能跑那么远…”由此可见，柏辽兹

的标题音乐不仅将音乐语言化，更是将文字的特性融入音乐之中，

求新求变使音乐与文学性标题达到尽善尽美的糅合。《幻想交响曲》

开创了一个新的音乐艺术领域，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其他艺术家的

创作。

（二）李斯特创作标题音乐的观念与特点

李斯特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音乐评论家。

他作为标题音乐的提倡者、推动者，对于标题音乐有很深的理解

与探索。他曾解释：" 给器乐作品加上文字标题，并不是因为音乐

本身缺乏魅力，而是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尝试。就像幼苗总要破土

而出，那些刚开始让人感到陌生的音乐形式，正因为充满打动人

心的力量，最终会被音乐家和大众共同认可。”李斯特开创的交

响诗体裁，将传统四乐章结构浓缩为单乐章形式。其创作理念强

调：" 标题应作为音乐诗意的必要补充，而非替代性说明。" 这种

不一样的创作手法，用音乐来表达诗歌内容是李斯特赋予他特定

的寓意。《山上所闻》是李斯特的第一首标题交响诗。诗歌题目

是：“两个互相干扰的声音，即美好、平静的自然的声音和喧嚣、

痛苦的人类的声音的矛盾，表现人们渴望逃避政治骚动的思想。”

在此之后，他还创作了十三首带有标题的交响诗，在这些标题中，

一一展现的无不是诗的意境的表达。这十三部交响诗的题材大都

取自文学、戏剧、古代神话、艺术绘画等等。他还认为，音乐和

视觉艺术之间有着某些必然存在的联系。比如，音乐中的艺术画面，

可以通过音乐旋律来表达，而音乐中情感可以通过视觉艺术来展

现。

不过，李斯特并不是主张任何音乐都应该加上标题，也不赞

成滥用标题。只有适合歌曲，也符合乐曲，并且出于对诗意艺术

的要求，而成为音乐整体中无法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标题

的添加才是必需的、最恰当的，因此，音乐是否要加入标题，是

在要表达作曲家内心情感，是作者要与欣赏者共鸣时，所加入的

标题才是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李斯特是反对标题音乐的创作高

于非标题音乐的创作的说法，即使加入标题音乐，那音乐的地位

也是高于文字的。纯音乐是另一种表达音乐的艺术，他的存在也

是有很深影响意义的。

三、李斯特和柏辽兹标题音乐创作异同

（一）李斯特与柏辽兹标题音乐创作的相同之处

李斯特与柏辽兹作为浪漫主义开创性的作曲家，它们不仅提

出、创造了“标题音乐”这一概念，还把标题音乐的创作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李斯特曾说过说：“音乐和文学、美术都有着

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依靠并运用这种联系，音乐就能达到人的

思想、情感、意志、愿望所交织的一个焦点。[7]”这与李斯特深

受柏辽兹创作的思想有关。它们对于标题音乐都是持有提倡的态

度，而且为了标题音乐的发展，他们都分别创作了表达自己支持

标题音乐的作品，同时，它们也都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改革的激

进派。

除了它们对于标题音乐提倡的相同态度，它们的创作背景、

创作题材也大体相同。作为标题音乐的创作者，李斯特和柏辽兹

的出身很相同，一个是来自匈牙利的乡村多波尔杨，一个来自法

国小镇的安德烈，他都是从一样偏远的地方，最初来到巴黎，两

个都是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们都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了巴黎

的乐坛的顶峰，而且，它们都经历了法国的七月革命的洗礼，受

到战争的刺激，柏辽兹还亲身参与进战争的热火中，如此激烈的

战火由此感染了它们，使他们在如此激烈的背景中，一起成为了

巴黎乐坛上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在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的演进过程

中，因为柏辽兹和李斯特深厚的文学造诣，使他们的创作始终与

文学经典保持密切联系。

（二）李斯特与柏辽兹标题音乐创作的不同之处

李斯特的标题音乐虽然有受到柏辽兹标题音乐的影响，但是

如何在音乐中运用标题，以及他的创作手法和柏辽兹却是有所不

同的。李斯特的创作还是大多继承和发展了贝多芬交响乐里所体

现的传统的哲学思想、景物的描写，里面包含象征意义、具有哲

理性的音乐性。这种带有表达哲学思想的写作理念，决定了李斯

特的写作方式，以自己心灵的情感感受，来阐述对于生命与大自

然的思索。他不喜欢简单地用自然手法来表达外部世界的情节。

就像他说的：“毫无疑问，客观上仅从外部认识事物，不可能与

音乐有任何共同之处。最低水平的风景画学生只需寥寥几笔，也

比音乐家用最高超的管弦乐队所有手段表达的景色要准确得多。”

因此，李斯特的标题音乐是概括性的，是抽象性的，并不是单纯

的自然描绘，甚至是简单的人物描写形式，也没有连贯的剧情性

叙述，而是注重对人物心理、内心情感的反射刻画。

这些特点，都与柏辽兹所创作的标题音乐是有所不同的，柏

辽兹创作的标题音乐通常是带有故事性的、戏剧性的，李斯特所

创作的标题音乐一般都力求音乐与文字的完美糅合，即用文字来

完全表达自己所创音乐的思想内容，但有时也有故事情节的表达。

而且，在音乐创作的规模上，柏辽兹更善于创作辉煌庞大的戏剧

性作品，而李斯特与他相反，他更擅长创作精炼、理性的作品。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管是历史时期的发展，还是各个创作者的态度，

标题音乐的产生都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在浪漫主义时期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还受到了浪漫主义音乐家们的相继争论与创

作。尽管李斯特与柏辽兹二者的创作风格、思想并不相同，但是

它们对于标题音乐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而且正是由

于它们创作思想的不同引起的火花，为以后作曲家们的创作贡献

了巨大的灵感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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