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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舒伯特的音乐创作体裁广泛，涉及交响乐、歌剧、管弦乐、室内乐、

钢琴音乐和艺术歌曲，其中艺术歌曲数量众多，旋律优美，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尤其是这些歌曲创作在旋律风格、曲式结构以及歌词取材上的丰富多样、钢琴

伴奏手法上的新颖而独特，以及音乐形式上呈现出的强烈浪漫色彩而展现出古

典时期前所未有的独特艺术魅力，为舒伯特奠定了浪漫派创作大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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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彼得·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奥地利杰出的

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称为“歌曲之王”。在他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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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 600 多首艺术歌曲，这些歌曲旋律极具个性，内

容广泛而丰富，是西方音乐史上难得的珍品，充分体现了舒伯特的浪漫创作手法，

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性。

舒伯特于 1797 年 1 月 31 日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从小跟随哥哥学习钢琴，

跟随父亲学习小提琴，很早便展示出非凡的音乐天赋。11 岁时，舒伯特被帝国小

教堂唱诗班录取，1813 年因变声离开神学院，1814 年 10 月舒伯特为歌德的诗《纺

车旁的格丽卿》谱曲，这首歌曲的诞生，打开了他创作灵感的闸门，仅 1815 年一

年，舒伯特就创作了 144 首歌曲，其中包括《野玫瑰》《流浪者》《致音乐》《魔

王》等，1816 年，他离开家乡到维也纳，成为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位真正的“自由

艺术家”，专心从事作曲。这一时期，舒伯特继续着一系列的创作，写出了著名

的艺术歌曲《死神与少女》《鳟鱼》。同时，他经历了生命中真正的爱情，曾经

为他爱慕的姑娘写过不少歌曲，其中著名的 C 大调《圣母颂》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

然而，由于姑娘家人的反对，舒伯特不得不结束了这段恋情，也从此开始了他短

暂生命中孤独的感情生活。1822 年，舒伯特的身体出现不适，但他对歌曲创作的

热情丝毫没有减退，1827 年他开始创作声乐套曲《冬之旅》，这部作品充分体现

了诗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以及钢琴与人声的和谐奏鸣。1828 年，他拖着病体创作了

艺术歌曲集《天鹅之歌》，并于 3 月 26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个人作品发表会，同年

11 月，舒伯特离开了人世。按照他的意愿，人们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墓旁，并在

墓碑上留下这样的语句：“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

有人说，从舒伯特的交响乐、室内乐和钢琴奏鸣曲来看，他继承了古典主

义的传统，是古典主义的传承者。然而，他的艺术歌曲所具有的音乐风格却完

全是浪漫主义的，他为艺术歌曲所注入的新鲜元素，使得这种音乐体裁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1  音乐创作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

1.1  作品流露出忧郁的浪漫主义情感体验

浪漫主义的审美观往往看重艺术的个性，这一点也正是舒伯特之所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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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细腻，富于诗意，个性敏感而内省，善于捕捉和表达内心深处稍纵即逝的

灵感和瞬间变化的情绪。纵观舒伯特的一生，作为一个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他幻想有保障的物质生活和温馨的家，并渴望在艺术上得到社会的认可，然而，

现实的逆境和疾病的困扰窒息着他，他一生都没有像往常那些著名的作曲家一

样受到贵族的庇护，而是与一群贫穷的艺术家们相依为命，一直生活在城市的

阴霾之中。贫困、疾病、作品演出及出版的逆境等痛苦不断袭扰着他，社会的

黑暗和沉闷始终窒息着他，他以一颗漂泊不定的灵魂，在繁华拥挤而又孤独寂

寞的空间以音乐倾吐着自己的情感，这种情感或诗意、或甜美、或梦幻，但却

始终笼罩着忧郁的色彩。舒伯特说过：“我的音乐是我的才能和悲惨境地的产物。

世人最喜爱的正是我以最大的痛苦写成的音乐。”的确，舒伯特将自己内心的

郁闷、愤懑、希望和虔诚的寄托统统融进了他的歌曲创作之中，也因此有人称

舒伯特为城市的游吟诗人和流浪者。

流淌在舒伯特音乐中的这种隐隐的忧郁，从他早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中即初

见倪端。在歌曲《死神与少女》中不时逼近的死神动机，便是不安于悲剧的代

表；声乐套曲《冬之旅》从“晚安”的旅程开始，有过“菩提树”和“春梦”

的甜蜜回忆，有过“孤独”和“邮车”的希望与失望，也有“白头”和“乌鸦”

的绝望，最后的“老艺人”仿佛传来舒伯特沉重的脚步，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其

中那难以抹去的忧伤之情。

1.2  大量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舒伯特的个人经历与思想性格，造就了他在继承古典艺术风格的同时，以

独特的艺术个性开辟了新的浪漫主义时期。他的音乐创作逐渐突破古典主义严

整的形式和理性的表现，音乐的表露更为开放，色调的运用更为多变，和声变

化更为丰富，和声织体更为灵活，调式运用也更加自由。

浪漫时期的和声效果则强调意外、灵活、新颖的效果，舒伯特在强调和声

的新颖性上具有极强的敏锐力。他大胆地将副三和弦连续进行，或将和声半音化，

或广泛采用副属等离调和弦，将不同调的音或和弦彼此混用，不协和和弦或变

化音突然出现，造成音色的细微变化乃至情绪的骤然变化，音乐大段地进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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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定的情绪中，加剧音乐的矛盾性和戏剧性效果。这也成为舒伯特音乐风格

的一大特点，使他成为浪漫派音乐的领路人。如歌曲《迷娘》采用叙事曲体裁，

表现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舒伯特在歌曲中运用了不同的调式和声及

节奏，全曲调性及和声都不稳定，主和弦始终没有出现，但音乐材料和力度不

断变化，时而狂热，时而幻想，刻画了浪漫主义真实生动的音乐形象。

和声织体的运用也十分重要，不同的织体将描绘出不同的音乐性格、迥异

的音乐形象。可以说，和声织体与和声功能密不可分。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

子应属舒伯特艺术歌曲中的伴奏部分，以《魔王》为例，连续出现的右手三连

音和弦及左手上行旋律以及多次使用导七和弦和属九和弦，营造出不谐和的和

声音响及功能进行，刻画了夜幕中一位疾驰在马背上的父亲，此刻他的心情慌

乱却坚定不移地向前，以求得孩子的获救，而不时出现的另一动机织体时而为

分解和弦，时而为柱式和弦，代表了魔王诡异变化的形象。在这首艺术歌曲中，

运用导七和弦的紧张度，结合演奏力度的要求，同时音乐织体起伏不断，充分

表现出叙事者激动的语调。

转调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使得主调与副调之间形成稳定与不稳

定的对比关系，这种关系在对取得调的色彩对比上、旋律发展上、曲式结构上

都有着重要意义。舒伯特笔下的调性变化更加频繁，常常从一个调直接转至其

属或下属调，或从大调直接转至小调，或者各种三度调性的对比，形成调式调

性上的鲜明对比，和声上丰满多变的效果，这也成为浪漫时期音乐风格的一个

明显特征。如歌曲《菩提树》中从 E 大调向 E 小调的同名大小调转调，营造出

温暖幸福与黑暗阴郁转瞬间的强烈对比。

2  旋律风格、歌词取材及曲式结构丰富多样

舒伯特在风格从来都不是模仿者。他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在选材上极为广泛，

在诗歌选取的广度上、音乐情感探索的深度上、歌曲的长度和艺术风格上以及

歌曲创作的复杂性上，都成为这一体裁的楷模，为后世作曲家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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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旋律风格多样

舒伯特艺术歌曲风格多样，每一首歌曲都具有鲜明的旋律。这些旋律来自

他天才的旋律灵感，有的线条绵长，气息深厚，娓娓道来；有的欢快跳跃，短

促明朗，有如稍纵即逝的精灵。

朴素的民歌风格：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从优秀的民歌、传统的古典音乐中汲

取了许多创作养料和灵感，与民间文艺、民间音乐以及风俗性的生活有着密切

联系。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奥地利、德意志、匈牙利等地的民间

音乐。歌曲《野玫瑰》就采用了德国民间音调，用一个曲调来重复唱几段歌词，

简单朴素，旋律极易上口，富有歌唱性，一度被人们误以为是一首流传广泛的

德国民间歌曲。

甜美或忧郁的浪漫风格：对于旋律大师来讲，这似乎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歌曲《摇篮曲》是他 19 岁时以克劳蒂乌斯的诗谱写而成。歌曲主题结构非常简

洁，节奏平稳而有规律，具有天使般优美纯洁的旋律，充满了温馨、静谧的气氛。

歌曲中的附点节奏，突出了“摇”的感觉；装饰音的运用，也使歌曲增添了柔

美的韵味。描写了宁静的夜晚，母亲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摇篮曲，银色的

月光透过窗子照在了母子的身上，安静而祥和。而忧郁的浪漫风格，在舒伯特

的大量作品中都留有痕迹，这与作曲家天生敏感而细腻的内心不无关系，如歌

曲《流浪者之歌》刻画了一个在黑暗的社会中四处流浪、永远找不到安宁和幸

福的人，把这个人物的遭遇和内心世界描写得楚楚动人，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

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作品充满了忧郁暗淡的情怀。

紧张冲突的戏剧风格：如《纺车旁的格丽卿》，格丽卿是歌德名著《浮士德》

中一个从纯情少女发展为杀害兄弟和亲生儿子的悲剧性人物。［4］（P296）歌

德在《浮士德》中为这个角色安排了三首名诗，歌曲《纺车旁的格丽卿》引用

了第二首表现格丽卿内心变化的同名诗作，用钢琴来表现纺车飞速旋转制造出

微妙、紧张的气氛，配合绝妙的旋律将作品中的戏剧冲突及人物内心细微的变

化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神圣虔诚和温柔优美的风格：如《圣母颂》，舒伯特的这首《圣母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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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 1825 年根据英国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的叙事长诗《湖边夫人》中的《爱伦

之歌》谱写而成。歌曲抒发了叙事诗主人公——少女艾伦祈求圣母饶恕其父罪

行的纯真感情。歌曲采用分节歌形式，曲调柔美委婉、纯净朴实，音乐表情细

腻丰满，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奏采用六连音的分解和弦造成感情

上的起伏波动，曲中巧妙运用的临时变化音、装饰音和三连音使得旋律舒展动

人，真挚委婉。第八小节的旋律高潮之后，音乐逐渐平静，开始呼唤圣母的名字，

并在宁静中结束全曲。由于这首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后人将其改编成器乐演奏

曲目并深受人们喜爱。

2.2  与诗词紧密的联系并题材广泛

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与诗歌有着紧密联系，许多歌曲都是在他读到优美感人

的诗歌之后，有感而发、即兴创作的音乐作品。如《野玫瑰》就是在他偶然读

到歌德的诗《野玫瑰》后触发了灵感。

展现在舒伯特眼前的是那盛开的野玫瑰，他似乎闻到了那浓郁芬芳的花香，

看到了顽皮孩子的身影，一段清新而动人的旋律，在他的笔下流淌开来，成就

了这首脍炙人口的《野玫瑰》。

舒伯特的众多的艺术歌曲中，选自诗歌的题材涉及世俗生活、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等各个方面，其中选自歌德的诗有 67 首，席勒的诗 41 首，海涅的诗 6

首，既有莎士比亚、克鲁普施托克、施莱格尔、克尔纳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也

有无名诗人的诗词，如《美丽的磨坊女》和《冬之旅》的歌词均出自缪勒，同时，

还采用他自己朋友迈尔霍菲尔和硕贝尔的诗作来谱曲，可以说，诗歌激发了舒

伯特音乐灵感，诗歌成就了舒伯特的艺术歌曲。

2.3  曲式结构多变

舒伯特的歌曲曲式结构灵活，变化多样，形式丰富，通常采用分节歌、变

化分节歌、通体歌和三段体四种类型。

分节歌是传统的德国艺术歌曲的常用形式，也是奥地利民歌的普遍形式，

即几段歌词都用同一曲调反复演唱，如《野玫瑰》在相同旋律的反复演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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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色变化来表现鲁莽的男孩与娇小的玫瑰的对话。

变化分节歌形式，即大体上与多节形式相同，唯有中间一段或几段有变化，

或在结尾部分有增删，舒伯特常在发展或变化了的部分中把旋律做调性变化。

如《晚安》和《你是我的安宁》的中段就做了大小调的调性变化。

三段体形式指歌曲的首、尾段落的旋律相同或稍有变化，中段则在调性、

调式、和声及织体上做对比性的处理，如《她的肖像》和《海滨》等，歌曲中

的起、承、转、合的关系，给人以情感发展的逻辑性和匀称谐和的整体感。

通体歌是与以上三种工整匀称的曲式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它紧随歌词内

容从头至尾一贯到底的形式，不拘形式、自由发展，一气呵成，这是舒伯特最

常用的一种形式。他依据歌词情绪的激动和变化，用改变调性、和声、钢琴织

体及速度等因素，使音乐获得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音乐效果，如最典型的《魔王》

和《菩提树》。

3  钢琴伴奏新颖而独特

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诗歌、声乐旋律、钢琴伴奏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钢琴伴奏改变了以往在声乐作品中的从属地位，它除了为歌唱者伴奏外，还担

负着强调诗词内在含义、表现诗词外部场景、体现诗词内容、塑造形象的任务，

甚至有时起到连接旋律、与歌唱者共同完成旋律的任务，与人声合二为一，成

为艺术歌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立演奏的重要意义。

3.1  衬托旋律，突出主题

钢琴伴奏的主要任务是衬托歌曲旋律的发展，为演唱营造氛围，烘托气氛。

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部分时常出现演唱的旋律，一般采用同步发

展或模仿重复手法，这种伴奏手法可以突出歌曲主旋律，强化音乐主题，明晰

音乐线条。如歌曲《暮春》中前奏以和谐的六度音程为依托，与中声部的律动

紧密结合，左右手的三对二节奏型，造成自由、飘逸的节奏感，营造出弥漫着

丝丝温暖的春天景象。再如《致音乐》的伴奏中，由左手担任旋律声部，在右

手柱式和弦的连续进行中，低音区低声吟唱的旋律，仿佛一位理智的老人在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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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的灯光下梳理着对音乐的热爱，这种感情炙热但却理智。

3.2  参与音乐色彩的展现和音乐形象的描述

舒伯特艺术歌曲中的钢琴伴奏，已不再只是以前那种简单的辅助衬托，而

是根据音乐作品内容为表现音乐形象、挖掘诗词内涵的需要来创作。如《纺车

旁的玛格丽特》的钢琴伴奏，模仿了纺车轮子的转动，同时又表现了主人公思

念恋人时的起伏心情。《魔王》中自始至终的三连音伴奏，体现了马儿嘚嘚的

奔跑和父亲急切的心情，也烘托了恐怖而紧张的故事情节。

在声乐套曲《冬之旅》的创作中，舒伯特运用各种音型、节奏、调性变化

来营造作品表达内容，展现音乐色彩，刻画音乐形象。第三首《冻泪》中，钢

琴部分采用了很多的变化音来增加作品的暗淡色彩，刻画磨坊工人痛苦无助的

心情；第八首《回顾》中，主题段和再现段伴奏的节奏和旋律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通过转调改变了和声色彩，表明了磨坊工人渴望回到旧情人的怀抱，在残

酷的现实面前流露出了一丝希望和憧憬。

3.3  对心理刻画和内在情感的暗示

在舒伯特艺术歌曲中，钢琴的前奏、间奏、尾奏极大地参与到对人物内心

情感的挖掘与补充的塑造中。如《冬之旅》第十八首《风暴的早晨》，前奏、

间奏、尾奏的连续三连音、连音、跳音的交替，形象地描绘了风雨交加的情形；

第二十一首《旅店》中钢琴伴奏在前奏与尾奏中，都运用了缓慢而沉重的和弦

来表现流浪者那疲乏、沉重的步履，仿佛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墓园，又拖着

更沉重的脚步离开的样子。

织体与音型的造型功能也对情感表现与心理刻画起到重要的作用。舒伯特

钢琴伴奏声部的音型设计上极富特色，在揭示整部作品的内在情感和心理刻画

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鳟鱼》的钢琴伴奏，主题部与再现部以跳跃的

节奏和带有经过音的分解和弦音型，既描写了鳟鱼在水里上下跳跃、自由翻滚

的外在风景，又刻画了人物的愉快心情；而中段逐渐紧张的伴奏织体描写了人

与鱼的搏斗场面，体现了人物内心的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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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之旅》最后一首《老艺人》的钢琴声部在音型和织体上是最为简洁，

但也最富艺术效果：几个木然的空五度音程与三度进行的旋律的交替，在人声

进入之后，仍然以引子作为伴奏，人声演唱时钢琴是空五度音程，这种持续低

音全曲当中共出现了 61 次。人声停滞时，钢琴以三度旋律进行，巧妙地描写了

老艺人的形象，并深刻地揭示出老艺人内心的痛苦与悲伤。

舒伯特对艺术歌曲的创作，为这种音乐形式开启了一扇五光十色的大门。

他的众多歌曲作品，为西方音乐史增添了璀璨的光芒，在他的歌曲作品中流露

出的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世作曲家所向往，也值得音乐学习者不断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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