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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肖斯塔科维奇 <第十三交响曲》 (第一乐章 )

的风格特征和结构特色

彭 海

(四川理工学院
,

四川 自贡 6 4 3 0 0 0 )

【摘 要】学习和分析肖斯塔科维奇的
“

十三交响曲
” ,

对于理解他后期交响曲创作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着

力于对
“

第十三交响曲
”

第一乐章风格特征和结构特色的论析
,

无非期望管中窥豹
,

为学习和研究肖斯塔科维

奇交响音乐
,

尤其是他的后期交响乐创作抛砖引玉 而 已
。

【关键词】肖斯塔科维奇 ; 晚期 ;交响 曲 ; 风格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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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根据诗人叶夫图

申科的五首诗构思创作的
,

这位苏联诗人生于 19 3 3

年
,

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

其理想是要成为

他们这一代的代言人
。

这五首诗的标题和创作时间

分别为《娘子谷》 ( 19 6 1 )
、

《幽默》( 1 9 6 0 )
、

《在商店里》

( 19 5 6 )
、

《恐怖》( 1 9 6 2 )和 《功名利禄》 ( 19 5 7 )川
。

其中

《恐怖》是作曲家特邀诗人为其交响曲而作的
。

这五

首诗对当时苏联的社会生活
、

政治生活以及发生在

二十世纪重大悲剧性事件给予了深刻揭示
。

社会发

展给人类带来文明进步
,

同时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着

危害人类生活的各种邪恶
。

揭露丑恶
,

成为现实主

义艺术家们的天职
。

肖斯塔科维奇在揭露黑暗和残

暴
、

歌颂光明和正义上
,

不愧为一名杰出的代表
。

他

的创作种类繁多
、

内容丰富
,

题材广泛
、

结构宏大
。

他的创作不仅在前苏联
,

而且在整个二十世纪世界

音乐创作中
,

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 ( 19 6 2) 以其体裁

独特而著称
,

这部多乐章的声乐— 交响套曲采用

我们所熟知的奏鸣曲套曲构成原则
:
五个乐章

,

后三

个乐章连续演奏不间断
。

乐队编制非常庞大
:
三管

编制乐队和规模相当大的打击乐组
、

色彩乐器
,

其

中包括手鼓
、

响板
、

管钟
、

钢琴和 2 一 4 架竖琴等
。

除此之外
,

还需要至少 64 人的弦乐组
。

整个管弦

乐队被处理得很谨慎
,

其高潮的爆发和消失的速度

使人为之惊叹不已
。

作品由于第一首诗词 《娘子谷》内容涉及敏感的
“

政治问题
” ,

注定多灾多难
。

《娘子谷》的原文甚至被

勒令更改
,

作曲家也被错误批判 `”
。

这部作品作为一

部多乐章声乐— 交响套曲
,

把声乐引人交响乐无

可厚非
。

但象这样始终伴随交响乐
,

并在某种程度上

突出声乐地位的交响曲并不多见
。

作品中器乐和声

乐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

水乳交融
,

相互映衬
,

共同表

达出音乐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
。

器乐
、

声乐两种形式

的高度统一让人惊讶叹服
` , 」。

作为一部采用奏鸣曲套曲原则构成的交响套

曲
,

整个作品却没有一个乐章采用传统奏鸣曲式或

回旋奏鸣曲式 ! 也许是受到西方近现代作曲家的影

响
,

也许是作品表现内容的需要
,

晚年的肖斯塔科维

奇执著的创新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

下面让我们选取

重要 的第一乐章作具体论析
,

去领略一番肖斯塔科

维奇晚年交响曲的魅力 … …

第一乐章《娘子谷 》

娘子谷是法西斯分子犯下滔天罪行的地方
,

位

于现在乌克兰基辅郊外
。

在那里埋葬着许多被无辜

屠杀的人们
,

法西斯种族灭绝暴行
,

激起了诗人和作

曲家极大的义愤
。

通过叶夫图申科充满控诉和揭露

的诗歌
,

肖斯塔科维奇决定以简练的手法来叙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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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惊人事件
。

整个音乐象是一部悲哀的安魂曲
,

渗

透了对死者深深的哀悼和对黑暗势力无情地揭露
,

表现了对种族主义的严厉谴责和批判
。

在这个乐章

中
,

作曲家将冷静的历史回顾和热烈的政治评述相

结合
,

时而客观地叙述事件
,

时而直接地把事件展

示在人们面前
,

达到一种强烈的戏剧效果
。

第一乐章具有突出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写

法特点
:
丰富的对比

、

强烈的戏剧性
、

旋律和和声非

常富于表情
。

从音乐暗淡悲哀的陈诉中
,

我们可以

感到刚毅不屈的力量
。

这种力量不断增涨
,

直到第

一乐章高潮部分结束
。

音乐开始由安魂曲性质主要主题 (叠部 A 第一

部分 a) 来表现
,

它不仅作为第一乐章的框架
,

而且

经变形发展后出现在后面不同乐章之中
。 a
由三个

层次构成
: 1

.

下方声部由低音弦乐和木管共同演奏

出朗诵性质的宽线条旋律
。

2
.

上方声部是带弱音器

的小号
、

圆号相隔八度奏出的双音旋律
,

该旋律以

十六分音符半音反向进行开始
,

然后转为平行六度

进行
。

3
.

定音鼓和管钟适时敲击
。

整个音乐一片肃

穆
、

悲壮的气氛
,

这为整个第一乐章确立了基调
。

整个音乐在 A d ag i。 的速度和
“
b 小调的色彩下

,

以弱和中强的力度奏出
,

音乐形象阴森恐怖
。

其中

大提琴和五根琴弦的低音提琴轻轻地拨奏
,

犹如沉

重的脚步声
。

这个主题隐藏着的上下行动机和环绕

式动机
,

在后面音乐展开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

谱例 1

仿佛是 《娘子谷》的
“

题词
” ,

从它逐渐发展中孕育出

人民命运的历史
。

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

反映出深

刻的痛苦
。

这段纯器乐的主题从作曲家的心灵深处

自然流出
,

以平行带扩展的乐段结构完整呈示
,

然

后渗透进人到史诗般的合唱之中
。

至此
,

叠部 A 第

一部分
a

( 1 一 14 小节 )结束
。

在这段纯器乐呈示中
,

最引人人胜的音色是管钟
。

管钟在整个第一乐章中

贯穿
,

具有主导音色的意义
。

并且在以后 的四个乐

章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叠部 A 的第二部分 b 是由男低音合唱 (实际是

齐唱 )和接下去的男低音独唱构成
,

它是安魂曲主题
a
的进一步发展

,

和 a
构成了统一和发展

。

由单一男

低音组成的合唱音色使得音乐异常威武雄壮
,

并带

有肃穆
、

阴暗的色彩
。

随着男低音合唱 (齐唱 )以及在二十六小节男低

音独唱的引人
,

乐队也从单一的弦乐队递增
,

但起主

要作用的还是弦乐
。

在这个部分
,

歌词为我们讲述

了一系列过去悲惨的画面
:
被诬告犯有间谍罪的德

莱福斯的形象 ; 对洛斯克的小孩和他母亲不幸的遭

遇 ; 在昏暗牢房里相互拥抱的安娜
一
弗兰克及其恋

人
。

这些事件都由第一人称来叙述
,

具有身临其境

的真实感
。

而在不同的戏剧场景
,

b 段的音乐又呈现

出不同形态
,

但都是由谱例 2 基本主题变化而来
。

弦

乐和管乐的简短上行半音乐句听起来很冷酷
,

在声

乐线条中也能听出悲壮的呼喊
,

肖斯塔科维奇把音

乐形象立体化地展现了出来
。

至此
,

叠部 A 的中间

段 b ( 14 一 2 6 小节为齐唱
、

2 6 一 5 3 小节是独唱 ) 结

束
。

这个部分在配器上也很有意思
: 巧 一

22 小节全

部使用弦乐队
,

22
一

26 小节随着木管
、

铜管和打击

乐呼应填充
,

弦乐淡出
。

至 27 小节时只用大提琴和

低音提琴相距八度的齐奏音调和男低音独唱相应
,

然后乐队层次又逐渐增加
,

直到 53 小节男低音独唱

结束
。

音乐接下来是一段纯器乐的连接段 al ( 53
一

63

小节 )
,

情况和
a
相同

。

音乐材料来源于前面的
a 和

b
,

但进行了变化
。

以两支大管和一支低音大管八度

重叠作为主导音色
,

在铜管组的烘托下
,

木管与弦乐

先后分裂呼应
,

平稳引出插部 B
。

至此
,

三部性结构

的叠部 A 圆满结束
。

r ~

- es
~ es es es es ,

1 ~ 14

纯器乐

管 钟

三部性叠部 A ( 1 一 63 小节 )

b

尸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门
14 ~ 2 6 2 6 ~ 5 3

齐 唱 独 唱

弦乐队 大提琴
、

低音提琴

乐队层次逐增

L
b 小调

a l

.

一
一 - - - -门

5 3 ~ 6 3

纯器乐

两支大管
、

低音大管

连接段

6 0 一 6 3 弦乐后缀

62
一
男低音独唱侵人

在进人 64 小节插部 B 之前
,

男低音独唱悄然于

62 小节侵人
,

很 自然地为我们引出另一个新的场

景
。

整个音乐在这里发生 了逆转
,

新的材料新的情绪

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

调式调性也慢慢过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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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巧

化
。

前面的叠部 A 正在消退
,

即将出现的插部 B迅

速生长
。

男低音独唱在 6 2
、

6 3小节侵人的两个小小

引句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 … …
这时音乐进人 g 小调

,

速度加快
,

节奏紧促
。

在

木管中出现了法西斯信徒放肆的音调
,

之后在铜管

和木管 ff 力度强奏中
,

构成了法西斯迫害犹太民族

的疯狂主题
。

接着在男低音合唱中也出现了迫害者

狰狞面 目的这一主题
。

四
、

五
、

七度音程的跳进
,

使

得旋律激烈动荡
,

而贯穿其间的尖叫式音调
,

则象征

着法西斯分子的狂叫
。

男低音合唱不断引伸
,

并由接下来的男低音独

唱加以重复
。

整个音响到 93 小节前半时趋于平和
,

插部 B 的第一部分
。
结束

。

( 64
一

93 小节 )这时
,

一

个疯狂的浪涛突然掀起
,

残酷地打断了哀求的男低

音独唱声
。

音乐进人了插部 B 的第二个部分 d
。

小军鼓
、

定音鼓及弦乐随后奏出强烈的节奏
,

使

这段音乐充满了火药味
。

并恰当地在弱拍点上导人

男低音合唱
,

整个音乐和
C
段对比鲜明

,

音乐紧张激

烈
,

一直冲到 1 13 小节
,

力度达到 fff
。

插部 B 第二个

部分 d 结束
。

( 9 3 一 1 1 3 小节 )

接下来又是一段纯器乐的连接段
。 ’ ,

只是比 al

更为简单
。

这个部分的主导音色仍为两支大管 (没有

低音大管 )
,

旋律连续下行的轮廓显然来自
C 。

在连

续下行的叹息音调中
,

铜管组厚实的音响似乎不仅

仅烘托了大管旋律
,

是否还将出现新的斗争 ? 。 ,

( 1 13 一 123 小节 ) 整个插部 B 也呈现出三部性结构

而结束
。

三部性插部 (B 新材料 ) 64
一 123 小节

e d e ,

r we 一

一
一 -

.

—— 一— — 一一 一〕 lwe we we
叫

we we
ee es〕 『- - 一一

一一 - 1

6 4 ~ 6 9 ~ 8 3 8 5 ~ 9 3 9 3 一 1 13 1 13 ~ 12 3

固定音型 合唱 独唱 乐队 纯器乐过渡到叠部 lA

9 8 一 10 7 两支大管

合唱 铜管组
g 小调 一- -一 -一- - - - - -一一一一

b
G 大调

从 123 小节处安魂曲主题再次出现
,

预示着叠

部 A 的回归—
lA

。

lA 基本保持了叠部 A 的特征
,

调式调性也是
“
b 小调

。

但 A
`
的第一部分

a Z

主题

( 123
一 131 小节 ) 和音乐开始处的

a
相比显得破碎

、

微弱
。

在悲哀的钢片琴和管钟声中
,

弦乐演奏出柔

和的音调
,

把一个悲剧性的场景和对死者的沉痛哀

悼表达了出来
:
这里带弱音器的弦乐以宽广音域成

功塑造了一个和乐章开始处有区别的氛围
,

恰到好

处
。

接下去和叠部 A 一样
,

引人了人声 bl ( 130 小节

处 )
。

只不过这次用的却是男低音独唱
:
一支怀念俄

罗斯民族的旋律
。

在男低音独唱时
,

使用了木管
、

弦乐和竖琴明亮

宁静的和弦加以衬托
,

更加突出了男低音那感人的

内心 独白
。

接下来又是一段纯器乐 的连接段
a 3

( 1 5 5 一 1 6 9 小节 )
,

音响比
a `

要强烈得多
,

近乎疯狂
,

音响也达到 fff
,

象征着法西斯分子新的罪行
。

至此
,

结构缩短再现的叠部 lA 完整结束
。

三部性叠部 A
`

a2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门

1 2 3 ~ 1 3 1

重叠
b b 小调

b 1
lwe we we

.

we we we 一门

13 0 ~ 15 5

男低音侵人

a 3
习一

.

— — — 一一一一〕

15 5 ~ 16 9

重叠

纯器乐 fff

17 0

休止一小节
“

气口
’ ,

在全部声部休止一小节之后
,

音乐进人了第二

个插部 C
。

音乐从 E 大调开始
,

叙述了禁锢在黑牢中

倍受折磨的安娜
一
弗兰克及其恋人的遭遇

。

它是用

一首充满高尚情操的圆舞曲来体现的
。

在前面不曾

有过的三拍子流畅的节奏之下
,

作曲家采用 了室内

乐性质的写法
:
在分奏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柔和呼

应下
,

独唱者唱出了 《安娜日记》中为人们熟知的安

娜
一
弗兰克的纯洁和高尚

,

使听者犹如身临其境
。

这

个插部是室内乐性质的以歌声为主的插部
,

结构以

起承转合构成一个完整的乐段
。

然后从 198 小节起

加人了竖琴和钢片琴又构成一个起承转合的乐段
。

插部 C 的结构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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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7 1 一 17 2 小节

e

l l

起 承 转 合

17 3 ~ 17 8 17 8 一 1 8 5 1 8 5 一 19 1 1 9 1 ~ 19 8

l 一一— —

—
—

一刁
起 承 转 合

19 8 一 2 0 6 2 0 6 一 2 12 2 1 3 ~ 2 2 1 2 2 1 一 2 2 9 2 3 0
“

气 口

在所有声部休止整整一小节之后
,

进人到插部

D
。

拍子从三拍子变为二拍子
,

情绪急转直下
。

首先

出现的是以大管为主导音色的小引子 (邓 1 一 2 4 1 )
:

这个小引子作为伴奏音型
,

很自然地引出了插

部 D 的第一个部分 f :
合唱和独唱

。

合唱与独唱作对

位性的呼应
、

展衍
,

犹如安娜
一
弗兰克及其恋人在相

互安慰
。

到 2 70 小节时
,

木管
、

铜管和弦乐声部重叠
,

三大家族齐鸣出的音型
,

为进人插部 D 的第二个部

分埋下伏笔
。

至 2 80 小节时
,

音乐进人插部 D 的第二个部分

g
。

各声部重叠
,

沉重的铜管音色使音乐具有粗野笨

重的特点
,

打击乐密集的音响表现了枪杀的场面
。

仿佛一对恋人相互安慰
,

仍无法抵御恐怖的威胁
,

被

闯人的黑暗势力无情地践踏
。

在这里
,

作曲家使用

了乐章开始的叠部安魂曲主题材料
,

经过性格变奏

后在这里成为暴力和恐怖的象征
,

构成了第一乐章

的总的高潮
。

这种用同一主题材料来揭示绝然对立

形象的方法
,

既显示了作曲家高超的艺术技巧
,

又使

音乐蕴涵了深刻的寓意 … … 插部 D :

小引子

2 3 1 ~ 2 4 1

两支大管

低音大管

(主导音色 )

B 大调

二部性结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f 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1 1

—
—

一

1

2 4 1 一 2 6 5 2 6 6 一 2 7 9 2 8 0 一 2 9 1

二重对位呼应 展衍
a 主题性格变奏

2 4 8 小节 I乐章总高潮

加入钢片琴

2 9 2 小节

休止
“

气 口
”

再一次在所有声部休止一小节之后
,

音乐改变

节拍动力性再现叠部
一
形成 A , 。

叠部 A ,

的出现具

有很强的力度 ( fff )和动力性
,

和 A 相比其结构扩展

了
,

音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

原来的悲哀气氛让位给

直接的情感流露和激情
。

并从 3 02 小节起在铜管组

率先引出特性节奏型
一

厂丫勺
_

_ _

止 乃 这个节奏

一直贯穿至本乐章结束
。

叠部 A ,

的第一部分
a 4
调

式调性回归到
“
b 小调

,

但在第二部分 b
Z

的男低音合

唱中
,

在 3 23 小节处很鲜明地转到#f 小调
。

这一段音

乐非常富于表现力
,

仿佛 反映了人们意识中的转

折
。

在经过男低音独唱平稳地呼应之后
,

音乐以弱

的力度进人叠部 A
“

的第三个部分
a s 。

伴随着特性节

奏
,

男低音齐唱和独唱交替演唱出
: “

娘子谷野风飒

飒响
,

树木好似法官投以阴森威严的 目光
。 ”

最后人

声马不停蹄地进人了尾声
。

尾声由叠部材料构成
:
从安魂曲主题中分裂出

的不断向上的号角般的动机 ; 从特性节奏变形出的

音型
。

两者形成两条对比并列的线索
。

独特的在低音

区持续的附点进行和定音鼓击出的附点进行连成一

气
,

充满强烈的震撼力
,

具有很强的悲剧性
。

而人声

充满激情的演唱仿佛又让人们看到了光明
。

最后正

是在这样一种复杂情感之中
,

音响力度在短时间内

从 p 急速地膨胀到 ffff
,

以一个呐喊般的极强音响结

束了整个第一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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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

叠部 A Z

和尾声图示
:

三部性动力性再现叠部 A
,

2 9 3 一 3 0 8 3 0 8 一 3 2 4 3 2 4 一 3 4 0

纯器乐 齐唱 独唱

fff

从 3 0 2 小节引出的特性节奏型贯穿至乐章结束

3 4 0 ~ 3 6 9

C o d a
.

「一一 -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刁

3 7 0 一 3 7 9 小节

独唱一一一一一一卜

合唱一一一一一一卜

卜
b 小调

—
卜

#
f 小调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b 小调

通过对 肖斯塔科维奇 《第十三交响曲》 第一

乐章的分析
,

我们更为深人地领悟到作者别具匠

心 的创意
:

首先
,

这部作品起因于 叶夫图申柯的

五首诗篇
,

采用了多乐章声乐— 交响套曲形式
,

把声乐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

是极为 自然合理

的选择
。

正如 肖斯塔科维奇所说
:
文字比音乐更

真实 自然
,

能更确切地表达个人感受和反映人间

疾苦
。

这些诗之间没有任何题材上 的联系
,

而我

用音乐把它们联结起来 ; 我写的正是交响曲
,

而

不是一些单个的音乐画面
。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交

响音乐大师的肖斯塔科维奇在这部作品中将交响

音乐故事化
、

情节化
,

增强 了交响音乐的 可听

性
、

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

即器乐作品声乐化 ! 同

样
,

在我国广为流传的故事化
、

情节化的小提琴

协奏曲 《梁祝 》
,

也可带给我们相同的启示 ! 再

者
,

肖斯塔科维奇在一部采用奏鸣曲套曲原则构成

的交响套曲中
,

没有一个乐章 (特别是第一乐章 )

严格采用奏鸣曲式或回旋奏鸣曲式
,

这恰恰充分表

明了他的音乐结构观
:
使音乐从公式化

、

概念化中

解放出来
,

根据实际内容表现的需要
,

实事求是
,

安排最为合理而恰当的曲式结构
。

当然
,

这必须是

在作曲技法炉火纯青之后才能游刃有余的
。

最后
,

我们从作者其他音乐作品中也可看到对

音乐结构形式 (特别是奏鸣曲式 ) 的创新运用
,

但象
“

十三交
”

这样大胆而彻底地革新
,

对于当时的肖斯

塔科维奇而言
,

还是相当惊人的
。

其超越 自我的精

神令人尊敬 !

另外
, “

十三交
”

最后的第五乐章也采用 了自由

回旋曲式
,

而且整部交响曲的 111
、

W
、

V乐章连续演

奏
,

浑然一体
,

使整部作品构成了良好的比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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