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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交响乐创作对传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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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期无疑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复兴的时代，目前不仅有大量的唱片、音乐会和传记性的书籍，甚至

评论界也把他视为焦点话题，因为谈论他，人们自以为对音乐有深邃的领悟。可是他

活着的时候只是人们眼中的"怪物"，说得好听一点，他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马勒的

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19世纪以前交响乐体制的改良上，他想尽了办法来改革传统交响

乐的声音图景，然后向那些包括保守者在内的听众做最新的演绎，这肯定要伤害大多

数人的耳朵，甚至让人最后觉得他自己的创作也滑稽可笑。马勒的困窘在于他一条腿

虽已迈到半空、在20世纪寻找立足之地，但另一条腿还是原地不动、坚实地踩在他所

热爱的19世纪上，因此他遭到了传统的强烈指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商业

技术的开发，立体声电子定位录音给了马勒那宏大的音乐以最大的实惠，从此，马勒

的盛典从天降临了。  

  究其复兴的外因，乃是由于马勒交响曲中对技术性斤斤计较的要求，正给今天的
数码复制时代预留下最迫切的共容空间，使得他的音乐与我们今天商业性的复制领域
的理想目标不谋而合，因此，马勒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唱片业一场旷日持久的科技大
战的绚丽战果，甚至他的音乐随着制造商们口味的上扬，几乎变成了一道音效大餐
了。如果马勒活着，想必他一定要为这种物极必反的恶果而暴跳如雷的。马勒复兴的

内因不啻是因为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马勒是一个"漂泊者"，是一个三重意义上的

无国之人，即所谓"在奥地利人中是波西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是奥地利人，在地球上
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在现实都市生活中，面对大机器生产、飞速发展着的世界，马
勒迷失了自我，所以，对生活的迷茫、对死亡的恐惧，童年留下的痛苦记忆……这一
切的一切都被马勒反映在他的交响作品之中。而他的这种迷茫，他所体验到的痛苦正

是现在的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是谁？"、"我在干吗？" "今后十年我会在哪儿

呢？"我们同样迷茫。马勒在找寻的，也是我们所找寻的。  
 

  马勒的音乐遗产包括九部交响乐（第十未完成），一部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

歌》以及四十余首艺术歌曲(大半用管弦乐伴奏)。值得注意的是，马勒所有的交响乐
的素材都来源于他的艺术歌曲。比如第一交响乐取材于他的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

歌》；第二交响曲来源于他的《少年魔号角》;第三交响曲来源于他的另外一部声乐套
曲《亡儿悼歌》，他的第五、六、七交响乐也都采用了该套曲的旋律，只不过没加入
人声。如此系统的在自己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寻找交响乐创作灵感在德奥交响乐史中是

很罕见的。  

  马勒认为，交响乐应该包容一切，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在他的作品之中，我们可
以看到很多。他的交响乐描绘了一切他想描绘的东西，确切点说，马勒活在他自己的
精神世界之中并通过他的作品表现了出来。马勒通过交响曲这片他自己的领地上做着
这样、那样的许多实验。从乐队的编制上来看，马勒交响曲的编制是十分庞大的，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第八交响曲》，这是马勒规模最大的作品，它所用的的表现工
具及其庞大：除了一个扩大组织的管弦乐队之外，还有两个混声合唱队、一个童声合

唱队、七个独唱家，所以这部交响乐有《千人交响乐》之称。马勒曾在信中写到："我
无法用文字来加以描述，不妨设想整个宇宙都开始震动和会想吧！不再是人声在唱，

而是星球和太阳在运行。"  
马勒还竭力寻求新的交响曲形式。  

  从马勒交响乐的结构上来看，他并不拘泥于古典交响乐四个乐章套曲的框框。除
了他的第一、第四、第六和第九交响曲基本遵循传统交响曲模式以外，其他交响曲在
乐章的编排上比较自由：第二交响曲为五个乐章、第三为六乐章、第五、第七都为五
个乐章，第八为两个乐章。乐章作为分割作品的标志在这些交响作品中已经没有太大
的意义，马勒似乎更热心于将他的交响曲分为好几个部分，使交响曲内部形成相互平
衡的几大块，而构成块状的要素就是他的乐章。马勒试图将多乐章的关系扩展成为大



段落之间的对比、联系。这种做法是很少见，很奇特。比如他的第三交响曲共有六个
乐章，但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篇幅较长的第一乐章，第二部分是从
第二到第六乐章每个乐章都较短；再如第五交响曲，马勒在总谱上标明是分为三个部
分的五个乐章构成。第一、第二乐章是交响曲的第一部分（第一乐章引子，第二乐章
规模较大），第三乐章单独构成交响曲的第二部分，马勒将它写成了一首内涵丰富，
结构庞大的谐谑曲，使它和前一部分形成对比，并做到结构上的前后平衡，第三部分

则是交响曲的第四、第五乐章。  

  在他的手中无休止的葬礼进行曲埋葬了无数英雄和凡人，但有时并不真的悲哀，
他的第二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虽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歌，但马勒自己的续诗

却象贝多芬的"欢乐颂"那样令人狂喜；马勒交响曲中的谐谑曲是对习以为常的正人君
子，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讽刺和嘲笑，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勒是一个讽刺的大师，在他
的作品之中往往能够出现一些怪诞的形象比如他的第二交响曲《复活》中的第三谐谑
曲乐章，其从马勒的讽刺歌曲《帕图亚的圣安东尼向鱼群布道》中摘引了大段大段的
音乐，但马勒仅仅是把这首歌曲作为起点，从开始处淡淡的幽默起，往后越来越怪
诞，旋律与和声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最后到达的气氛简直是一幅残忍而骇人听闻的

漫画！  

    同样在配器上，马勒探索象室内乐般透明的管弦乐技法，谋求庞大的乐队奏出室内
乐般精致的效果，如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的特征为半是小步舞曲，半是
谐谑曲。乐章主题先由双簧管独奏，波走的弦乐加以衬托，然后由小提琴和独奏单簧
管接过去，再加上其他木管乐器极为细腻的色彩点缀，有很强的室内乐的效果，十分
纯净。但也有的乐章为了表现他交响曲中裹夹着的充满了的无数表面和内在的矛盾与
冲突，各个声部都演奏着不同的旋律线、不和谐的和声，篇幅冗长儿结构松散，传统
上代表辉煌的铜管在这里发出凄厉的尖叫，木管的咕噜声好似幽灵和白骨的舞蹈，弦
乐因扭曲而显得痛苦不堪。打击乐器则砸出山崩地裂般的切分节奏，犹如早博得心跳

（如《复活》第三乐章）。  

  在交响曲末乐章以外包含声乐（第三、第八、大地之歌），间奏曲式的乐章。故
意将音乐粗暴的打断、使人心烦的重复、半音和声运用到极至导致音块的使用、追求
模糊的和声效果、把音乐变得支离破碎或者运用剪贴自己以前作品曲调充实乐章等手

法比比皆是，甚至那生硬的旋律移调、出人意料的间隔、大幅度的跳跃等手法都对20
世纪的音乐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马勒以他的全部作品作抵押，来倾心探讨传统的信仰在现代社会的重重包围下得
以解脱的方式，虽不见得他最终从容地把握住了一个被普遍认知的答案，但显然可以
说，他已承担起历来只有圣人才去承担的使命。交响曲发展到了他那个年头，一切技
术性的语言已然在这位天才的笔下驾轻就熟了，因此马勒不仅仅是一个德奥浪漫主义
交响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继承传统的最后一人，时代赋予了他启发后人的沉重使命。
他在挣扎之余不断求索，希图找到一条拯救自己的出路。最终他以自己独具个性特点
的方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即赋予音乐更多题外的含义，进而交响乐被其视为灵魂的

宙宇和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