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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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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1873-
1943）在1873年4月1日生于诺夫戈罗德省奥格林村一个贵族家庭里。四岁起小拉赫

玛尼诺夫开始学弹钢琴，十岁时进彼得堡音乐学院，但收获不大；十二岁时（1885
年）到莫斯科音乐学院才开始认真学习钢琴和作曲，1891和1892年先后在这两个班

上毕业时因成绩优异，曾获得金质大奖。拉赫玛尼诺夫在学校期间已经写出头一批作

品，包括《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青年交响曲》等，他的毕业作品——独幕歌剧《阿

列科》，受到当时以阿连斯基和塔涅耶夫为首的考试委员会很高的评价。  

  音乐学院毕业后，拉赫玛尼诺夫已开始跻身于俄罗斯第一流青年作曲家之列，他
悉心研究俄罗斯民间艺术和古典作曲家的创作，相继又有一批器乐与声乐作品问世。

但是在1895年，当他的《第一交响曲》因作品本身不够成熟而上演失败，使作者感到
极度失望，他的创作一度陷入低潮，若干年间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大型作品。不过这
时候，他的活动转入其他领域，他开始教授音乐课，还应莫斯科一家私营剧院之请担

任歌剧指挥。九十年代末，他结识了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他同俄罗斯著

名歌唱家夏里亚宾的悠久而亲密的友谊，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1899年，拉赫玛尼诺

夫第一次出国旅行演奏，初步奠立了作为一个钢琴家的世界声誉。  

  1900-1901年，拉赫玛尼诺夫的一部最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问世，标志
着他的创作繁荣时期的开始。他在这个时期写出的作品，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

（1905年革命）前夕社会意识的蓬勃高涨；他的音乐充满了真诚的激情、生动直接的

抒情感受以及丰富多姿的旋律，同时也加强了豪迈、英勇的因素。1904-1906年，他
任莫斯科大剧院常任指挥。如果说，九十年代他在私营剧院的指挥实践，还只是他在
指挥艺术方面的锻炼阶段的话，如今在大剧院，他却已经称得上一位完全成熟的指挥
大师。他指挥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的一些歌剧，也亲自指挥他自己新写的两部歌剧—

—《吝啬的骑士》和《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当时已享盛名的天才歌唱家夏里亚宾

参加演出），这些演出成为当时音乐社会的重大事件，而且被奉为后世遵循的典范。  

  1906年春，拉赫玛尼诺夫离开大剧院工作，先到佛罗伦萨，然后全家在德累斯顿
居住三年。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中，现代派艺术思潮在俄国艺术中有着很大
的发展。但在这时，拉赫玛尼诺夫依然捍卫和继承古典传统，创作出大量作品，为俄
罗斯音乐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他在德累斯顿时期最重要的作品，要算是他的《第二交

响曲》（1906-1907年）。1909年春，他回到莫斯科。在此之后一段时期，他又陆

续写出《第三钢琴协奏曲》（1909年）、《钢琴前奏曲集》（1910年）和其他一些
钢琴作品，但是在这时候，反动统治下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显然在他的创作中也
有所流露，颓废派艺术的消极情绪，对他的创作开始有所影响——他以比利时象征主

义作家梅特林克（M. Maeterlinck， 1862-1949）的剧本为题材写作的歌剧接《蒙

娜·曼挪》（只写出一幕），根据瑞士象征主义画家彪克林（A.Böcklin，1827-
1901）的同名画作写出的交响诗《死岛》（1909年），取材于美国作家爱伦·坡
（E. Allan Poe，1809-1849）的诗作谱写的乐诗《钟》（1913年），以俄罗斯一

些象征主义诗人如索洛库普（ф.Coлoryб，1863-1927）和巴尔蒙特

（K.Д.Бaльмнт，1867-1943）的诗句写出的最后一组浪漫曲（作品第38号），都
反映出一种阴郁、悲观的情绪，具有印象主义的印记。与此同时，他的钢琴演奏和指
挥活动却特别频繁而富有成果，他在钢琴演奏中善于把他对作品构思的理解清楚地传
达给听者，他不但以其洋溢着感人至深的热情、力量和贯串着抒情性的演奏，激荡着
听者的心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首先为听者创造出一种完整、深刻、鲜明和易于把
握的艺术形象。作为交响音乐会的指挥，他在当时也被誉为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

曲》、《第五交响曲》和鲍罗丁的《勇士》交响曲的最好的解释者。  

  1917年，当爆发二月革命时，拉赫玛尼诺夫持着同情的态度，他把自己的一次音
乐会收入捐献给军队。但是他不理解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当苏维埃政权
刚一建立，他便离开祖国，先到瑞典，然后定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一生中最后二十



五年的生活。在背井离乡的条件之下，他只是忙于几近狂热的音乐会演奏活动，在创
作方面却经历着一场危机，很长时间没有写过一部作品。只是到二十年代后期，才断

续地写出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1928年）、《科列里主题钢琴变奏曲》（1932
年）、《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1934年）、《第三交响曲》（1935-1936年）和

《交响舞曲》（1940年）。拉赫玛尼诺夫曾特别强调指出，他的所有后期作品都以各

种不同的形式，采用中世纪天主教的歌调《愤怒的日子》（Dies irae），这个歌调在
十九、二十世纪许多作曲家手中常常用来作为死亡的严厉和神秘的象征，拉赫玛尼诺
夫同样也用来体现一种命定不可避免的结局的思想。他在远离祖国的岁月里，时常怀
有孤独和寂寞的心情。他经常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阅读苏联出版的音乐书籍，
对涉及他所热爱的俄罗斯作曲家如柴科夫斯美、鲍罗丁和塔涅耶夫等人的论述特别感
兴趣，当他听到苏联电台广播他的作品时，感到格外高兴和感动。在卫国战争期间，
拉赫玛尼诺夫也表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热忱，他举行许多专场音乐会，募款捐赠苏联军

队，他在1942年3月间为此写给苏联驻纽约领事的一封信上写道，这是“一个俄国人
尽其所能地对俄国人民抗敌斗争的一点资助”，并表示对全面胜利的坚定信念。但

是，在1943年初，由于急性癌症发作，他不得不中断预定的演奏旅行，终于未能等到

他所热切期待的胜利消息，在3月28日在洛杉矶突然去世。  

  拉赫玛尼诺夫力图在音乐中表现一个忠实诚挚的普通人的思想感情，竭力探求让
所有的人都易于理解的方式，从这一方面着眼，他可以说是柴科夫斯基的直接继承
者。他的音乐时常具有幻想和悲剧性的哀伤等因素，时常留下一种内心悲剧的不可磨
灭的痕迹，这样深刻的抒情性和戏剧性也是使他的作品接近干柴科夫斯基的地方。所
不同者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内容更加狭窄，往往局限于抒发个人内在的精神体验，但
表现得十分动人而富有诗意。他的音乐除了着重体现悲剧的因素之外，有时也以磅礴
的力量讴歌幸福、赞颂祖国大自然风貌，精心刻划出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安谧、宁静
的形象。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充满了美妙的旋律，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是一位天
才的旋律作家；他的旋律写作同俄罗斯民歌中的悠缓歌曲保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
还以和声语言和复调手法之丰富见长。所有这些，都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具有如此

感人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