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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十年了，美国的布鲁克纳协会作为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代言人，抱着一种丈夫气概做了不少响铛铛

的工作。因此，值此十年来的回顾之际，我很乐于应他们所请，说说我对这两位大师的看法。给我一个题目

而要说两个人，“布鲁克纳与马勒”，这表示确信他俩是互有助益，各有所成的，就是说，在其艺术的血缘关

系上，他俩一个紧挨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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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十年了，美国的布鲁克纳协会作为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代言人，抱着一种丈夫气概做了

不少响铛铛的工作。因此，值此十年来的回顾之际，我很乐于应他们所请，说说我对这两位

大师的看法。给我一个题目而要说两个人，“布鲁克纳与马勒”，这表示确信他俩是互有助益，

各有所成的，就是说，在其艺术的血缘关系上，他俩一个紧挨着一个。 
我原先还不大愿意写这个题目，也确实不以为这个太过简单的“与”字就用得很恰当。

马勒的原话该是 好的说明：我常听他说布鲁克纳是他的领路人，而他自己的创作正走在布

鲁克纳——他的师长照亮的道路上。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前的老话了，比他另外所有的作品都

要来得鲜活的《第二交响曲》就表露了他和布鲁克纳的这层亲密关系。尽管从《第三交响曲》

开始他有了显著的进步，越来越远地背离了布鲁克纳的跑道。我不记得马勒后来再说过这种

话。不过，一直到他 后的作品，我们仍能偶尔发现布鲁克纳的面目。因而，这句话对弄清

他俩之间的关系，获得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还是有点价值的。 
关于布鲁克纳的文献已有很多，我自己也写过一本关于马勒的书。现在（就我所知）对

布鲁克纳与马勒的比较研究已经展开，因此我将尽力对他们的关系作些说明，以探清是什么

使他们走上一条道，又使他们分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相似，反过来在其他

许多并非不要紧的地方又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我们发现他们如此密切相关，叫人觉得理解其

中一个自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了另一个，但他们又是如此不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

完全融合起来。显而易见，要同时理解并爱上他们两位需要非常复杂的音乐口味和难得的、

辽阔的精神跨度。 
在涉及实际音乐创作的详细材料时我的比较无须作茧自缚。他们作品的精神源头和这两

个人的个性才是我们考察研究的关键主题，不仅是他们的作品在其音乐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上

让人惊叹，更因为努力探究在那些作品之上放射的光芒正是一篇评论不可或缺的要旨。真要

确切地论证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之间有清楚的联系，那就只有唯一的选择：通过演奏。现在

把这一点放一放（对我来说）也是很让人高兴的做法，虽然明知在音乐与他们之间并无一道

可以借助言辞直接贯通的桥梁，我还是想为拐弯抹角地靠近这个题目做些尝试。在一位作曲

家与他的作品内里总有一根神秘链条，它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其作品发现他的灵魂，知道他的

心灵穿过一条幽秘的暗道在他的作品里袒露出来。因此我希望通过对这两位大师个性的讨论，

能使我得以弥补一篇只是讨论其作品的文章的部分不足。 
什么使他们相连？ 
布鲁克纳作了九部交响曲，马勒也不多不少，他们同样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写出了主

要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主题、发展、织体都是（保持其本来状态的）真正的交响曲式。他

们作品中决定性的进步阶段都在第三和第四交响曲之间，并在第四和第五交响曲里达成了风

格的转变。他们的第四交响曲都打开了一个在他们原先的作品里从未能够瞥见的新天地。一

种热情、浪漫的光华在布鲁克纳此后的英雄性音乐世界里跳跃；一种温柔如仙人传奇般的牧

歌抚慰着马勒狂乱的心。两个人的第五交响曲都大大增强了对位风格，辟出了深思熟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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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自如的成熟期战场。经过克制的简练、不露声色的讲究、在技巧和结构上都力求节俭，这

些已不再是他们要操心的了。惟有在马勒的众多歌曲里，我们才能发现他和这种风格不尽合

拍。此外它们就共同担负着要在交响曲式中实现它们的完整生命状态的强烈欲望，在巨大的

范围里展开漫无节制的宣叙。他们的交响曲彼此相似还有特别重要的一处，就在于那些都十

分庞大的交响曲里的末乐章。 
广泛编织而本质上还是全音阶的主题与复调直接表露了他俩骨子里的古典传统。诚然，

马勒后期的复调发展非常复杂、大胆，也有他高度的个性特征。对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教

堂圣咏都象奥地利乡间的兰德勒舞一样自然。竭力做出的一本正经和乡民的快活情绪面对面

撑起他们天性里的支架。这是通往古典主义的、由舒伯特在前头走着的路。他们联系的纽带

是牢固的，在另外的方面，还表现为建立在他们的和声基础上的那些旋律的风格和（尽管他

们还是各有不同）他们对阶段性结构的对称和秩序的共同爱好。甚至在马勒后期，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他对形式与和声领域的大胆追求的时候，也还维持了清楚的阶段性结构和音响基础。

两个人都用无尽的狂欢筑起高潮，在漫漫的持续的紧张里，以不顾一切的渴望释放眩目的动

力。 
在他俩乐中那些迷人而抒情的瞬间我们时而会碰到一种明显是奥地利式的、叫人回想起

舒伯特来的魔法，在马勒这头还常常混杂着一股波西米亚－摩拉维亚风味。不管怎么说，毕

竟马勒和布鲁克纳还（通过不同的途径）同是基督徒。他们的音乐灵感源泉的本质还是得自

这种虔诚的深处。这是他们宏富的主题库的主要来源，在他们的作品中支配了一个 为重要

的表述领域，它把那些音流里的激浪推上一个特殊的高度。这两位的音乐语言总是不太兴奋

的，总是倾向于怅惘、剧烈的苦难和痛不欲生的极端情感，他们在高度的迷醉里获得高潮。

透亮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很少能在他们那些统统与地中海的气候恰成对比的音乐氛围里出现。

布鲁克纳给他的第四交响曲一个标题——“浪漫”，同样的感觉我们在马勒的早期作品里也会

碰上，只不会碰上那些把他从布鲁克纳身边拉开的魔法。可是他二位后来的作品里浪漫一词

就鲜有耳闻了。 
有一种否定他们之间关系的说法，在我看来真是很特别。他们是被在理查德·瓦格纳里

的巨大体验感动了，在他的艺术里看到不朽的信心，他们的作品却并未露出什么（除了布鲁

克纳的器乐受了些微弱的影响）瓦格纳派的痕迹，有，至多也就是一点点，他们自己完满自

足的信念一点也不受其袭扰。他们的个性里有如此强健的禀性（处在那个时代的音乐史中真

叫人诧异），尽管耳界大开，心智开放，也对瓦格纳式的海妖之歌坦然表示推许，但他们就不

肯屈从。当然，身为本质上的交响曲作曲家，他们平等地看待这位对他们的独立自主袭来威

胁的剧作家，就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而言，好象他们在天性里就有种追求整饬结构的强烈欲

望，只是基础不同而已。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都不为戏剧舞台吸引，马勒就是一个很值得注

意的特殊现象，他通过无与伦比的演释艺术表现了再生歌剧的天赋，在那片天地里辟出一条

新路，实际上开创了一个传统。他的唯一一部歌剧稿本是他早年两次失败的尝试，此外他再

没有为舞台写作，除非我们把由他编写完工的威柏《三个平托斯》也拉扯进来。 
他也象布鲁克纳一样在纯音乐里扎下了根，守护他从诗篇里得来的灵感，就跟他在那些

歌曲里一样。然而他的作品果真就扎根在纯音乐里吗？他的第一交响曲（本来有个名字叫“巨

人”）中的“卡洛风格葬礼进行曲”、第二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中的歌唱性乐章、没有标题胜

似有标题的第三交响曲（修订版），这些也就是布鲁克纳所认为的原汁原味的交响音乐？无疑

马勒的音乐与布鲁克纳不如预期的那么相似。他受到很奇特的意象和幻想的引诱和感召，比

布鲁克纳有了更多的想法，这来自于他不那么让人明白的、隐秘的心灵深处。但是这就能说

明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吗？不是贝多芬的“田园”里，无论“溪边景象”、“乡间

节庆”和“暴风雨”都是纯粹的交响音乐，而它们自己却不大管什么纯粹不纯粹吗？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音乐创作的基本步骤吧。作曲家蓦地捉到个乐思，真真地就在那儿，

在这之前那儿显然什么也没有，也许只是一抹情绪、一个影象，可是突然变成了音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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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主题，一个动机，现在它在作曲家的手里塑造成型，展开它，引导它的方向，新鲜

的念头蜂拥而来。无论是否在创作加工过程中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意象，都还仍旧维持了音

乐本质上的“天赐”和交响结构的动力，这个决定性的要素支配了 后的成果。这种“天赐”

和动力为马勒所承认，布鲁克纳也表示接受。因此，不管这个影响马勒的乐想或幻象怎样，

他的根子还是扎在纯音乐里的。 
退一步说，难道我们就知道布鲁克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连莫扎特，在他们的创作过

程中就没有受到过一个意象或什么念头的拜访，还是他们脑子里的很多想法都是下意识里升

起的海市蜃楼，没有转变成一些有意为之的方法，从而获得更为生动鲜明的色彩和更具个体

风格的特性？歌德的小说《亲和力》中，在爱德华和夏绿蒂夫妇办的家庭聚会期间，奥黛莉

完全占据了爱德华的目光，而夏绿蒂的眼睛也牢牢抓住了上尉。尽管出生在这样的结合下的

儿子令他们心里神游的梦幻大为烦恼，但他也毕竟还是爱德华和夏绿蒂的后代，是从他和她

的自然结合里生长出来的。无论在创作的过程中音乐以外的想法有多大影响，起始总是很神

秘，而纯音乐就是结局。但若这个作曲家的意图就在于要真正地叙述什么的话，也就是说，

如果他使得音乐开始描述一个想法或者意象，那么，他自己就得先把纯音乐的口子堵上。 
在马勒眼里好象布鲁克纳的音乐从来就不意味着一种要表达什么的方法，它就是它，更

无其他，他自己则从未忽视过这种天生的对于表述的兴趣。其实这是他俩在其中灌注生命的

一个要素，由他们的天性推动到交响音乐的形式。马勒施展魔法造出的昏天黑地里充满了激

烈变幻着的梦境；布鲁克纳则还是为崇高的幻象所主宰。由于布鲁克纳（就我所知）直到 1806
年他故世时也不大熟悉马勒的作品，反之后者则十分精通布鲁克纳的艺术，这就要使我们考

虑布鲁克纳的影响力是不是就没有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起到什么作用，没有在马勒心中引起

血肉相亲的感想。应该说这里面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毕竟，也没有什么影响是能强加于他

的，况且马勒独特的音乐语言也并没有什么依托于布鲁克纳的迹象，无论让人觉得相似还是

引起回想。但我们还是在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第二交响曲里看到这种深厚的、本质上的血

缘关系的暗示，并且直到他 后的作品里还能碰到偶尔一见的“布鲁克纳”特性。不过他对

布鲁克纳的依赖也就是一点点，就象勃拉姆斯对舒曼一样，后者的很多“特性”时而会在勃

拉姆斯的作品里神出鬼没地闪现。浮士德有关拜伦的论断可能对这两位也是适用的：无论是

他们中的哪一位都赞成“我歌我自歌”，也就是说——独创性。 
什么使他们分开？ 
布鲁克纳的九部交响曲都是纯粹的器乐作品。马勒则不同，在第二、第三、第四、第八

交响曲里借助了歌词和人声。交响曲以外布鲁克纳作了三部弥撒曲，感恩赞，“诗篇”第 150
篇赞美诗，一些圣咏作品和（就我所知）两部男声合唱。马勒迥异于此的标志是他的非交响

乐作品。他写了“悲哀的歌”，奠定了他自己的叙事诗；四个章节的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

歌词也是他自己作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则得自“少年的魔号”中的诗篇；再往后一个时期，

为吕克特的诗篇作乐队伴奏的歌曲，其中有“亡儿之歌”；还有他 后的、流露了 多个性特

征的“大地之歌”，歌词采自中国诗人李太白的作品。因此，我们看到布鲁克纳就和他的那些

交响曲在一起，几乎完全浓缩在神圣庄严的乐章之间，而马勒则从五花八门的诗篇里获得了

灵感。在他的交响曲里，“原光”是来自“少年的魔号”，而克洛普斯托克的“复活吧”给予

了他的第二交响曲一个庄严而欢乐的结局，在第三交响曲里，尼采的“午夜梦寻”在第四乐

章发出预兆，再由“少年的魔号”中的诗篇在第五乐章作出回答。通过这样的搜集，马勒选

择了一些具有童心般的信念的诗篇，为他自己祈望的天庭生活作了象征性的描述。第八交响

曲起始于“降临吧，创世主的圣灵”而终结于浮士德对信仰的皈依。 
因此马勒的声乐作品同时也是一条了解他的心理世界的线索，它们诉说了他通过发现和

不断的追寻，经由越来越深的直觉和更加崇高的向往去贴近上苍的努力。然而就在被这一点

占了主导位置，仿若他生命中的“固定音型”的音乐里，也始终回响着其他的声音，借由相

伴的诗行细诉：爱与死，无力自主的生命与光怪陆离的世界，幸福与悲哀，玩笑与绝望，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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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的挑斗和 终的顺从，在所有这些雄辩的音乐里透出个体生命强有力的表述。要是我能对

这两位大师的不同之处只用 少的几个字说清的话，那就是（且带点夸大其辞）：布鲁克纳的

精神在安息，而马勒则不得安宁。布鲁克纳 为热情洋溢的乐章里都有一个稳妥的根基；马

勒则连 隐秘的地方也不得安宁。布鲁克纳的表述范围是无边无际的，尽管他只说出了很少

几个要旨；马勒则是大肆挥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抱住了所有的阳光和黑暗，一种滑稽

的插科打诨，甚至不避怪异和老一套，还要加上对着爆发的骚乱，象个大感兴趣的孩子那样

数不清的表情变幻。他诚心诚意的民间主题由于那些冷嘲热讽的腔调而成了“马勒制造”，闪

电和幽灵一道画出他音乐风景里的漆黑夜色。他也有高贵的平和与肃穆，曲中高妙的变形就

是这样的成果，而那对于布鲁克纳却是老天赏下、与生俱来的；布鲁克纳的音乐信息得自一

位圣徒，马勒则为一个激情澎湃的先知发言；他永远在开始新一轮的战斗，又总在结局里变

得乖乖顺顺，而布鲁克纳的音乐世界则渊停岳峙，宣吁人心慰安。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本身并没有用到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布鲁克纳的音乐还是如有

定数一般，在一片相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疆域里撒下无穷无尽的财富，他 常说的两个词“肃

穆”和“挚诚”也指示着这种方向。似乎这样就足够了，他无须再借助于千奇百怪的诙谐，

让我们象沉浸在哥特式大教堂那滑稽的外部装饰里一样。甚至连他的管弦乐法也很少有什么

变动。第七交响曲里他加了支瓦格纳大号，第八里用到竖琴，但就是这样他的乐器安排还是

根本没什么改变。从第五交响曲开始的和声与复调的性格以后也不再变化，尽管（也确实如

此）它是十分丰足而有灵性，也无须再变了。 
马勒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一次他对自己从头到脚的翻新：第一交响曲，就象我曾经戏称

的那样，是他的“维特”；第二，一首“安魂曲”；第三交响曲会叫人以为是一首泛神论的赞

美诗；第四，一首童话般的牧歌。第五到第七交响曲的意象和想法遵循一种纯音乐的意图，

然而就在这三部交响曲中也都各有其不同的氛围，比较前面互相隔得很远的四曲而言，这三

曲在风格和内涵上彼此都靠得很近。它们都是很复杂的音乐，复调语言更加意味深远，乐器

组合更加丰富，为马勒繁芜的情感生活找到了新的更加有力的表达方式。人声是第八交响曲

的主要乐器，一种宏伟的多声部合唱奠定了如赞美诗一般的第一乐章，同时在浮士德的场景

中作曲家使他的音乐语言通过某种简化，去适应歌德的诗句和抒情的歌唱性。在大地之歌里

我们又看到另一个马勒，以一种新的作曲风格和管弦乐法开辟了第三个创作阶段。第九是他

的制高点，在大地之歌的精神领域里展开强有力的交响曲式。第十交响曲的草稿带来了这种

创作过程的突然终止，也直接说明了其中 显著的特点就是各各不同。这一点（象是注定了

的）也适用于他的配器方面，他有一种天生的、极为敏锐的对音的感觉，一副对管弦乐队的

一切可能性都极为开放的耳朵，为了表情和表达清楚的需要无与伦比地控制着他的管弦乐队。

从变幻的色彩和魅惑的音调到一种愈益复杂的复调织体的客观描述，这就是马勒的管弦乐法

的发展道路，随着每一部作品在变，越来越强有力。他为了越来越多的需要，不得不在这条

路上“闯荡”。 
他的每一部乐队伴奏歌曲在很早的时候就显示了很独特的乐器组合，主要就是令人吃惊

的简练。而他的交响曲中除了第四，却都是庞大的管弦乐队在恢宏的幻想曲里摇曳。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布鲁克纳不断地在他的每一部新作品里努力解决越来越多的管弦乐问题。抱着这

种恭敬的态度，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如他对我哀叹的——一个“新手”。 
布鲁克纳的音乐重心有他的信念作为依靠，马勒则依托于深陷在结构和变化之中苦心经

营的管弦乐法，更随年轮的推移总被创造性的动力推到 高的峰巅。这就是将这两位作曲家

隔开的不同特性，他们的反对者们就在布鲁克纳的作品里抨击他的形式，而在马勒那里则指

摘他的主旨。我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异议表示理解，但也只能勉强默认。希恩克尔有这

么个可爱的念头：“就是一捧小小的花束也得理一理（上点规矩）才能让目光一瞥之后就流连

忘返。”也就是说，看起来也得象一束花的样子。“形式”就是这么个次序，预定的，有机地

联系在一起的，完整严谨的结合体。我们的古典作品提供了这种有机结合的范例。同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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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对艺术作品的崇高价值观（刚刚提到歌德的《浮士德》就是 重要的一例）与严谨的有

机结合形式对峙，使作品比起只崇尚清晰的形式来显得更为丰饶。很多年里我也一直在自省，

无论我多么喜爱布鲁克纳的音响语言和他那奇妙的旋律，也在其中的灵感里体验到幸福欢乐，

可对他那显然无边无际的外形总还是有一点点困惑，它好象有种毫无节制、铺张浪费的作派。

这种困惑随着我开始演奏他很快就消释了，我毫不困难地达到了对他的认同，知道他的作品

里每一段都有其可信的根基，而由此作出的表述也同样可信。现在，由于我很长时间以来已

经对此深有感触，也熟悉了他的领域，他的形式在我眼里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我相信

对于每一个怀着敬畏之情走近他，要体味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人，他的门都是大开的。他的

音乐里可见特大号的篇幅，对任何鲜艳的、新奇的灵感的舍弃，有趣的转折，有时候深陷在

已经进行着的严谨的音乐逻辑里不能自拔；也有不大统一的地方，音乐突如其来的休止，又

再回来：以上种种正说明这个以创造性的动力看来的缺陷恰恰就象是一种独特的交响乐概念。

甚至可以说，就算是没有按部就班地踏着严格安排的模式走向他的目标，他还是把丰足的精

神撒满了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其间感到永恒的欢欣。 
马勒对于形式的孜孜营求随着他赋予其庞大交响曲的清晰结构而获得了成功。他在刻意

寻求秩序。他的所有奇异的情感,过剩的激情，心灵的倾诉都由他至高无上的结构感计划好了

予以约束和统一。他曾对我说过，由于时间紧迫（他的指挥职务使他只能在夏季才有点时间

作曲）他经常会来不及充分看清一个乐想的价值，但就是这样，他也从不允许自己在形式的

问题上有一点点放松。不过就是那些对他的作品主旨的异议在这些“夫子自道”里也找不出

什么把柄。据我所知，那些异议里还提到一个词“平庸”，也就是说，有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也很幽默，不过还要取决于听众对于幽默的容纳能力，看是否能够接受。马勒自己倒不觉

得这有什么不对，他曾提到在其晚期作品里稍稍弄了些歌唱性的东西，好象没有经过充分考

虑就即兴而出了，可是它们也几乎不会扰乱任何一个人在庞大篇幅中的美感。 
互相联系着的美妙主题和乐思的价值无法拿来做讨论的题目。我曾这样自勉，要毕生以

推广他的音乐为己任。马勒的音乐主旨对我来说就是音乐的本质，强大有力而又始终充满个

性，他要美丽，音乐就明艳，要迷人，音乐就妩媚，要悲哀，音乐就忧郁，要什么就能在音

乐里来什么。总之无疑的是在庞大的结构后面总有相应的素材匹配，又借由崇高的情感使之

得以表达出来。马勒和布鲁克纳一样，肩负着灵界的高尚使命，是一位精神上的智者和向导，

一位不断自我丰富与提高的通灵的音乐语言大师。这两人的口吻就象以赛亚被主的祭坛里的

红炭感动，有了神圣的光，而撒拉弗所唱的三声“圣哉”就是他们心底的念想。 
两种个性： 
我不认为自己对布鲁克纳的印象只是基于一种个人的好感，但是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指

挥进入维也纳的时候，那里也还充满着对他的生动回忆。我接触到一个“布鲁克纳圈子”，大

大补充和丰富了从马勒那里得来的他自己的“布鲁克纳印象”。我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之间搜

集了很多材料，有许多奇闻逸事，铺开一幅展现他个性的生动画面：他的气息，他的生活方

式，他的谈话，他的习惯和古怪之处；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经完全了解他了。那时在他和马勒

之间的一个强烈反差就深深刺激着我：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臆造、折射出其作品中

的伟大与崇高，而马勒的个性则在其作品里体现得十分圆满。就从外表看去两位大师又是多

么强烈的对比！古斯塔夫·马勒身体前倾，瘦瘦长长的脸，黎黑的头发下面高高地斜上去的

额头，眼睛里映着内心的火光，苦行僧的嘴唇，古怪的、全不规则的步态——给人的印象好

象就是疯魔指挥约翰·克莱斯勒的化身，在诗人Ｅ.Ｔ.Ａ霍夫曼的作品里映射音乐的灵魂。安

东·布鲁克纳矮胖安逸的身形、宁静从容的品性正和那浪漫的马勒形象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

可是在这了无生气的躯体上却安着一只恺撒皇帝的头颅，可以说是很威严的，但那眉毛和鼻

子工工整整说出的谎言，却又被柔顺而羞怯的眼睛和嘴巴戳破了。 
可以借他俩在外表上的强烈反差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何不同。布鲁克纳是个不会交际的尴

尬汉，有着孩子气的天真，几乎可称原始的直率与简朴里混杂着不少乡下人的狡黠。他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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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疙疙瘩瘩的奥地利地区方言，仪表上也土里土气，衣着、说话、举止，整个都土得掉渣，

哪里象个在维也纳这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过了几十年的样子。他的谈吐里从来不显露什么学问，

显露无论是文学、诗歌，还是在科学方面的一点兴趣。广阔的知识领域好象根本就和他不相

干，除非谈到音乐，他也只说说每天碰到的一些小小变化和零碎事情。可是他的个性肯定也

很有吸引力，因为几乎所有的描述都认为他的天真无邪、虔诚、家常气的简朴，乃至在他的

很多书信里也可以看到的常常是迹近于卑下的谦逊等等都放射出一种不同寻常的魔力。对此

我可以解释说，这种古怪性格的魔力就来自他那崇高的光辉、神圣的灵魂和在从不装模作样

的朴野里曳露的音乐天赋。如果看到他的存在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就是因为他让人心血温

暖、欢欣振奋。 
马勒就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一样叫人印象深刻。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展示其

激动人心的个性，对每一件事施加影响。有他在场，再安生的也不得安生。他说起话来让人

着迷，活泼而有让人吃惊的学识范围，显出他对知识世界的宽广兴趣和罕见的容量，思想敏

锐，谈锋犀利。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技艺或人类的重大创造对他是陌生的。他那经过哲学

训练的头脑、炽热的心灵抓住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贪婪地吸吮，没有这些，这个浮士德式的

人就无法生存，自然这也使他象浮士德那样在其中得到一点满足和平抚。布鲁克纳对上帝的

信念使他在深心里坚信不该有任何动摇。他是虔诚的，以他笃信的天主教主宰自己的生活，

当然毋宁说还是他的作品更能体现他的信仰的真正伟大和他与上帝的联系。不仅是他的弥撒，

他的感恩赞和那些圣咏作品，还有他的交响曲也都是（并且是 重要的一点）从这个统治着

他的整个心灵的信仰基础里生发出来的。他根本就无须和上帝作对，他信仰，这就够了。马

勒则在追寻上帝。他反求诸己，在自己的天性里找，在诗人和思想家们提供的讯息里找。他

在诚信和狐疑中间的摇摆里努力寻求稳定。成百上千次地，他在给人混乱印象的世界和生活

里试图发现一个 高法则，一种超越人世的意味。他从浮士德式的对知识的强烈渴望里，从

不幸的骚乱生活里，从对于 终和谐的预感里，奋力驾驭着他倾泻到音乐里的神圣激情。变

是马勒的生命特征，布鲁克纳则始终如一。显然我们在他俩的作品中也有同样真切的体验。

布鲁克纳为了上帝而吟唱神曲，上帝永远坚定不移地占据他的灵魂；马勒则与上帝抗争，并

非不屈不挠，而是变化主宰了他的内心世界，就和他在音乐里的表现是一样的。 
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天性相似固不在少，差异却也很多。这两人又都属于那种宽广的、

令人敬畏的“朋友”圈子，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丢弃，任我们在悲哀孤独里憔悴衰萎，而要

来抚慰我们所有的痛苦。他们的作品是所有的时代里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样的朋友们永

远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精神居住在我们的书架上、唱片橱里，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不分

白天黑夜，就等我们一点头、一声招呼。我们的两位大师早已被这个朋友圈子接纳了，他俩

的作品接续了往昔的伟大音乐家的创作。如我所述，这两位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在我

们呼唤其中一个的时候另一个也总不会离得太远。顺着布鲁克纳的音乐（就在那些非常具体

的描述边上）可以听到马勒压低的嗓音，正如在马勒的作品里也能看到隐形的布鲁克纳元素。

鉴于这种奇妙的血缘关系，我们可以把“布鲁克纳与马勒”拿来讨论；也正因此，尽管他们

天性迥异，在其作品中的主要方面也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我还是可以不受拘束，对他们两位

奉上无尽的敬爱之情。 
 

脚注： 

卡洛·疑指法国画家、雕刻家 Callot，将蚀刻发展成独立艺术，创作大量描绘贵族及平民生活、

城市景物和战争场面等的雕版画，代表作为《战争的苦难》。 
亲和力·歌德以一个化学名词命名的长篇小说，故事为一家夫妇（爱德华和夏绿蒂）邀请一

个男人（上尉）和一个女子（奥黛莉）到他们家里做客后，男主人和女客人、女主人和男客

人发生了爱情，全都痛苦地陷入道德与情感的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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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见《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歌德以童子欧福良（Euphorion)形象状写拜伦。《浮士德》

中论及创造性之处很多，如第一部第一场《夜》里，浮士德就说："羊皮古书并不是止渴的甘

露，岂能饱饮满腹便把焦渴消除？没有涓滴迸出你自己的灵魂，你是永远地昏沉，得不到清

醒。" 
原光·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标题，其中女低音独唱的歌词选自《少年的魔号》。《少

年的魔号》是德国著名的传统诗歌集，这个集子是好几代浪漫派作曲家汲取灵感的源泉。 
午夜梦寻·马勒《第三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女低音独唱，歌词选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 
降临吧·古代拉丁圣歌。 
休止·布鲁克纳有他著名的“全休止”，此处或不止于“全”，可能也包括“不全”。 
红炭·《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得见主荣”，“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

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

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撒拉弗·《圣经》中守卫上帝宝座的六翼天使。 
圣哉·同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得见主荣”，“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

荣光撒满大地”。在弥撒或圣餐礼中唱的赞美诗《圣哉经》亦以“圣哉、圣哉、圣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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