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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音乐的“间离性”

潘　洁

摘　要：歌剧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对音乐－戏剧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尤其在这部歌剧中，布莱希

特首次提出 “现代戏剧是 ‘辩证戏剧’［１］”的主张。“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 “辩证戏剧”的核心，主张

的是戏剧的感情效果让位于理性效果。文章把 “间离效果”如何在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音乐中得以

体现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 “音乐的 ‘间离性’”这一戏剧命题。音乐的 “间离性”是为了实现 “间离效

果”所使用的一种音乐上的手段，最终目标关注的是音乐的社会职能方面，即引发人们改造社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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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以下简称 《马哈哥尼》）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德 －美杰出的作曲家库特·
魏尔 （ＫｕｒｔＷｅｉｌ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与德国戏剧哲学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ＢｅｒｔｏｌｔＢｒｅｃｈｔ，１８９８—１９５６）
合作的重要作品。《马哈哥尼》对音乐 －戏剧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尤其在这部歌剧中，布莱希特首次
提出 “现代戏剧是辩证戏剧”的主张。“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 “辩证戏剧”的核心，主张的是戏剧

的感情效果让位于理性效果。

作曲家库特·魏尔的一生都在追求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他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舞台作品中表现
出了不同的艺术倾向。在１９２７年之前，他也曾创作过一些相当复杂的、主要是描绘心理状态的音乐作
品；自从与布莱希特合作后，他的歌剧作品风格反其道而行之，追求质朴、单纯、简洁之美，他的节

奏塑造功夫和打击乐的运用极具表现力。布莱希特在２０世纪文学史上被看作是德国最有哲学见解的作
家，魏尔创作的转变基于布莱希特的戏剧美学观对他的影响，同时他们俩都抱着坚定的决心与牢固的

传统告别。就如布莱希特所说：“当他同意为那些多少有点简单的歌曲谱曲时，就勇敢地同大多数严肃

作曲家顽固的偏见决裂了。”［２］

从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来看，他借助间离效果所实现的，是抑制和减弱感情，并非在戏剧中完全消

灭或杜绝感情。本文所分析的魏尔在剧中运用的种种音乐手段，正是帮助歌剧打破舞台上的生活幻觉，

抑制和减弱观众的感情共鸣，让观众对戏剧事件站在一种分析的、批判的立场，亦即理性审视。

一、情绪分离的两种形态及其体现的戏剧哲学意义

为了实现 “间离效果”，剧中有些地方出现了音乐与其他要素的情绪相分离的状况，这种分离甚至

出现在音乐本体内部。

（一）情绪分离的两种形态

具体指的是音乐情绪与场景情绪的分离以及声乐情绪与伴奏情绪的分离这两种形态。这些分离形

态就是为了使观众对剧情保持一定的 “距离”，引发观众的思考，所以也正体现了音乐的 “间离性”。

１音乐情绪与场景情绪的分离
《马哈哥尼》中音乐和文本的对话具有多样性。有些地方，音乐用非常夸大其词的音调包裹着布莱

希特的反语；有些地方，音乐和脚本结合得非常流畅，音乐的平淡无味与布莱希特的冷嘲热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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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剧第八场中，吉米因为厌倦马哈哥尼无所事事的日子，并且讨厌众多的禁令，他非常想离开这

个城市了，甚至他无聊到想吃掉自己的旧帽子，可想而知，此时他的情绪已经非常激动，已近失控。

但是此时他唱的歌曲 《我想吃掉自己的旧毡帽》是一段非常欢快活泼的探戈节奏的歌曲：

例１：

（歌词大意：我想吃掉我的旧毡帽，至少这个味道是新的。）

在这段音乐中，人声部分的演唱是愉快的，伴奏部分的和声依次是：固定音型 ｅ音上的小三和弦、
ｃ音上的大小七和弦以及在旋律上构成的 ｇ音上的小三和弦，这些组成了以三和弦为基础、织体较为简
洁的伴奏，并配之以活泼愉快的探戈节奏。在这里，按照一般歌剧的模式，通常作曲家会安排一段比

较激烈的、复杂的音乐情绪与这一狂躁的剧情相配合，但此处魏尔却设计了这段活泼愉快的探戈节奏

的歌曲，与剧情中所表现的情绪相分离，使观众不过于沉溺剧情，体现了 “间离性”。

２声乐情绪与伴奏情绪的分离
情绪分离的另一种情况出现在音乐本体内部。有些情况下，同一段音乐中伴奏与歌曲相互分离：尖

锐刺耳的管弦乐配器伴奏着悦耳动听的爱情歌曲；激动不安的乐队音乐伴奏着平静舒缓的人声。这也

可以称为乐队与声乐的 “功能对位”［３］，这种手法有利于揭示主题。

第１９场中，吉米在受刑前把詹尼托付给自己的朋友比尔，他对詹尼唱到：
例３：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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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大意：亲爱的，现在我要把你留给我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朋友———比尔，他是我们四个人当中

唯一活下来的，我们都来自寒冷的阿拉斯加的森林。）

此处伴奏部分是在和声音簇堆积上的无调性音乐，充满了不协调和音，音型、节奏较为复杂，并且

有很多强音，可以表现一种强烈的情感。这里是吉米在临死前与詹尼的道别，是一种痛苦、忧虑的情

绪。但是人声部分的旋律线条有模糊的自然调性的因素 （类似 ａ自然小调），并且旋律音高在五度之内
变化，旋律平静、节奏平稳，类似宣叙调，与伴奏情绪截然相反。在演唱时，吉米也是表情平淡，不

带感情。声乐情绪与伴奏情绪的分离，使得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表面上得到了掩饰，这也是实现 “间离

效果”的手段之一。

（二）音乐上的情绪分离体现的 “反心理”效果

在辩证戏剧中，“间离”效果主张以 “感情的间离”打破 “感情的共鸣”，破除观众过分地将情感

投入虚幻的戏剧中，阻止观众向人物的共鸣和移情，以保持观众自觉、独立的批判意识。布莱希特认

为：“……我们不仅要观察他现在怎么样，而且也要看到，他将可能变成怎么样。我们不该从他出发，

而是要为他出发。这就是说，我代表着我们大家，不该简单地把自己放在他的地位上，而是把自己放

在他的对面。为此，戏剧要把它表现的东西间离。”［４］ “间离效果”追求的表演效果是：演员表演某一

种情感时，引起观众产生的却是相反的情感。比如，在演员快乐陶醉时，观众会感觉愤怒或可笑。也

就是说，演员的情感表演引起观众不是对同一感情的共鸣。这是因为演员的感情表演激起了观众的思

考后，观众产生了别的感情，这就是布莱希特强调的 “使感情变成认识”。用布莱希特自己的话说：

“这是伟大的艺术……我对台上哭着的人笑，对台上笑着的人哭。”［４］（２７０）音乐在这里就要担当起帮助观

众转化情感的作用，所以音乐本身要具有 “反心理”的效果。

“魏尔与布莱希特都同意 “辩证戏剧”是 “反心理”的”［５］，他们认为传统歌剧里的音乐一般是描

述心理状态的，辩证戏剧的音乐正好与之相反。《马哈哥尼》音乐中情绪分离的两种形态，正是运用了

“反心理”的手段，在内心不安的时候用愉快的音乐来配合；在暴力的场面用平静的背景音乐来相衬；

在动情的伴奏中用平淡的演唱来相配。这些例子还能在别的场景中找到，譬如与妓院粗陋的场景相反，

台上乐队演奏着迷人的探戈节奏的音调。这些具有 “反心理”效果的音乐，时时提醒着观众，让他们

明白他们正在看戏，使之感情不会完全融于角色的感情。一旦脚本内容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分，音乐和

事件之间以及音乐内部声乐和伴奏之间都对此内容采取各自的态度，那么幻觉就会被理性所替代，戏

剧的社会功能才会被实现。

若即若离，自由驰骋，这是布莱希特追求的表演方法，同时它也正是剧中魏尔音乐的创作理想。歌

剧中的所有因素，包括音乐，都要用于制造 “距离”，为 “感情的间离”这一戏剧目标服务。因此，在

这一过程中，音乐表现出 “反心理”的效果，即产生与观众认为理所当然的音乐风格相反的风格，这

正是 “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剥去，使人产生惊讶和好奇心”。音乐的 “反心理”效果，是用音乐

来制造观众与剧情的 “距离”，进一步产生 “感情的间离”，最终使观众对事件采取思考、批判的理性

态度。总之，音乐的 “反心理”效果正是为了实现 “间离效果”。

二、音乐与歌剧其他手段相独立及其体现的戏剧哲学意义

依照布莱希特提出的 “分离各种艺术手段”的初步理论，《马哈哥尼》的舞台音乐最为引人注目的

革新是把音乐同其他部分严格地区分开来。

（一）音乐与歌剧其他手段相独立

在由多个艺术元素组成的歌剧作品中，音乐在各种戏剧元素的混杂中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在

一定程度上能使观众不过于沉浸在这种混合型的艺术品中，能从被动的欣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音

乐在其中体现了 “间离性”。

１歌曲的独立性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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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 《马哈哥尼》，是由许多独立的、结构完整的歌曲组成，分别以独唱、重唱、合唱等形式表

演，这些歌曲使音乐成为可独立表演的艺术因素。以下按照出现的顺序，依次列出 《马哈哥尼》中主

要的歌曲名称：《我们要建立一张罗网》、《噢，请给我们指引道路》、《阿拉巴马之歌》、《我们居住在

巨大的黑暗城市》、《他们正问起过你们生活过的地方》、《走啊，去马哈哥尼》、《哈瓦那之歌》、《您希

望我怎样》、《马哈哥尼并未做成生意》、《夜幕降临多么美妙》、《我要吃掉自己的旧毡帽》、《来自阿拉

斯加的吉米》、《噢，可怕的事件》、《是的，这样做吧》、《自己做的床自己躺》、《曼德勒之歌》、《天

鹤二重唱》、《什么人住在马哈哥尼》、《夜里狂风大作》、《黑夜啊，千万不要停止》、《贝拿勒斯之歌》、

《上帝在马哈哥尼》、《为什么我们需要马哈哥尼》。① 这些歌曲采用了广泛的素材：本土爵士乐、欧洲

民间音乐、舞曲等等。其中采用的半音化调性、多调性和爵士乐风格的和声技法，使魏尔的创作在那

个时代中具有了某种 “前卫性”；动机的贯穿、赋格或卡农的对位模仿手法、三和弦的和声结构等等则

又显示出他创作上的某些传统特性。总之，他的这些具有独立性质的歌曲形成了 “魏尔式”的音乐风

格。当时，这些歌曲在演出后就很快得到了传播，许多人在钢琴伴奏下演唱这些歌曲。

歌剧 《马哈哥尼》中用这些独立性的歌曲代替咏叹调，宏观上卸去音乐华丽的表达效果，用朴素

的手段把舞台置于一个程式化的结构内，使观众不被戏剧 “催眠”，实现 “间离效果”。

２一个舞台多个表演区
《马哈哥尼》中，音乐、情节和布景三种成分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地出现，这种形式也实现了各

种艺术手段相分离的原则，而实质上也是 “间离性”的表现。这最直接地表现在小乐队公开坐在台上，

成为了舞台布景的一部分。又如在第１３场 “贪食”的场景中，杰克坐在一张大餐桌前，身后的木板上

有一个巨大的贪食者画像，但是画像中的人与杰克毫不相似；同时，合唱队以歌唱的形式叙述着这件

事情；又有一批群众演员围坐在周边点评这一事件。这里，音乐、布景和表演者都以独立的身份表现

同一个事件，使一个舞台上同时呈现多个表演区。一个舞台多个表演区也正是为了实现 “间离效果”。

按照布莱希特的理论，这一艺术原则能使音乐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又提高整个艺术效果。

（二）音乐的独立性体现了反瓦格纳的 “整体艺术”效果

音乐与歌剧其他艺术手段相独立也正是体现了辩证戏剧音乐的 “间离性”。在这部歌剧里，情节、

音乐、布景这三种艺术成分既联合又独立。独立性表现在音乐、布景和表演者都以独立的身份表现同

一个事件。这里面，音乐部分以一种易于识别的方式参加到情节中去。“这一原则能使音乐在保持自身

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歌剧的效果。”［２］（３２７）

从技术上说，歌剧中的各元素一旦变成相互独立的成分，它们都会对戏剧内容采取各自的态度，这

样能够破除幻觉，观众能够拥有一种体验，并且被迫去表明自己的意见，那么戏剧家所期待的变革就

已经发生，这种变革远远超出于形式因素，会影响到戏剧的社会功能。

瓦格纳在 《未来艺术作品》（Ｄａｓ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ｄｅｒＺｕｋｕｎｆｔ，１８４９）中，针对戏剧作品提出的概念，认
为音乐戏剧应该仿照古希腊艺术，是一种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的综合体。魏尔和布莱希

特都承认，辩证戏剧是对瓦格纳 “整体性艺术” （ＤａｓＧｅｓａｍｔ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的颠覆。《马哈哥尼》中歌曲
的独立性和一个舞台多个表演区的现象都证明了此歌剧的音乐可以单独存在。布莱希特说：“一旦把各

种艺术元素混杂在一起，那么各种因素的作用都会平等地下降，每一种艺术都将成为彼此的 ‘养料’”。

这种混杂其实是一种过程，他进一步阐述道：“在这一过程中，观众过于沉浸在这一混杂的艺术作品中

以至于成为了总艺术作品中被动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艺术作为是不应该推广的。”“不论任何形式的艺

术形式，如果它旨在催眠、使观众过分地陶醉其中，甚至企图迷惑观众都是应该放弃的艺术形式。”所

以，他提出了一种治疗方式：“根本地分离各个元素……台词、音乐、布景必须在相互间变得更有独立

性。”［５］（７５）他认为只有这样，观众才会从这种被动的欣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产生了 “间离效果”，

７０１

① 以上歌曲名称除五首来自 《马哈哥尼歌曲剧》的同名歌曲，其余是笔者按照歌词的主要内容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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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他们会用自己的理性思维来认识和理解艺术作品。

三、结　　语
辩证戏剧 《马哈哥尼》是魏尔和布莱希特用新的理念创造出来的辉煌。“音乐使长期以来销声匿迹

的辩证戏剧重新登上舞台。”［２］（３０９）魏尔试图以一种新鲜、简洁的手法来实现 “辩证戏剧”的思想。魏尔

曾表示：“演唱者的生动演绎，合唱队的动作，甚至整部歌剧的表演，主要都是由音乐的风格来决定

的。音乐旨在努力把这个城市的兴和衰给人们带来的行为变化有形化。人们的行为完全是由音乐决定

的，对音乐最简单最自然的解读都是一种表演形式。”５［７３］这些话说明魏尔认为自己的音乐在歌剧中有着

特殊重要的地位，加之本文对音乐 “间离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剧中的音乐为 “间离效果”的实

现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剧中音乐语言隐含的深层次的哲学、美学理念是与辩证戏剧的核心———

“间离效果”紧密相连的。一旦脚本和音乐结合，那么音乐家和戏剧家的 “间离效果”的思想也就表达

出来了，同时一种崭新风格的戏剧形式———辩证戏剧也就创造出来了。

总之，《马哈哥尼》的音乐风格是在 “间离性”思想的统治之下，为戏剧塑造了主题，定义了剧中

角色的社会行为，指导了表演风格。虽然 《马哈哥尼》在当时的社会受到的褒贬不一，但是其开创的

新的歌剧形式成为了歌剧史上的一种经典，其折射出的戏剧美学、戏剧哲学思想也成为了启发、指导

后世戏剧的一种典范。本文从 “辩证戏剧”这个大的前提下考察 《马哈哥尼》中音乐的表现特征，提

出了 “音乐的 ‘间离性’”这一戏剧命题，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表现特征所包含的 “间离性”思想。

用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研究歌剧 《马哈哥尼》中的音乐，旨在揭示歌剧音乐的审美趣味，探求作曲家

关于 “音乐 －戏剧”的新观念。希望这项研究工作给人们认识作曲家库特·魏尔和他的作品带来启发，
也希望这项工作给歌剧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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