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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西班牙之歌”

———谈阿尔贝尼斯钢琴音乐创作

毛　肄

摘　要：１９世纪下半叶，被誉为西班牙民族乐派奠基人之一的伊萨克·阿尔贝尼斯以其极富民族色彩
与想象力的钢琴音乐创作，把当时的伊比利亚钢琴音乐创作推向了巅峰，并在欧洲１９世纪钢琴民族乐派
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既植根于本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承继晚期浪漫主义大统，

又借鉴了法国印象主义等外来因素，以富于想象的音乐语汇谱写出一首首真正的 “西班牙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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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阿尔贝尼斯 （ＩｓａａｃＡｌｂｅｎｉｚ，１８６０—１９０９年），作为西班牙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之一，承继
了晚期浪漫主义乐派大统，其创作出的巅峰之作在欧洲１９世纪钢琴民族乐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自小即以 “音乐神童”而闻名。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境遇，出色的钢琴演奏技艺，使得他被誉为

“西班牙的鲁宾斯坦”。但人们真正惊叹的则是在他众多杰出的音乐创作中所深刻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

“阿尔贝尼斯的 ‘伊比利亚’就是 ‘西班牙’！”［１］

一

１８６０年５月２９日，阿尔贝尼斯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坎普瑞东，自幼即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
四岁便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第一次独奏音乐会。六岁时曾远赴巴黎，师从巴黎音乐学院教授马蒙泰尔学

习钢琴，并写下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Ｍａｒｃｈ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１８６８年，阿尔贝尼斯开始在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
学习，但随后他却对音乐产生了厌恶与反感，逃离学校，度过了以钢琴演奏为生的七年流浪生涯。期

间曾以偷渡方式辗转阿根廷、波多黎各等地，直至１５岁时才重回西班牙。此后，阿尔贝尼斯一度求学
于莱比锡音乐学院，师从李斯特的两位弟子索罗门·亚达松及路易斯·马斯学习作曲与钢琴。１８７５年
获奖学金进入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师从弗朗西斯·热瓦埃及路易斯·布拉森学习作曲与钢琴。

１８８３年，阿尔贝尼斯结识 “西班牙民族音乐之父”菲利浦·佩德雷尔，并深受其创作理念的影响，

从此确定扎根于本土音乐文化，充分汲取西班牙民族民间音乐，树立以本民族音乐为基本素材来进行

钢琴音乐创作的方向。１８８５年定居马德里之后，阿尔贝尼斯一面以钢琴大师的身份活跃于舞台，一面
创作出了大量极富西班牙民族音乐色彩的优秀作品，如 《西班牙狂想曲》、《西班牙组曲》及 《１２首个
性小品》等。１８９３年，阿尔贝尼斯移居巴黎，在与肖松、福雷等一批法国作曲家的交往中，阿尔贝尼
斯的艺术修养与创作都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受益。此后创作风格既融合印象主义与晚期浪漫主义之精髓，

又凸显西班牙民族音乐之风。完成于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的钢琴组曲 《伊比利亚》，即凝结着作曲家本人一

生艺术追求的心血，体现了其艺术成就的巅峰。

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８日，饱受肾病折磨的阿尔贝尼斯病逝于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康伯莱班，遗体被运回巴
塞罗那，葬于西南教堂庭院。

二

阿尔贝尼斯一生共创作近３００余首 （部）钢琴作品，其中不乏具有极高艺术水准及价值的惊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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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纵观他的钢琴音乐创作，“在风格上有着强烈的变化，呈现为清晰的三个发展阶段。”［２］

（一）早期创作

阿尔贝尼斯的早期钢琴音乐创作风格呈现出一种明确的本土音乐倾向，广泛采用西班牙民间舞蹈

音乐作为创作素材，如西班牙南部地区的方丹戈舞曲、布莱里亚斯舞曲、塞吉迪亚舞曲等，充分汲取

西班牙 “深沉之歌”等民间歌曲旋律，尤其受到安达卢西亚民歌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受肖邦、舒伯特

及李斯特等德奥浪漫主义作曲家影响，作品大部分为风格质朴的沙龙式小品。主要作品有：《六首塞斯

·皮克努斯圆舞曲》、李斯特风格的练习曲 《愿望———音乐会练习曲》、《帕凡随想曲》等。

１《帕凡随想曲》：作于１８８３年，是一首朴实的钢琴小品。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巴涅拉舞曲风格，
随想意境多于帕凡舞曲成分，后以多次被改编为吉他独奏及双钢琴形式而闻名。

２《愿望———音乐会练习曲》：作于１８８６年，献给阿尔贝尼斯自己的夫人。这是一首篇幅较大的
炫技作品，作者受到李斯特音乐会练习曲的启发，作品中处处可见李斯特式的句法及和声色彩。“该作

品以初级形式所展现出的特性风格成为后来成熟作品中的典型风格，特别是主题转换的手法，它在音

乐的进行中产生了更大的内聚力”。［２］

（二）成熟时期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特别是１８８３年与 “西班牙音乐之父”佩德雷尔的结识与交往，阿尔贝尼

斯的创作风格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就此，作曲家进入了个人创作生涯的成熟阶段。大量充满浓郁西

班牙民族民间风情的作品即产生于这个时期：《旅途印象》；《西班牙组曲》；《西班牙狂想曲》；《１２首
个性小品》；《马略卡船歌》； 《西班牙组曲》。此外，阿尔贝尼斯也创作了一些传统风格的钢琴作品，

如 《７首练习曲》、第一部 《钢琴协奏曲》、《第四钢琴奏鸣曲》、《第五钢琴奏鸣曲》（阿尔贝尼斯一生

共创作七首钢琴奏鸣曲，只流传下来三首）。

１《１２首个性小品》：这首作品完成于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作曲家以１２首短小精悍却各具特色的钢琴
小品向人们完美展现了一幅 “西班牙”式的民间风情画。其中第十二首 《红塔》被誉为阿尔贝尼斯最

优秀的西班牙风格钢琴作品之一，乐曲以琶音与低音混合，营造出类似于西班牙吉他的演奏效果，吉

他语汇与钢琴语汇的创造性融合，使之更显强烈的西班牙民族特色。

２《西班牙组曲》：阿尔贝尼斯一生酷爱祖国，以 “西班牙”命名的作品就有四集之多，其中最具

西班牙民族情结的作品非 《西班牙组曲》莫属。这一作品共分两集，其中第一集共八首乐曲，作于

１８８６—１８８７年，１９１８年出版。实际上作曲家只完成了前三首及第八首，其他四首则是阿尔贝尼斯去世
后出版社自行用他的其他作品加以替代而完整出版 （其中的第四首由 《西班牙小夜曲》转用，第五首

由 《西班牙之歌》的第一首 《前奏曲》转用，第六首由 《两首西班牙舞曲》的第一首 《阿拉贡》转

用，第七首由 《西班牙之歌》的第五首 《塞桂第拉舞曲》转用）。［３］

（三）巅峰时期

１８９４年，阿尔贝尼斯移居巴黎，他结识了法国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作曲家们，并经常参加 “民族

音乐协会”举办的新作品音乐会。“这促使他全面地吸收新观念和新技法来革新自己的音乐创作”［４］，

迎来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当属凝结了阿尔贝尼斯一生艺术成就的呕心之作 《伊

比利亚》。“这是阿尔贝尼斯成熟时期钢琴的代表作与巅峰之作，更是代表着西班牙音乐创作的最高水

平，同时也是西班牙音乐准备进入二十世纪新纪元的奠基石。”［５］

在这部作品中，阿尔贝尼斯将西班牙民族民间音乐与欧洲传统作曲技法巧妙融合，同时吸收借鉴

法国印象主义创作手法，以无与伦比的非凡钢琴语汇创造出了一部绝世之作。整部作品共由十二首乐

曲组成，分为四卷，每卷各三首乐曲。

前三卷完成于１９０６年，第十一、十二首完成于１９０７年，第十二首完成于作曲家生命的最后时刻
１９０９年１月。十二首乐曲都有一个明确的小标题，以示各自所代表的不同艺术内涵。阿尔贝尼斯给作
品所加上的副标题是 “十二首新印象”。

１回忆：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降 ａ小调，３／４拍，有表情的小快板。作为极富回忆色彩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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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作曲家在此抒发的是对祖国强烈真挚的浓浓情感。全曲巧借古老的方丹戈舞曲素材，轻巧流动，

富于歌唱性。

２海港：此曲创作灵感源于西班牙著名海港———加的斯，描绘了清晨渔港热闹忙碌的一派景象。
其中多处运用了木屐舞曲、布莱里亚斯舞曲及塞吉迪亚舞曲等西班牙民间舞蹈音乐素材。

３塞维利亚圣体祭：作曲家以调性多变的变奏手法 （６次变奏），中心部分还插入庄重的塞塔段
落，描绘了塞维利亚传统 “圣体节”上神秘、肃穆却又不失欢愉的盛大场面，圣咏调式的运用，极大

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４隆达纳舞曲：乐曲以隆达地区盛行的民间舞曲体裁命名，作曲家在此运用混合利底亚、弗里几
亚等中古调式，加上６／８与３／４拍的来回交替形成色彩多变、快速律动的曲风。中古调式的频繁使用，
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与色彩。

５阿美利亚：乐曲描绘了西班牙南部阿美利亚迷人的海岸风光，充满阿拉伯式的异域风情。
６特利安娜：作品曲式复杂，技巧艰深，表现了吉普赛人热情奔放、自由自在的生活场景。
７阿尔拜辛：曲名取自摩尔人建筑在西班牙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村落名，表现了西班牙文化中摩尔

人所留下的浓重印记。作为组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乐曲，阿尔贝尼斯在此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创作技

法。他把一个布莱里亚斯动机与弗吉里亚调式上的科普拉作为基本乐思，通过不断的主题变形与变奏

手法构成全曲。德彪西曾高度评价该作品：“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同 《伊比利亚》第三部中的 《阿尔拜

辛》想媲美，在这部作品中似乎收集了开满鲜花的西班牙之夜的所有芳香……”

８波罗：伤感的快板，略带忧郁但不失流畅的双主题变奏曲。
９拉瓦皮斯：。乐曲呈现愉悦、随意的沙龙气氛，描绘了马德里著名的闹市区域拉瓦皮斯的休闲

情景。

１０马拉加舞曲：作曲家充分汲取马拉加地区流行的马拉古埃纳舞曲素材，运用主题变形的技法描
绘了马拉加浪漫多姿的海岸线风情。

１１耶雷兹：耶雷兹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沿海城市，作曲家借用此名，以略带忧伤情绪的索勒阿莱
斯舞曲元素来谱写该作品，进而表达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这是在组曲中节拍变换最为频繁的一首

乐曲，包括了３／４拍、３／８拍、１／４拍及２／４拍。
１２埃利塔纳：阿尔贝尼斯借用塞维利亚郊外的一个小酒馆——— “埃利塔纳”之名来从一个侧面真

实地反映西班牙的民族风情，曲风欢快、热闹，但演奏技巧颇有难度。

三

作为西班牙１９世纪最负盛名的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阿尔贝尼斯与其同时代的格拉纳多斯、法雅
等共同掀开了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历史新篇章，同时也扣开了西班牙新世纪音乐创作的新纪元。他的钢

琴音乐创作立足于本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承继晚期浪漫主义大统，借鉴法国印象主义等外来因素，以

富于想象的音乐语汇谱写出一首首真正的 “西班牙之歌”，把当时的伊比利亚钢琴音乐创作推向了巅

峰，并在欧洲１９世纪钢琴民族乐派创作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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