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曼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钢琴伴

奏的风格 
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是舒曼一部著名的声乐作品，也是高等 音乐 院校声乐专业

学生常选用的经典曲目之一。其钢琴伴奏具有很高的 艺术 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把握

作品的风格，准确地诠释作品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谈到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钢琴伴奏风格，肯定要涉及 19 世纪欧洲的艺术

歌曲(尤其是德国“利德”)及舒曼艺术歌曲的整体风格。因为任何风格的判定都需要借助比

较的 方法 ，并需要有一个参照系。  

  舒曼的艺术歌曲不仅是德国“利德”的代表，还是 19 世纪欧洲艺术歌曲的典范，同时

也可视为舒曼音乐的精华。人们是这样描述舒曼艺术歌曲的：舒曼 1840 年创作的这些艺术

歌曲是他那些风格性钢琴小品的延伸。这些歌曲不仅是一种具有另一维度并附加了人声的钢

琴曲，而且比那种有保留的钢琴曲显得直率。这些艺术歌曲自由地抒发感情，并准确地表达

某种情感 内容 。舒曼具有良好的文学品位，因此他在选择诗歌的时候几乎总要考虑这些诗

歌本身是否回答了什么。然而，这些诗歌作为舒曼音乐思想的透镜，并使他的音乐思想变得

锐利、集中、成型。在把握诗歌与音乐、人声与钢琴的平衡中，舒曼总是处于舒伯特与沃尔

夫(Hugo Wolf，1860—1903)之间。在舒曼大多数代表性歌曲中，旋律为人声与钢琴所共享。

如歌曲集《桃金娘》(Nussbaum，op．25．no．3)及晚年创作的《Kommen und chEiden，op．90，

no 3》等。在另一些作品中，钢琴伴奏部分中那种非旋律的因素往往是人声完美的补充，并

且对于整体效果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例如，《诗人之恋》的第六首《莱茵河，圣洁的

河流》(Im RhEIn，Im hriliqen Strome)及《Der Gartner,opl07，no．3》。舒曼艺术歌曲的另一

个共同特点在于钢琴的后奏。后奏经常是扩充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声乐套曲《诗人之恋》，

一些后奏原本就打算作为歌曲的一部分，如《MeinWagen roller langsam，op142，no．4》。

①这一段描述虽然只字未提《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但所涉及的现象或特征在这部声乐套曲

中仍显而易见。从这些文字中也不难领悟到舒曼艺术歌曲的风格以及其中钢琴伴奏的地位与

作用。  

  钢琴伴奏在舒曼的艺术歌曲(尤其是声乐套曲)中的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们甚至

这样描述舒曼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他给钢琴伴奏更多的独立性，并巧妙地发挥了前奏、

间奏和尾声的表现力。《诗人之恋》中有一首名为《琴声悠扬》(第九首《Das Ist ein Flotenund 

Geigen》，引者注)的歌，它好比一首钢琴独奏曲，歌声只作为一个观望者的旁白，用旋律性

的朗诵在叙述。”②这个描述对于《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一些段落也是适用的。那么，舒

曼的艺术歌曲为什么如此重视钢琴伴奏呢?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对德国艺术歌曲传统的继

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深受舒伯特艺术歌曲 影响 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与情感论音乐美学观

念及整个浪漫主义音乐风格不无关系。大家知道，德国艺术歌曲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如前

面所说的，在 18 世纪末德国叙事歌曲这种早期“利德”形态中，钢琴声部就已经从单纯的

伴奏上升为人声的伴奏，衬托、说明和加强诗歌的含义，几项任务并重。楚姆斯泰格的叙事

歌就是如此。③尽管楚姆斯泰格叙事歌的钢琴伴奏通常是简单的，并来自“数字低音”(contin

—uo)实践，但却有独立的前奏和后奏。楚姆斯泰格的叙事歌创作正影响了年轻的舒伯特。

“舒伯特的利德中的钢琴伴奏同样丰富多样、匠心独运。钢琴音型法往往从歌词中的如画形

象生化而成(如在《哪里去》或《水上吟》中)。这类音型从来不是单纯模仿，而是用以渲染

歌曲的意境。因此，《纺车旁的格雷岑》——最早(1814)和最著名的一首利德的伴奏，不仅

令人联想纺车的呼呼声，也刻画格雷岑唱歌思念心上人的不安心情。《魔王》的沉重的三连

音八度同时也描绘马蹄嘚嘚声以及父亲紧紧抱着受惊的孩子‘在风雪之夜’赶路时走投无路



的焦急心情。”④的确，舒伯特歌曲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的钢琴伴奏。“他将钢琴伴奏提到

了与声乐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钢琴伴奏的设计，是为了强调诗词内在的含义，表现诗歌外

部的场景，丰富对歌词的想象，为歌词的情绪和气氛起了烘托作用，让声乐和钢琴伴奏共同

体现诗词 内容 、塑造形象。”⑤舒曼作为舒伯特 艺术 歌曲的继承者，正是从舒伯特艺术

歌曲中获得了写作钢琴伴奏的灵感，进而使钢琴伴奏咸为舒曼艺术歌曲的一个突出特点。这

正如一位论者所描述的，“舒曼歌曲的最大特点体现在声乐与钢琴的密切关系上。作为一位

钢琴家，他的钢琴伴奏不仅起到了伴奏和陪衬背景的作用，而且如同声乐与钢琴的二重唱(奏)

一样，参与和分担了歌唱的旋律部分，并提供了丰富的音响和技巧。他的钢琴在前奏、后奏

和插段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前奏一般较短小，只给开始的提示，插段起统一乐曲的作

用；后奏在歌者停下来后，保持和延伸乐曲的情绪。例如《诗人之恋》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时，

后奏起到了与第一曲情绪呼应的作用。在套曲中，钢琴伴奏还起到由一首歌过渡到另一首歌

的作用。”⑥这无疑是对舒曼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风格的一个总的描述。这里仍未提及《妇女

的爱情与生活》，但这种描述对于这部声乐套曲也是贴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舒曼艺术歌曲的创作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舒伯特，但舒曼并没有像

舒伯特那样，将钢琴伴奏作为某种景物或场景的描写，而发扬了舒伯特艺术歌曲钢琴伴奏抒

情的一面，并将钢琴伴奏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直接表现主体内心情感。这一点在《妇女的

爱情与主活》的钢琴伴奏中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这也充分表明，舒曼艺术歌曲中的钢

琴伴奏之所以获得了几乎与人声同等的地位，并使之具有结构意义、表现意义与美学意义，

就在于这样一种钢琴伴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对德国“利德”钢琴伴奏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而更重要的还是来自 19 世纪浪漫主义 音乐 风格的 影响 及那种将以情为主、以乐传情的

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之所致。在《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钢琴伴奏中，舒曼作为一位浪漫主

义作曲家的创新精神得到了体现。在钢琴细腻的笔触中，诗的意境、诗的情感都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表现，从而大大扩展了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在德国艺术歌曲的 发展 历程中起到了

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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