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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什温生平和作品简介

乔治·格什温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作为出生于

犹太家庭的美国籍作曲家，格什温将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有机的

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一条与传统严肃音乐作曲家不同的美国民族

主义音乐道路。他的创作风格更多的是将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爵士

乐以及古典主义风格和歌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内容题材既有反

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现实生活，也有表现歌舞升平浮华奢靡的音

乐剧盛宴，同时他的风格也代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格什

温作为美国20世纪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一生创作了无数的作品，

在那个不流行爵士乐的年代，他把爵士乐视为美国的本土音乐，

并创作出了一系列音乐喜剧、轻歌剧、交响音诗、歌舞剧。他的

作品曲调优美柔和，风格细腻流畅，既具有美国黑人爵士的轻松

和即兴，又兼容欧洲古典乐的传统严谨。

乔治·格什温在1924年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格什温的经

典之作，这是一部爵士乐协奏曲，旋律结合了布鲁斯特性音，色

彩舒展优雅，极富有浪漫情调。由于成功的将爵士音乐素材和“严

肃音乐”完美结合，这部作品也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风格的经典

佳作。1935年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波吉与贝丝》是一部三幕歌

剧，由于具有独特的音乐性表演，又有浓厚的美国民族性风格，也

称其为音乐剧。其中著名的咏叹调《夏季里》更是在音乐史上有

着一席之地。这首咏叹调的旋律悠长而舒缓，调式明朗轻盈，风

格浪漫梦幻，对后世的美国歌剧中的咏叹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乔治·格什温歌剧的创作特征

在早期的音乐创作中，作曲家更专注于百老汇音乐剧的艺术

形式，受人青睐的杂耍秀、滑稽秀和嬉闹喧嚣的喜剧形式是格什

温早期创作的内容。他的音乐创作走向一个新开端可以说是从歌

剧创作开始，从小受到爵士乐和蓝调音乐的熏陶，使他创作的旋

律极具美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色彩。在内容上也以黑人文化背景为

基础，加上极具深动的故事情节，使他的歌剧既具有美国本土风

格的民族特性，又容纳了多元化的人文色彩。歌剧的诞生是为了

抒发感情、宣泄哀怨所产生的，歌剧创作是由美妙的音乐和复杂

的乐器以及优美的人声所编创出来的，每一幕或者每一个唱段，

都有严格的处理和细致的安排。一部歌剧的终极效果也就是通过

一个故事来反映这部戏的中心主题。这就离不开格什温从小的生

活背景和时代环境，在20世纪2、30年代，黑人音乐、布鲁斯、

爵士音乐风靡整个美洲大陆的背景下，格什温从小就格外喜欢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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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乐，并在不断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走进了古典音乐的新世界，

同时在成年后的时光里，他闯入了百老汇的演艺圈子，通过给

各种复杂演唱段落配置伴奏织体，为他后来创作歌剧作品提供了

丰硕的实战经验。

格什温的唯一一部歌剧《波吉与贝丝》是1935年写成的，20

世纪的美国音乐受到黑人音乐和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影响颇多，

观众的审美能力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以文学悲剧为题材的故事

背景，到中期以诙谐幽默的故事情节为主导，以及黑人游艺表演

艺术的充分发挥，使得作曲家在美国新歌剧的创作中开始寻找新

的出路。与早期歌剧不同的是，在主题上完全展示了底层黑人的

真实生活，音乐风格也以黑人民谣、布鲁斯、爵士乐贯穿整部作

品的旋律中，可以说格什温的这部歌剧对于美国歌剧领域来说是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2.1人物塑造

在易巧丽对歌剧《波吉与贝丝》的浅析中，通过对剧幕

的主题背景和人物主线的相关连接，对女主角贝丝的人物特征作

出了详细的解析。作者认为贝丝作为本部歌剧中唯一的女主人公，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她既崇高又卑微，对生活迷茫却又随遇

而安，这样的人物性格与其他三位男主角与她的爱情故事有着密

切的关联。首先贝丝是一个天生自信的女性，她蔑视一切为了守

住男人而和他们结婚的女人，而她这样的行为和鲶鱼巷的道德理

念完全不同，这也是格什温创造贝丝这个人物形象的起点，随着

情节的展开，贝丝的形象也在矛盾中发展起来。同时易巧丽也认

为同其他一切种类艺术一样，歌剧艺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

特殊方式和自我关怀的一种特殊表现，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在

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中活动着的人以及它的变化形象始终

是歌剧艺术关注的终极目标。人物是歌剧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元

素，是歌剧构成的中心环节。通常歌剧艺术家是通过典型人物，

在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关

系中通过事件情节展开，他们的情感和利益发生冲突，从而形成

戏剧性。

2.2演唱技巧

在李竹青对这部歌剧的咏叹调《夏季时光》的探析中写道，歌

曲有着温柔的歌词和平缓的旋律“小宝贝，你的夏天多愉快，棉

桃盛开，鱼儿游向大海。 ”歌曲的爵士乐元素，注定了歌者不能

用纯美声的唱法表现此曲。不同于美声唱法对于共鸣、气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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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爵士乐更加注重个人的声音风格。 对于美声唱法中较为

工整的换气方法，在这首歌曲中要加以改动。但是，仍然要注

意不可以破坏乐句的完整性:最后，虽然这是一首听起来婉转悠

长的摇篮曲，但它其实暗含了对于当时现实社会的真是描述和讽

刺，所以歌曲中的情感变化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拿捏的地方。

2.3创作风格

在高彦对《波吉与贝丝》的探究中详细写到，整部歌剧作

品从头至尾几乎全部都渗透着黑人音乐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不管

是从节奏、旋律、和声、配器、复调，还是演奏、演唱的

形式方法上都是这样，但是在歌剧的创作中格什温不是对这些民

间音乐进行肤浅的模仿，也不是照搬模仿某些片段来装点自己

作乐的作品，而是创作性的把黑人音乐的因素---如重复的短小

旋粗犷的旋律、一领众合的演唱形式、活跃热情的复合节奏、灵

活的音高以及黑人特有的嘈杂音色等，升华到专业音乐的高度，

使整部歌剧拥有鲜明统一的风格，同时又不失黑人音乐原本朴素、

自然的面貌。

3　乔治·格什温爵士乐的创作特征

在20世纪之初，带有美国民族特点的音乐成为作曲家们的

创作源泉。格什温的音乐作品也吸收了美国多元化音乐结构的养

分，在“莱米克”音乐出版公司工作时的他应顾客要求，弹奏了

各种流行歌曲和乐曲，从变调、转调、到即兴伴奏，格什温娴熟

的弹奏着各种乐谱，这为他之后创作出一系列布鲁斯特性音以及

通过各种乐器的轮奏来加深爵士乐风格特征的音乐作品提供了绝

妙的思路。这样风格的创作离不开爵士乐一贯保持的独特现象，

尤其在表演形式上，爵士乐并是“直接的”演奏音乐，而是在演

奏的过程中进行即兴的创作与改编，这也使得作曲家的每次演出

都仿佛在演绎别出心裁般地音乐瞬间。格什温同时也不满足于只

创作爵士乐，他致力于将爵士乐元素与“严肃音乐”风格揉杂在

一起，由此一首广为流传的爵士乐协奏曲《蓝色狂想曲》就此诞

生。1928年格什温创作的纪事音乐《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横空出

世，整首作品依旧延续自由狂想的创作思路，旋律线条悠然自得，

布鲁斯音调的线条刻画出一个美国旅人在异乡游历中对祖国家乡

的思念之情。这部作品也被称作“交响爵士乐”这在过去的美国

交响乐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3.1爵士乐与严肃音乐的揉杂

在吴双对于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进行了详尽的风格

阐述，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就非常清晰的展示了布鲁斯音

乐的双重特征，这部作品中并不是围绕单一的布鲁斯风格创作

的。在笔者实际的演奏练习发现这部作品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显著

的特征，就是非常强烈鲜明的节奏律动。这种特征并不来自于

布鲁斯风格本身，因为布鲁斯风格注重的是有鲜明情绪的不断重

复的旋律，准确的说这个特征是和布鲁斯一样是组成爵士音乐风

格的两大根基，它就是拉格泰姆(Ragtime)。爵士乐作品都是至

少由这两种风格组成，我们听任何一首爵士作品，单听旋律会

发现它们其实是由同一个音乐动机不断的变化反复出现，并没有

鲜明的节奏，这就是布鲁斯。

3.2细腻的情感表达

在由一林对交响音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中浅析道，整

部作品是由漫步主题为引导，乐曲一开始，双簧管和弦乐器组

就用小快板，2/4拍奏出轻快的第一漫步主题。开始部分的旋律

虽然是原始的，但是却用德彪西和法国六人团的典型法国风格发

展起来的，其目的是描绘一位美国游客在巴黎的印象，诸如在

城市里溜达，听到各种不同的街道杂音和感受各种法国的气氛。

这以带有倚音和大跳音程特点的旋律，自由快活的第一漫步主题

突兀而出具有双拍子舞曲和谐谑曲的特性。接着，主题重复后

进入单三部曲式的中部乐曲突然奏响了老式汽车的喇叭声和二十

世纪初在巴黎流行的歌曲旋律的片断，使人联想到巴黎大街上川

流不息的汽车和热烈喧嚣的气氛。

4　乔治·格什温的艺术价值

乔治·格什温的天资聪颖和在音乐上卓越的才能，以及他

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是美国音乐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

音乐作品和他个人风格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这也与他沉浸式的

体验、探索美国现代生活和美国民族音乐有关。无论是他在流

行音乐上创作的超高技术的钢琴曲，还是交响音乐特色浓厚的交

响音诗，又或是黑人爵士音乐与欧洲古典严肃音乐的相映生辉，

都充分展现了乔治·格什温在音乐领域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同时，格什温作为广大艺术学子的前辈，为学者们提供的不仅

是简单的艺术道路上的指引，还有对音乐艺术审美、多元化的

创作风格、深邃底蕴的文化派别的伟大贡献。作为学者，我们

更应该去揣摩艺术家创作一部作品的意图，同时，去挖掘作品

背后的深刻内涵和本质，用音乐思维的模式去体验艺术大家之

作，这样才能感悟出艺术的灵魂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珉.美国音乐史[D].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2]由一林.浅析格什温的交响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J].黄

河之声,2011(2).

[3]吴双.格什温《蓝色狂想曲》的艺术风格及演奏技巧分析

[D].西安音乐学院.2016.

[4]高彦.歌剧《波吉与贝丝》中音乐的多元化分析[D].安庆

师范学院音乐学院,2015.

[5]李竹青.乔治.格什温歌剧《波吉与贝丝》中二首唱段分析

[D].山东师范大学,2015.

[6]李泉.《走进歌剧》[D].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朱祉诺（1995.7-），女，汉族，云南昆明人，

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

业：音乐，研究方向：声乐。


	教育1期正文_228.pdf
	教育1期正文_22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