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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卡音乐作品的民族性特点及成因 
刘金定 

（信阳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作曲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本文选取其民族风格
代表作品，通过取材的民族性、旋律的民族性、配器的民族性和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等对格林卡音乐作品中民族性特点及成因进行
分析. 

本文是信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格林卡音乐中的民族精神研究”（项目编号 2020-QN-02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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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表达通常会受到社会、文化、宗教等人文因素变革的影

响。一部杰出的民族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时代民族特征。哈

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后称格林卡）是俄国民族乐派的创始

人，是俄罗斯音乐第一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古典音乐大师，他的作

品呈现了俄国音乐艺术的民族性风格，缔造了俄国民族乐派在音乐

领域的地位，开辟了俄国民族乐派在人类艺术文化长河中一个绵

长、伟大的黄金时代。有关格林卡音乐作品的历史性与民族性地位，

我们可从格林卡创作思想、展现手法、作品、生活环境等不同方面

实施论述。 

一、民族音乐创作思想与个性的形成 
1804 年,格林卡诞生于俄国斯摩棱斯克省叶尔尼城郊沃斯巴克

村一个庄园地主家庭。从襁褓时代奶妈的民歌吟唱到青少年时代舅

父家小型农奴乐队的民歌演奏，从小在农村生活的他就深受俄罗斯

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并与底层劳动民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格林卡在他的自传体《笔记》中写道：“我在儿时听到的这些歌曲，

或许是我今后需要侧重探究的俄国民间音乐的创作根据与首要原

因”。 

1818 年，少年格林卡前往彼得堡贵族寄宿学校学习，彼得堡浓

厚的音乐氛围、优秀的音乐老师和广泛的音乐爱好者都为格林卡的

音乐学习营造了良好环境，在业余时间格林卡还兼修音乐理论与钢

琴理论，他还时常利用自己存下的零钱去看歌剧，这些都促使格林

卡的音乐水平迅速提升，并逐渐在钢琴、声乐和作曲等领域开始崭

露过人的天赋。 

1822 年，格林卡毕业进入交通机构工作的同时也兼职业余作

曲。在与诗人普希金的交往和影响下，格林卡的艺术思想与政治见

解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得益于普希金民族文学的熏陶，格林卡歌剧

中的民族属性日渐浓郁。为了扩展视野充实自己，格林卡曾多次到

欧洲游历求学，从其他国家音乐中不断汲取养分，并走上外国音乐

与俄罗斯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格林卡下定决心想创作一部

切实的民族歌剧，“不但题材、音乐均是俄国的，他还想让自己的

同胞们体会到仿佛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亲切”。 

1856 年，为追寻更高层次的音乐研究，格林卡再次来到柏林，

但由于生病的原因不幸在柏林逝世，其骨灰回归故里安葬。 

二、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 

1812 年，法俄战争爆发，拿破仑大军的侵略遭到俄罗斯人民的

奋起反抗。战争期间，俄罗斯涌现了众多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

这些英雄不仅唤醒了俄罗斯民众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也激起空前

的民族团结热潮，许多作曲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

民族团结抗击侵略的歌曲。时年 8 岁的格林卡目睹了惨烈的战争，

幼年时期听到的有关游击队英勇抗击的事迹也成为他日后创作著

名歌剧《伊万·苏萨宁》灵感的主要来源。法俄战争末期，俄军把

拿破仑大军赶出俄国，扫至西欧。部分爱国人士在西欧接受了当地

较为前卫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逐渐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沙皇专

制产生了想法和抵制情绪。他们回国后组建了相关组织并发动革

命。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革命活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

响。 

十九世纪俄国某些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观点认为：“文学需要

映射时代的需求，呈现爱国主义情感及思想，这需要重视民族本土

的原创力”。这种观点激起当时文坛作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热情，

很多文学作品均受到了影响，音乐创作也不例外。同时，十九世纪

中期，俄国文学也向着黄金时代迈进，社会上诞生了若干较稳固的

作家群体。格林卡就是在自己老师家结识了普希金，并结下深厚友

谊，他时常用普希金的抒情诗当作自身创作的臆想，创作出的浪漫

歌曲不但在音乐层面和普希金的诗歌韵致成趣相映，在诗歌语言音

韵层面也和音乐融合得密不可分，所以格林卡歌剧便有了“音乐的

普希金文学”的称谓。 

三、格林卡在音乐作品中民族性特点的呈现 

（一）曲式框构的民族性特征 

格林卡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中采用奏鸣曲模式进

行创作，第一主题较为豪放欢快，一展英雄主义色彩；第二主题在

力道、音色等层面和前一主题形成了鲜明反差，序曲利用引子中像

拳头般有力的和弦逐步重复，以此收尾。在《阿拉贡·霍塔》的曲

式框构上，乐曲也是通过奏鸣曲模式进行的创作。乐曲的两个主题

在和声框构与性质上具有相似特征。《卡玛琳斯卡亚》在乐曲框构

上，两个具有俄国主体色彩的题材和音乐风格上均有不同特性，一

个欢快活跃，速度较快；一个抒情细腻，速度柔缓，附有歌唱性。

而《马德里之夜》在曲式框构上，乐曲采用了多个主题色彩对比原

则，其中包含节奏、音色、调性等层面的因素。 

纵观其一生的创作，他的每部作品在曲式框构上具有自成一派

的特性，而且还具有一个共同主题，即音乐的民族性。 

（二）取材的民族性特征 

格林卡最出色的交响音乐之一就是他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歌剧序曲，旨在歌颂真理智慧英勇气概与矢志不渝的爱情，善良一

定会战胜邪恶。而《卡玛琳斯卡亚》主要是利用舞曲《卡玛琳斯卡

娅》及俄国民歌《高高的山上》当作素材，其中呈现了广大群众的

现实生活。《阿拉贡·霍塔主题辉煌随想曲》中的西班牙序曲，主

要生动描写出西班牙民间节日欢舞的热烈场面。《马德里之夜》也

是通过西班牙民间旋律创作而成的乐曲，全面呈现了西班牙民间旋

律特征及西班牙人民生活特性。 

此类作品更能贴近民众的内心，也更能满足民族民间音乐发展

的要求，音乐在题材上让广大民众更易接受，可谓是切实有血肉有

滋味的民族音乐。 

（三）配器的民族性特征 

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在配器层面上，通过木管、小

提琴、中提琴等乐器演奏出欢快的旋律，呈现出了欢快、喜庆、活

跃的色彩，为英雄形象的塑造增添强有力的因素。《卡玛琳斯卡亚》

在配器上，其婚礼歌曲上通过木管乐器变奏，以此来效仿民间的牧



理论探讨 

 104 

笛及芦笛等音响。在舞蹈歌曲中便是通过采用弦乐器的拨弦来效仿

三角琴的演奏。《阿拉贡·霍塔》在配器上，乐队的规模相对较大，

打击乐器和竖琴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德里之夜》在配器上，演

奏手法纤细轻盈，采用西班牙舞曲中不可或缺的响板打出的特殊节

奏，布满了浓浓的西班牙风情，让乐曲更加欢快轻盈活泼。 

总之，格林卡的每个作品在配器层面运用的均是惟妙惟肖，在

配器上的一些特殊处理又好似是民间音乐的重现。 

（四）旋律的民族性特征 

在旋律层面，《马德里之夜》蕴含着几支民间旋律，这些旋律

附有热情、优美及激昂等特性，将其融合起来便会形成一个紧密相

连的整体。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的旋律生动且鲜明，有

浓浓的东方情调，它将人带到一种古老神话、乐观自信境界里。《卡

玛琳斯卡亚》的旋律起初是抒情且悠缓的民间歌曲，而后紧接着就

是急促热情、奔放活跃的舞曲，和之前寂静唯缓的旋律产生了鲜明

对比。它的旋律也附有独到之处：在乐曲中，其四度音程范畴内的

下行音阶，让两个主题旋律相辅相成且又互相融合。而《阿拉贡·霍

塔》的乐曲色彩唯美富丽，给人以情绪喜悦沸腾的感受。第一主题

中木管乐器呈现的旋律具有歌唱性，和活跃轻快的霍塔旋律产生了

前后间的相互作用。两个旋律好像是二重变奏曲，重复呈现互相交

替。 

这些作品的旋律各具特色，但均可呈现出一个特性，那便是音

乐的民族性，也是唤起了群众心中共同的民族情结。 

四、格林卡音乐民族性对后世的影响 

格林卡终身坚持独立的交友原则，与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区别

于贵族阶层的其他阶层群众交往甚多。他首创了俄罗斯古典音乐的

民主传统，创作中习惯吸收广大群众和基层农民的音乐，通过富含

民族特性的作品系统传递出俄国民族的心声。格林卡把俄国民族音

乐的特点和西方国家的写作技巧有机融合，通过吸纳国外音乐作品

中前卫的作曲方式与技巧，将国外作品的优势和自身所在民族的音

乐相结合，使俄国民族音乐有了长足进步。格林卡所在的时代是欧

洲古典主义末期和浪漫主义初始阶段，他所创作的民族主义音乐除

了有丰富、独到的色彩，呈现出豪放、粗犷的俄国民族特性还拥有

着浪漫主义特点。 

格林卡终身创作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他对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作曲家巴拉基

列夫、达尔戈梅斯基，文艺理论家斯塔索夫，作曲家兼评论家谢洛

夫等俄国民族音乐运动的强有力代表纷纷聚集在格林卡周围，并最

终成为格林卡的音乐传统继承人。谢洛夫按照格林卡的谈话出版了

《配器法》。达尔戈梅斯基成为了格林卡之后的首位民族作曲家，

巴拉基列夫与斯塔索夫均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民族乐派“强力集

团”的领导人，这些人逐步拓展了俄国民族音乐发展的路径，让俄

罗斯音乐文化达到了欧洲最前卫的水平。 

纵观格林卡的一生，儿童时期的艺术熏陶让他对作曲产生了积

极兴趣，和农奴乐队的交融，让他和诸多的群众实施了交流，收获

了诸多有关民族性的观点及看法，在乡村环境的成长和在欧洲游学

的经历，为格林卡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其中，与十二月党人的

交流，更让他的民族性思想与爱国主义愈发浓郁，基于社会背景与

个人经历的作用，共同缔造了格林卡音乐作品的伟大民族性特征，

这对后世俄罗斯音乐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创新及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宏瑞. 格林卡音乐作品的民族性特点成因[J]. 中国民

族博览,2020(14) 

[2]刘璐瑶,康滇. 浅谈格林卡钢琴变奏曲《夜莺》[J]. 黄河之

声,2020(10) 

[3]陈琳钰莹. 浅析 19 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 ——从格林卡

到斯科里亚宾[J].黄河之声,20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