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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正式出版，对我匆匆走过的二十五年艺术生涯来说，是具

有一定总结价值和纪念意义的。

１９８８年，我在曲靖师范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毕业后，成为

了一名小学音乐教师。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８年，分别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和

天津音乐学院，还往返于上海学习深造。至此，我的每一天除了钢琴

还是钢琴，除了音乐还是音乐，除了学习还是学习。直至２０００年，留

校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 （现为音乐学院），同时确立了以钢琴伴

奏作为自己专业发展的努力方向，并以 “勤能补拙”的精神取得了一

些成绩。

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我开始思考本土民族文化与钢琴艺术的

交流对话，并开展了一些探索。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出版了个人的第

七、第八部专著：《现代人文理念与艺术创造精神》和 《欧洲音乐沙龙

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前者获得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后者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全省优秀硕士论文。在此，不得不提及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间，我有幸参与主创大型原生态音乐剧 《云岭天籁》，并指挥合

唱团到北京、上海演出。在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对云南民族

音乐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音乐素养和理

论水平，也找到了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与云南民族艺术的对接点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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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如今已近不惑之年，更能深刻体会艺术之博大精深绝非朝夕所能

成就。虽然个人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从未懈怠，也获得了一些心得，

但这些仍如，沧海一粟。在此，向所有曾给过我悉心指导的先生们表

示由衷的感谢！

二十五年来，我在音乐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撰写了一些关于

钢琴演奏、伴奏、民族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研究的文章，发表于各类

期刊中。现经过认真遴选、梳理，汇集于此，不妥之处请广大同仁、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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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音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人类音乐文化

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音乐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洲音乐文化最为辉煌和鼎盛的１９世纪，亦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

家，如贝多芬、舒伯特、罗西尼、肖邦、门德尔松、威尔第、柴可夫

斯基、理查德·施特劳斯等等。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为人类创造了不可

磨灭的音乐奇迹，他们创作的大量杰出的音乐作品至今仍不断地在世

界各地被传颂和演绎着，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延续。

在此基础上，对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亦不断涌现。探索与研究欧

洲音乐文化，与其各个历史阶段的杰出音乐家及其代表作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联性，目前此类研究成果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与此同时，对

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我们更要去深入挖掘杰出音乐家创作音乐作品

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的链接性。以一种全方位的整体视角，

对音乐家及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从历史性、社会

性、文化性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打破研究的局限性，把欧洲音乐研

究推向一个更加宽广的平台。

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沙龙文化可以说

是欧洲音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沙龙是兴起于１６世纪欧洲的一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并成为 “西方近代文化史上最亮丽夺目的风景线之一”①。

在沙龙中，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抑或是政治文化，都可以成为探讨

的主要话题。参与沙龙的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在沙龙中，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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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瓦·托尔尼乌斯著： 《沙龙的兴衰：５００年欧洲社会风情追忆·译序》，

〔英〕阿·普拉特英译，何兆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之间是平等对话的，并无任何出身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有思想、有见

地、有文化、有涵养的人士，都可以在沙龙中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

毫无疑问，沙龙的兴起无形中成为欧洲艺术与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音

乐沙龙文化亦是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并推动了欧洲音乐走向辉煌。

作为西方音乐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音乐沙龙文化对于推

动１９世纪欧洲音乐的兴盛与辉煌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音乐沙龙对于

当时音乐潮流、音乐审美趣味、音乐风格、音乐体裁等诸多方面都有

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选择１９世纪音乐沙龙文化为研究对象，旨

在探究此时的音乐沙龙文化对音乐作品的诞生及其对欧洲１９世纪以后

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音乐沙龙文化在１９世纪的欧洲与音乐家的密

切联系及其所处地位，让更多学者关注音乐沙龙文化，并在此基础上

对西方音乐沙龙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３上篇：钢琴艺术与欧洲沙龙文化



沙龙文化概念溯源

一、沙　龙

沙龙一词的原文 Ｓａｌｏｎ（法文），最初是指贵族家中接待客人所用

的客厅。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一词语的定义不断地发生变化，其

含义也变得越来越丰富。１６６４年，在法文中第一次出现了 “沙龙”一

词确切的书面证据。１７世纪，沙龙一词用来表示 “为了愉快的交谈而

在一位贵妇人家中举办的社交聚会”①。而作为展览和展示艺术作品的

场所和方式的 “沙龙展”，是在１７世纪晚期才出现的。

１６６７年，路易十四举办皇家绘画雕塑学院院士作品展览会，应当

就是沙龙一词在文化展览上的最早所指。１７３７年以后开始在罗浮宫的

方形接待厅举行艺术展览，当时对于这类在接待大厅中所举办的展览

被称为ＴｈｅＳａｌｏｎ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简称 “Ｓａｌｏｎ”，即沙龙。这时对于 “沙龙”

一词的使用还只是于空间概念上的一种说法。对 “沙龙”一词较早的

使用是在沙龙女主人德·斯塔埃夫人② （ＭｍｅｄｅＳｔａｅｌ）的小说 《柯西

娜》（Ｃｏｒｉｎｎｅ）中，她直接以 “沙龙”来称呼在会客厅中进行谈话交

流的活动，她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沙龙的概念也就是后来所通用的 “文

学沙龙”概念。

“１７世纪末叶和１８世纪法国巴黎的文人和艺术家常接受贵族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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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７３７年在巴黎罗浮宫方形大厅展览了一系列的艺术作品，被称为ＴｈｅＳａｌｏｎＥｘｈｉｂｉ
ｔｉｏｎ，简称 “Ｓａｌｏｎ”，即沙龙。其发端是在 １７世纪晚期，现代人常借用沙龙一词来讨论
１７３７年以前的沙龙展。转引自初枢冥 《竞争的公共性空间———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巴黎沙

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２页。
德·斯塔埃夫人 （１７６６—１８１７），法国和瑞士的著名文学家，沙龙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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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待，在客厅集会，谈论文艺，后来因此把有闲阶级文人雅士清谈

的场所叫做 ‘沙龙’。”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艺术文化内容的不

断丰富，沙龙逐渐延伸出一种由贵族名媛在家中的客厅招待社会艺术

文化各界名流，与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相互交流的现象。

由贵妇人做主人，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参与其中，这里没有任何尊卑之

分，大家共同分享彼此新的作品、新的思想，并相互碰撞出思维的火

花，“沙龙”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最渴望参与的社交活动。“在那里，人

们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而不

必受制于政治权利、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② 沙龙中的平等观念，为

之后几个世纪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融合做出了独特贡献，并成为欧

洲近几个世纪文化思潮演变的内在推动力。随着 “沙龙”这一概念在

文化活动中的不断使用，“沙龙文化”的概念也在逐步成型，其内涵也

渐渐摆脱了原来只是在空间概念上的描述，其所蕴含的理念和文字含

义也越来越丰富。

二、沙龙文化

欧洲的沙龙文化从时间进程上说，从１５世纪开始到１９世纪末结

束，延续了５个世纪之久。从影响力上来讲，在欧洲所有的主要国家都

能找到沙龙的影子，在今天，依然还能够看到各种以沙龙来命名的论

坛、交流空间，这种现象遍及各个行业，社会中出现了如英语沙龙、

美发沙龙、汽车沙龙等等。虽然现在以 “沙龙”命名的各种活动已经

与当年 “沙龙”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由这些现象我们不难看出，这

个发源、发展在欧洲，并且存在近５００年之久的 “沙龙文化现象”所

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文化”，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种解释： “①人类在社会历

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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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年版。

萧瑟：《布尔特曼和哈贝马斯》，载 《读书》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②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

③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

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一种文化的

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① 英国人类学家 ＢＥ泰勒在他的

《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

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

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 文化与人类活

动相互关联，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表现和载体。由此可见，文化是

“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强调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③。它与人类

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

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覆盖面近乎波及整个欧洲的沙龙文化，从１６世纪开始就已经具备

了发展雏形，在欧洲一直延续了近５００年的时间，到了１９世纪末，贯

穿了５个世纪的沙龙文化才逐渐步入衰落期。可以说，沙龙文化的兴衰

与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已经形成交叉甚密、无法分割的局面。沙龙所

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文学、艺术、政治等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

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它无可置疑地成为欧洲５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文

化符号的象征。欧洲文化的发展及今日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当时

沙龙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进入１９世纪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革命浪潮的影响，欧洲沙龙文

化从之前几个世纪偏重于文学、哲学等形式，逐渐开始重视音乐的重

要性，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沙龙文化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模式，即以音乐

为载体，以音乐艺术为主导的音乐沙龙。欧洲音乐沙龙文化是一个特

殊的沙龙时期，在此之前，音乐在沙龙中只能作为背景出现，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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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年版。

〔英〕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１页。

金光著：《艺术与文化———艺术的本质和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３页。



１９世纪的欧洲，它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沙龙方式，并且，在各个

阶层，音乐的重要性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越是具有音乐修养的人，

地位越高，身份越尊贵，文化修养也相应高于他人。这是受到当时社

会政治影响以及音乐沙龙文化发展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说，这

种社会氛围的扩大也大大推动了１９世纪音乐沙龙文化的发展。１９世纪

音乐沙龙文化的出现及繁荣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并且与当

时欧洲的社会思潮、经济条件、政治影响、文化背景等各个方面有着

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正是由于音乐沙龙文化在１９世纪的发展，欧洲

音乐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挥着它独特的文化优势，直至两个世

纪之后的今天，欧洲音乐仍然在世界社会文化中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

体现出深刻的价值意义。

尽管沙龙是根据女主人的兴趣爱好而偏向不同的类型，但是开办

一个沙龙却要遵循一定的流程。这种流程可以说是在沙龙长期开办的

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虽然对于沙龙的开办流程没有一定的文字或是语

言规定，但是对于一个新的沙龙的开办和参加一个有名的沙龙社交活

动，这些规定却是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的。

其一，想要开办自己沙龙的女性起初要先从已经拥有自己沙龙的

前辈那里以学徒的身份学习开办沙龙的技巧。“举办沙龙不是一种消

遣，而是一项事业，需要先以学徒的身份在年长的、有经验的沙龙女

主人那里学习。”沙龙女主人的技巧可以说有着多方面的要求，其中

包括如何挑起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如何维持一次谈话并且使谈话

的气氛处于和谐的状态，如何平息持不同意见的客人们之间的争吵，

如何使所有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和意见的机会，等等。１８世纪最著

名的沙龙女主人———乔芙林夫人，曾经频繁地出入德·唐森夫人

（ＭｍｅｄｅＴｅｎｃｉｎ）的沙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唐森夫人于１７４９

年去世，她才成立了自己的沙龙。另一位有名的沙龙女主人内克夫

人① （ＭｍｅｄｕＤｅｆｆａｎｄ），作为后来者在乔芙林夫人那里学习了很多的

７上篇：钢琴艺术与欧洲沙龙文化


① 内克夫人 （１７３９—１７９４），法国作家，其沙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极一时，驰名

整个欧洲。



技巧。在那样一个女性几乎不可能获得属于自己事业的年代，她们渴

望拥有一项能够证明自己才学的事业，而成为沙龙女主人能够让她们

完成自己的心愿。而这项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以学徒的身份进行

认真学习，为的就是获得独立的沙龙女主人的身份和影响力。当然，

这种师徒关系的学习有时候不仅仅是学习社交技巧，还包括对于沙龙

常客的一些交往关系，这种所谓的 “继承”对于沙龙的发展来说更

加有利。沙龙女主人对于自己事业不断追求，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才

能，能够直接从另一位沙龙女主人那里获得某种意义上的继承是非常

普遍的，这种 “沙龙遗产”的继承发生在一个女人的去世和另一个

女人的继位之间。就像德·唐森夫人病重垂危之时说过的那样，“你

知道乔芙林夫人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吗？她是想从我的存货里搜刮点什

么”①。聪明的德·唐森夫人自然知道乔芙林夫人在她病重之时来到

自己身边的意图。

其二，沙龙中的成员尽管身份地位平等，但是沙龙还是有一定的

限制，必须有一个有名之士或者是受到尊敬的人的引荐才能顺利进入

沙龙。１７、１８世纪沙龙的大门是向所有有才华的人士开放的，但是即

便如此，想要进入沙龙的人们还是要遵循一定的礼节，那就是需要在

沙龙中或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的介绍。而沙龙女主人就常常扮演

着疏通各种关系的中间人的角色。沙龙女主人常常会帮助一些年轻有

才华的人进入沙龙，她们通过写介绍信安排朋友的儿子或是亲戚在适

当的时候出现在自己的沙龙中，将他们介绍给其他名流。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沙龙在吸收新人的方式这一点上又是排外的。如果没有中间

人的介绍，新人想要以个人的身份进入沙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

外，参加沙龙的人都会受到女主人的平等对待，但是一个沙龙中往往

会有一两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的关键，沙龙女

主人也是通过这些人物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沙龙的地位。比如在夏特

雷夫人的沙龙中有伏尔泰，乔芙林夫人的沙龙中先后有丰特奈尔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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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贝尔等等。

其三，沙龙开办的时间安排，大致是一周举办一到两次，不同的

沙龙在时间安排上尽量相互错开。在开办的当天，客人在这一天的任

何时候到达都会受到接待。而一些有名气的沙龙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

开办时间，并且会有选择地在不同的时间招待不同的客人。例如乔芙

林夫人会每周举办两次宴会，她会选择在星期一招待艺术家们，其中

有旺洛·维尔纳和布歇；而在周三的时候在她沙龙中聚会的人中大部

分是文人，可见每场沙龙的目的性和话题是不同的。在巴黎，许多有

名的沙龙会互相错开对方开办的时间，这样可以使很多的名家和客人

都有更多的选择，让更多的人在一周之内参加更多的沙龙，同时也可

以避免沙龙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沙龙举办的时间一般是在晚饭之后，

但是也有一些沙龙会把时间提前。例如一直没有获得名分的贵族私生

女德·莱丝比纳小姐，她开办沙龙之时，为了同那些有名的沙龙的开

办时间错开，以强调自己沙龙的价值，连续十二年都在下午５点就开始

在家里举行沙龙活动。每一次开办沙龙之前是需要很多的前期准备工

作的，比方说至少要有提供给１２个人的饭食和茶点，如果当天到场的

客人增多的话，准备的数量还要增加；对于当天到访沙龙的名流进行

介绍的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准备一定数量的阅读和音乐性强的

节目。沙龙社交进行到一半的活动是，在晚饭前会有一些游戏，晚饭

后会开始惯例的谈话交流。谈话的内容会根据沙龙的不同类型和女主

人的兴趣而有所变化。谈话是每一个沙龙都必不可少的环节，除此之

外，像诗歌阅读、戏剧和音乐剧表演，以及共同对于某一个社会话题

和某部文学作品进行讨论也是沙龙中经常进行的活动。一个完整的沙

龙活动常常就会在或平稳或激动的气氛中一直进行到午夜，人们才渐

渐散去。

“沙龙”或者说 “沙龙文化”有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参与到沙

龙文化发展中的人们逐渐地补充和完善着它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含义。

一般意义上的沙龙文化具备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

沙龙客人之间的对话是沙龙中必要的交流。在沙龙中谈论的话题

可谓无所不及，大到国内外正在进行的战事，小到身边的社会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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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艺术与文学话题都可以成为讨论的主题。政治、文化、宗教信仰、

社会话题等等，可谓无所不包。讨论者们在沙龙中各抒己见，表达自

己对于讨论主题的最直接的想法。人们在高谈阔论中获得了一种精神

上的释放，在对世事的针砭时弊中进行着思想的伸张。在这种直抒胸

臆的讨论氛围中，交谈也慢慢地成为艺术，不再只是简单的谈天说地，

更多的时候是带有一种理性的思考与思辨。由此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

着开明气氛的社交生活环境，沙龙社交成为沙龙文化繁盛时期知识分

子的一种提高自身修养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到了启蒙时代，交谈

在社会平衡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在沙龙中进

行的交谈，实现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交谈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人们在

那里可以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和理智的讨论，而不会受制于政治权利

和僵化的传统观念制约。

由于沙龙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相互交流的场所，因此沙

龙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处于批评的中心。沙龙常常会

成为来到这里的客人们品评作家或是艺术家作品的场所，作家们也乐

于将自己的作品拿到沙龙中进行 “处子秀”，他们希望在正式的发表

和展出之前能够先得到沙龙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拿自己的作品

到沙龙中进行展示的艺术家或是文学家，就是为了通过公众的品评，

进而获得社会主流人士的认可。对于传播媒介并不发达的１７～１８世

纪来说，沙龙起到了宣传和推广优秀艺术作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到

１８世纪中叶以后，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展开的批评就很快地扩大

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人们在沙龙中热烈的讨论与政治有关的话

题，因此，对于时事政治的讨论，也就逐渐成为当时许多沙龙中的讨

论主题。不论是作为文学的批评中心还是作为政治话题的批评中心，

沙龙中进行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直接指向上层阶级的。这种对于权力

进行的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上层阶级强权的反抗，可以说是一

种体现着渴望社会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的有力反击。

沙龙是开放的、自由的，充满了包容的。沙龙的主要交流形式就

是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这种交谈结构是对话式的，也是交互

式的，是建立在交谈双方基础之上的一种有益的、平等的对话。１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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