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序　一

阿诺尔德· 勋伯格这个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这位奥地利作曲家的音乐创

作丰硕，理论著述亦有建树，被视为２０世纪的音乐巨人，他与其弟子安东·韦

伯恩和阿尔班·贝尔格因所创立的 “新维也纳乐派”也广为人知，备受尊重。

近年以来，国内介绍和研究勋伯格的文章和著述不断增多。可喜的是其中不少是

一些音乐界的青年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由王婷婷撰写的 《勋伯格的音乐创作观念

与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与许多研究著述侧重于勋伯格的创作技法和创新方面，如无调性、表现主

义、十二音等，或分析和研究这些创作与他的个人经历、所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

关系和影响的研究不同，王婷婷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勋伯格的宗教思想作

为突破点，探讨其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读了以后，使我受到新的启发。应该说这

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在国内并不多见。要了解和认识西方的音乐创作，离不开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其中对西方宗教文明的了解和认识必不可缺。这是许

多人的认识，我也非常赞同。作曲家都是人，作为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一分子，

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他的创作也必然是在自己的

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思想”就包括世界观、艺术观等诸多方面，对于许多西方

的音乐家来说，“宗教观”尤为重要。西方的音乐历史发展与基督教文明的渊源

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这是研究西方作曲家的一个重要的关切点。具体到勋伯格，

直接从其宗教思想入手进行研究不蒂是了解和认识他的音乐创作的一个途径，而

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样的研究，作者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她找到了许多勋伯格本人有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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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根据作曲家特殊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经历，探索了他对宗

教的认识和理解的独特性，深入研究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重点分析了他的宗

教思想中最突出的 “先知意识”“上帝观念”和 “犹太教观念”（她称为 “犹太

情结”）三个方面，并采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这些观念对他的音乐

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这位作曲家创作的动因与精神内涵。

作者指出勋伯格由于内心宗教信仰的支撑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在音乐创新

的旅途中，面对重重的困难和压力，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毅力和献身的精神；

指出勋伯格的宗教信仰与其他人相比，更具个性化的色彩；又指出勋伯格的宗教

思想被明显地打上了与反犹主义相对立的印记，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上述结论

是作者经过悉心研究的心得，也是她的研究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有了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必然会拓宽研究的作品范围。这里就触及到了一

些平时不大被人分析和讨论的作品，如 《四首管弦乐歌曲》（Ｏｐ．２２）、《四首混

声合唱》 （Ｏｐ．２７）中的第二首 “你不应该，你必须”、戏剧 《圣经之路》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为拉比 （朗诵者）、合唱及管弦乐队的 《柯尔·尼德莱》 （Ｏｐ．

３９）、《第二弦乐四重奏》 （Ｏｐ．１０，１９０７－０８）中第三乐章＂连祷＂和第四乐

章＂出神＂、清唱剧 《雅格的天梯》（未完成）、《现代诗篇》（Ｏｐ．５０ｃ）、无伴

奏合唱 《三千年》 （Ｏｐ．５０ａ）等；对一些讨论较多的作品也给予了新的启示，

如音乐戏剧 《幸运之手》（Ｏｐ．１８）、歌剧 《摩西与亚伦》、《古列之歌》（１９００

－１９１１）、声乐套曲 《空中花园篇》（Ｏｐ．１５）、《华沙幸存者》（Ｏｐ．４６）等。

几年以前，我曾参加作者这篇博士论文的答辩，记得她的论文当时就得到了

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现在这篇论文即将付梓出版，我也为之庆幸，并乐于为

之序。祝愿王婷婷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深入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蔡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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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国内对勋伯格的研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在这方面呈现了更多的的研究成果。２００５年，王丽君

在她的论文 《对国内勋伯格及其音乐研究状况的述评》中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

了很好的总结 （见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一期）。２００８年，姚恒璐教

授主编的 《勋伯格的作品及创作技法研究论文集》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它收集了近年来国内有关勋伯格研究的论文１９篇，把它们归为 “作家作品介绍”

“作品分析”“作曲技法研究”“美学研究”“译著译文”五类，展现了勋伯格在

国内研究的现状，并通过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展望。但是，

纵观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偏于

作曲理论方面的，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勋伯格进行研究的成果一直是比较稀缺的。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国内的音乐学界先后出现了两篇从音乐学角度研究勋伯

格的博士论文，它们分别是：班丽霞的 《碰撞与交融———勋伯格表现主义音乐与

视觉艺术之关系研究》和王婷婷的 《勋伯格的宗教思想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钟子林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前者已

经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２０１０年出版，后者则即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付梓，

是为喜讯，可喜可贺。

王婷婷的这篇博士论文是国内第一篇从其宗教思想的角度研究勋伯格的学位

论文。论文在回顾勋伯格宗教信仰历程的基础上，从他的 “先知意识”“上帝观

念”和 “犹太情结”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并对一些相关的重要作品

进行了分析。在结论中，对勋伯格宗教思想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进一步明确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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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对其音乐创作的重要影响。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王婷婷搜集、阅读和

参考了大量的中外文献，特别是国际勋伯格研究的一些最新的前沿成果，这些都

有力地保证了论文的质量。现在，这篇论文将作为一部专著正式出版，可以使更

多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位２０世纪作曲大师的精神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

音乐。

余志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写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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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本书主要探讨勋伯格的宗教思想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中所指的 “宗教思

想”，是勋伯格本人对多种宗教和宗教观念吸收和思考后的产物。这种思想既带

着一些特有的宗教特点，又具有作曲家的个人特征，是一种融合的结果。而文中

涉及的 “音乐创作”，既包括作曲家对无调性和十二音等作曲技法的探索，又包

括 《四首管弦乐歌曲》、清唱剧 《雅各的天梯》、歌剧 《摩西与亚伦》《华沙幸存

者》、合唱 《三千年》及 《现代诗篇》等多部宗教性作品。本书对勋伯格的宗教

思想在其创作中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先知意识、上帝观念和犹太情结，然后

分别加以阐述。

一、研究视角与选题意义

宗教几乎是与人类诞生起就相伴而生的最悠久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是人类对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寻求。西方社会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

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谈到文化必谈宗教，而谈宗教也必会谈及文化。

在西方音乐的历史中，音乐与宗教的关系始终结合紧密。这种关系在不同时

代、不同国家、不同作曲家中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对音

乐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西方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后世的许多音

乐家与宗教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虔诚基督新教徒的约翰·塞巴斯蒂

安·巴赫，认为音乐是 “赞颂上帝的和谐声音”①，可以说其一生创作都是这种

观念的体现。亨德尔在作完清唱剧 《弥赛亚》中的 “哈利路亚”合唱后泪如泉

涌，并且说：“我确实认为我实实在在地看见整个天国就在我面前，我看见了伟

大的上帝本人。”②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曲家海顿曾说道：“想到上帝时，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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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欢乐而跳跃，我情不自禁地让我的音乐也欢欣跳跃。”①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

枚举，后来的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柏辽兹、李斯

特、勃拉姆斯、古诺、罗西尼、多尼采蒂、布鲁克纳、圣桑、福列等等，都毫无

例外地创作了宗教题材或宗教体裁的作品。西方文化中音乐和宗教的密切关系由

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宗教角度来研究西方音乐，考察作曲家及他们的创作是十

分有必要的。

具体到个别的作曲家，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各有不同，也有一些作曲家完

全不受宗教的影响。就勋伯格来说，他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勋伯格出身

于奥地利犹太家庭，青年时期接受基督教洗礼，１９３３年又重新皈依犹太教。勋
伯格的宗教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是反映其创作及作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

勋伯格对艺术的态度本身就带有着某种宗教情感。勋伯格在思想上认定自己

是 “上帝所拣选的人”②，肩负着寻找艺术永恒真理的使命。他勇敢地开创了无调

性和十二音作曲法，开创了２０世纪作曲的新天地。我们从已经出版的勋伯格的信
件和相关传记中，可以看出宗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勋伯格大量的宗教性作品更是宗

教影响的鲜明例证。勋伯格中后期的声乐合唱作品中，有将近一半是采用宗教题材

创作的。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勋伯格几乎只创作宗教主题的作品。根据现有的

材料来看，勋伯格至少有一部清唱剧、两部歌剧、一部弦乐四重奏、三部声乐独

唱、十一部合唱作品具有宗教性特点。清唱剧 《雅各的天梯》 （Ｊａｃｏｂ＇ｓＬａｄｄｅｒ）
和歌剧 《摩西与亚伦》（ＭｏｓｅｓａｎｄＡｒｏｎ）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大型作品。

因此，对于这样一位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作曲家，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其人其

乐，我们就必须深入探究作曲家思想深处的宗教信仰问题。通过研究勋伯格的宗

教思想，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勋伯格，更好地理解他的音乐。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勋伯格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２０世纪初叶。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对
勋伯格的研究，包括对其宗教思想的研究，逐渐开始全面深化。研究著述涉及其

生平、音乐创作风格、技法和美学观念等多种方面。《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

典》中，所列的有关勋伯格的英德文专著和论文集有１５０余部，各种论文更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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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ｔｅｉｎ， “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ｓＢｉｂｌ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ｉｎ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ｕｎｄｓｅｉｎＧｏｔｔ，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２００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Ｃｅｎｔｅｒ５／２００３，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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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２６０余篇。此外，勋伯格本人被结集出版的大量论文、评论和演讲词，勋伯格
的音乐理论专著，以及勋伯格与学生和朋友等的通信集都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

第一手资料。

对勋伯格的宗教思想和音乐的专项研究，最初集中在勋伯格宗教题材的音乐

作品。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相继有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宗教题材作品的成果问
世。其中，以色列音乐学家彼得·格拉登维茨 （ＰＧｒａｄｅｎｗｉｔｚ）① 的文章 《勋伯

格的宗教作品》 （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ｓｒｅｌｉｇｉｓｅＷｅｒｋｅ）② 首次较为详尽地对勋伯格的大部
分宗教性作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勋伯格的音乐与宗教关系的研
究得到展开。１９７６年，美籍犹太裔音乐学家亚历山大·Ｌ林格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Ｌ．
Ｒｉｎｇｅｒ）撰写的文章 《阿诺尔德·勋伯格和音乐中的先知观念》（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
ｂｅｒｇ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ｉｎＭｕｓｉｃ），深入阐述了勋伯格在音乐中的创新与其自
我意象中源于犹太教的先知观念的联系。１９８４年，米夏埃尔·梅克尔曼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Ｍｃｋｅｌｍａｎ）出版专著 《勋伯格与犹太教：１９２１年以后作曲家对宗教、民
族和政治地位的认识》（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ｕｎｄｄａｓＪｕｄｅｎｔｕｍ：ｄｅｒｋｏｍｐｏｎｉｓｔｕｎｄｓｅ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ｓ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ｎａｃｈ１９２１）。此外，１９８５年，美
国音乐学者帕梅拉·Ｃ怀特 （ＰａｍｅｌａＣ．Ｗｈｉｔｅ）的 《勋伯格和上帝观念：歌剧

〈摩西与亚伦〉》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Ｇｏｄ－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ＭｏｓｅｓｕｎｄＡｒｏｎ）专著问
世。尽管这是一部以歌剧 《摩西与亚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是书中的第二

章深入阐述了包括勋伯格早期宗教思想的发展、勋伯格所处的文化环境、表现主

义和神秘主义影响以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勋伯格与犹太教的关系等方面内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有两部着重从犹太身份角度考察勋伯格思想和创作的专

著问世。一部是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 《阿诺尔德·勋伯格：作为犹太人的作曲家》

（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ａｓＪｅｗ），由美籍犹太裔学者亚历山大·Ｌ林格
集结自己在将近１５年来发表的论文而成。分别从多个层面阐述了犹太身份对作
曲家勋伯格的影响。另一部是美国音乐学者布卢玛·戈尔德施泰因 （Ｂｌｕｍａ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２年出版的 《重塑摩西：欧洲旷野中的海涅、卡夫卡、弗洛伊德和勋

伯格》（Ｒｅｉｎ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Ｍｏｓｅｓ：Ｈｅｉｎｅ，Ｋａｆｋａ，Ｆｒｅｕｄ，ａｎ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尽管对勋伯格的论述只占本书的一部分，但文中较深入地对勋伯格
与犹太教关系做了剖析，挖掘了勋伯格与摩西这一特定形象内涵的契合关系。

进入２１世纪，对勋伯格的宗教和音乐研究又掀起新的热潮。２０００年，由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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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彼得·格拉登维茨，著名犹太裔音乐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约翰·施塔米茨》、《以

色列音乐：从圣经时代至现代》、《社交圈中的文学与音乐》等。

１９５９年发表。１９６０年译为英文版，发表于 《音乐评论》（ＴｈｅＭｕｓｉｃＲｅｖｉｅｗ）期刊中。



洛特·Ｍ·克罗斯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ＭＣｒｏｓｓ）和拉塞尔·Ａ·伯曼 （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Ｂｅｒ
ｍａｎ）编辑的论文集 《阿诺尔德·勋伯格作品中的政治和宗教观念》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ｄ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出版。文集中的论文涉及近
１０部勋伯格的宗教性作品，这些文章深入作品的文本和创作背景来剖析隐藏其
中的宗教内涵，只可惜并非其中的所有文章都能做到理论叙述与音乐本体分析相

结合。２００１年新版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 （ＴｈｅＮｅｗＧｒｏ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ｉａｎ），英国音乐学家奥利弗·Ｗ·内伯尔 （ＯＷ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在
其撰写的关于勋伯格的条目中，辟出单独部分阐述作曲家的个性和信仰，并简明

扼要地勾勒出勋伯格的宗教信仰道路。２００２年６月，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 “勋

伯格中心”（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Ｃｅｎｔｅｒ）举办了题为 “勋伯格和他的上帝” （Ａｒ
ｎｏｌｄ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ｕｎｄＳｅｉｎＧｏｔｔ）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上提交的２１篇论文于２００３
年结集出版，文章分别对勋伯格的 “圣经之路”、勋伯格遭遇的反犹事件、勋伯

格宗教思想中的犹太身份和历史意识、勋伯格作品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

分析。

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笔者除梅克尔曼的德语专著 《勋伯格与犹太教：１９２１
年以后作曲家对宗教、民族和政治地位的认识》未收集到之外，其他都成为本书

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是：《勋伯格的宗教作品》 《阿诺尔德·勋伯格和音乐中

的先知观念》《勋伯格和上帝观念：歌剧 〈摩西与亚伦〉》《阿诺尔德·勋伯格：

作为犹太人的作曲家》《重塑摩西：欧洲旷野中的海涅、卡夫卡、弗洛伊德和勋

伯格》《阿诺尔德·勋伯格作品中的政治和宗教观念》《勋伯格和他的上帝》以

及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勋伯格条目。此外，笔者还收集到论文中

所涉及的勋伯格作品的全部乐谱和音乐音响资料。

国内关于勋伯格的宗教思想研究较少。截至目前只看到一篇汪启璋所写的关

于勋伯格的歌剧 《摩西与亚伦》的介绍性文章，以及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所做的有关 《摩西与亚伦》的论文。但是，与勋伯格相关的研究却有许多篇论

文和译文发表，内容主要涉及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和十二音作曲法和理论研究、

表现主义音乐美学和对个别作品的分析。特别是近年在国内的几所重点音乐院校

中，有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选择与勋伯格相关的研究课题。如中央音乐学院硕

士研究生李宁宁翻译的 《勋伯格论作曲家》（节选自勋伯格的论文集 《风格与思

想》）；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楠的毕业论文 《论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音乐

创作》；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刘颖的毕业论文 《勋伯格的表现主义音乐及其

美学观》；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丽君的毕业论文 《从 〈升华之夜〉看标题

音乐与纯音乐的交融》；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周焰的毕业论文 《阿诺尔德·

勋伯格的音乐思想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班丽霞的毕业论文 《勋伯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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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主义音乐与视觉艺术之关系研究》等等。此外在一些有关西方音乐史和

２０世纪音乐的论著和译著中，都有专门章节对勋伯格及其音乐创作的论述。
国内对西方音乐文化和宗教关系的研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逐渐受到关

注。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 《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和外国

音乐研究室举办了 “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读书会。此后陆续有相关论

文开始发表，至今已有２０余篇文章见于音乐期刊中。内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探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二是宗教体裁研究。在这些成果中，未见侧重研究

作曲家的宗教思想对创作影响的文章，未见有关勋伯格的宗教思想或探讨作品中

的宗教性的研究文章。

从上述的研究现状中可以看出，国外对勋伯格的宗教和音乐的研究已经受到

较大的关注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大量的外文资料都是本书重要、必不可少

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很多问题还有待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例如，至今为

止，还没有一部全面论述勋伯格宗教思想的专著，有关他的宗教思想对音乐创作

影响的论述还显得薄弱，在讲到勋伯格的宗教思想和他的音乐作品时，如何将这

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诸如此类的资料都十分少见。这些，都为今后的继续研究

留下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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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勋伯格的宗教信仰发展道路

勋伯格一生宗教信仰的形式常有改变，出生于犹太后裔家庭，青年转信新

教，后来又重新皈依犹太教。然而与生俱来的宗教冲动似乎从未离开过他。这种

冲动影响到他整个的精神生活和思维，并且成为他一生创造性音乐创作之旅中的

有力支撑。

第一节　幼年时期的家庭背景

生活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的境遇，可以说是文化研究中一个独特的现

象：公元７０年，罗马人焚毁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公元１３５年，犹太人被赶
出耶路撒冷，失去祖国后的犹太人，开始了将近两千年的大流散历史。然而这个

四处流浪的民族，却为西方世界做出许许多多贡献。在近现代的重大革新事件中

往往有犹太人冲锋在前，对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①：海涅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ｅ，
１７９７—１８５６）、马克思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塞尚 （ＰａｕｌＣｅｚａｎｎｅ，１８３９—
１９０６）、弗洛伊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②、胡塞尔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
１８５９—１９３８）③、柏格森 （Ｈｅｎｒｉ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８５９—１９４１）④、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１８７４—１９４５）⑤、爱因斯坦 （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毕加索 （ＰａｂｌｏＰｉｃａｓｓｏ，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下列举的人名按出生年代排序。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奥地利犹太人，著作有 《梦的解析》《创作家与白日梦》等。

哲学家，德国犹太人，著作有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等。

２０世纪非理性哲学代表，法国犹太人，著作有 《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等。
德国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德国犹太人，著作有 《符号形式的哲学》《符号、神

话和文化》等。



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卡夫卡 （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１８８３—１９２４）①、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ｎｇＷｉｔｔ
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９—１９５１）②，以及音乐界的梅耶贝尔 （Ｇｉａｃｏｍｏ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１７９１—
１８６４）、门德尔松 （Ｆｅｌｉｘ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ｙ，１８０９—１８４７）、奥芬巴赫 （Ｊａｃ
ｑｕｅｓＯｆｆｅｎｂａｃｈ，１８１９—１８８０）、马勒 （ＧｕｓｔａｖＭａｈｌｅｒ，１８６０—１９１１）、杜卡 （Ｐａｕｌ
Ｄｕｋａｓ，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布鲁赫 （ＥｒｎｅｓｔＢｌｏｃｈ，１８８０—１９５９）、米约 （ＤａｒｉｕｓＭｉｌ
ｈａｕｄ，１８９２—１９７４）、格什温 （ＧｅｏｒｇｅＧｅｒｓｈｗｉｎ，１８９８—１９３７）、科普兰 （Ａａｒｏｎ
Ｃｏｐｌａｎｄ，１９００—１９９０）、伯恩斯坦 （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１８—１９９０）……当然还
应包括本文的主人公阿诺尔德·勋伯格。犹太人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几乎体现在各

个方面，甚至有人惊呼 “西方世界已经被犹太化了”③。

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宗教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犹太人认为自己生来就与众

不同，是上帝拣选他们作为 “上帝的子民”。《圣经·申命记》中摩西对族人说：

“因为你归耶和华④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

自己的子民。”⑤ 然而犹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却并没有享受多少选民的荣耀，反

倒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尽管如此，犹太人并未因此动摇对上帝的信奉，而是

将这些现世的苦难归为犹太民族对上帝悖逆的结果。这些观念反映出犹太人对现

世生活的一种神学观点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中，犹太民族已形成一个历史传统，

他们可以信手拈来地从犹太教传统教义中寻求对现实生活进行解释的答案，对现

世生活的神学认知已经成为犹太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传统方式。

一、勋伯格的父母

现有的材料中，关于勋伯格父母的记载很少，勋伯格本人也几乎没谈论过他

的家庭出身，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极少的信息。阿诺尔德·勋伯格的父母于１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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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表现主义小说家，奥地利犹太人。

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犹太人。

转引自刘洪一 《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６页。
耶和华是基督教中上帝的名称。它源自希伯来文上帝名称ＹＨＷＨ，它只有书写形式，

没有发音方式。中世纪基督教学者在学习 《圣经》的希伯来文本时，为诵读方便，在 ＹＨＷＨ
中加入一些元音，从而将此词变成Ｊｅｈｏｖａｈ，即中文译本中的耶和华。近代学者多认为这是对
ＹＨＷＨ的误读，汉语应译作雅赫维。但由于耶和华这一名称已经约定俗成，因此中国基督教
仍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而在犹太教中则多采用雅赫维这个名字。参见黄陵渝 《犹太教学》，

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７页。另参见王志远主编 《基督教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２页。
见 《圣经·申命记》７：６。本文有关 《圣经》的引文，均采用中文版 《新旧约全

书》，作注时只注明具体篇名和章节。



世纪中叶来到维也纳，属于阿什肯那齐系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ｍ）犹太人。① 父亲萨穆埃
尔·勋伯格 （Ｓａｍｕｅ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１８３８—１８９０）来自普雷斯堡 （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ｇ②）的
犹太家庭。母亲鲍里娜 （Ｐａｕｌｉｎｅ，１８４８—１９２１），娘家姓纳霍德 （Ｎａｃｈｏｄ），来
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古老的犹太家庭，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曾出任当地重要的

犹太教会堂③的赞礼员④。勋伯格的父亲做学徒并最终买了一间鞋店，靠着经营

这间小店供养着一家的生活，直到１８８９年去世。尽管勋伯格的父母都来自传统
的犹太教家庭，但对于信仰的认识却有所差别。按照勋伯格的舅舅弗里茨·纳霍

德 （ＦｒｉｔｚＮａｃｈｏｄ）所说，父亲萨穆埃尔是一个 “理想主义式的自由思想者”⑤，

这可能是一种对世俗化犹太人的比较委婉的说法。而母亲鲍里娜则敬虔地遵行着

犹太教的教规⑥。勋伯格就出生在这种具有一定混合性的信仰环境中。由此可以

推测，勋伯格的成长期间可能一直伴随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怀疑论两种思想的

碰撞。

８

勋伯格的音乐创作：观念与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指德系犹太人。原指莱茵河流域的，后包括德国、法国北部、北欧、波兰、立陶宛、

俄国等地的犹太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 （西班牙系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并称三大系犹太人。

参见周燮藩主编 《犹太教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页。
今称布拉迪斯拉发 （Ｂｒａｔｉｓｌａｖａ），是斯洛伐克的首都。
犹太教会堂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是犹太人的公共祈祷、慈善、文娱活动和研读经书的场所。

黄陵渝：《犹太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０页。
赞礼员 （Ｈａｚｚａｎ）是犹太教会堂负责掌握礼仪程序并主管会堂音乐的人。详见周燮藩

主编 《犹太教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５１页。
ＰａｍｅｌａＣＷｈｉｔ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Ｇｏｄ－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ＭｏｓｅｓｕｎｄＡｒｏｎ，ＡｎｎＡｒｂｏｒ，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Ｍ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５１
有关勋伯格母亲的信仰，在文献中有些不同说法。例如施图肯什密特１９５９年写作的

《勋伯格传》（ＨＨＳｔｕｃｋ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ｔｒａｎｓＥＴｅｍｐｌｅａｎｄＨＳｅａｒｌｅ，Ｗｅｓｔ
ｐｏｒ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１１０）中，谈到勋伯格幼年时受母亲影响信仰天主教。但是
施图肯什密特１９７７年出版的 《勋伯格：其人其作》（ＨＨＳｔｕｃｋ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
Ｈｉｓ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Ｗ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ＨＳｅａｒｌ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ｃｈｉｒｍｅｒ，１９７７）中，却推翻了自己过
去的观点 （参见 ＰａｍｅｌａＣＷｈｉｔ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Ｇｏｄ－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ＭｏｓｅｓｕｎｄＡｒｏ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Ｍ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５１），称勋伯格的母亲为虔诚的犹太教徒。另
外，近年来的研究也大多认为勋伯格母亲为犹太教徒。例如，美籍犹太音乐学家亚历山

大·Ｌ林格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ＬＲｉｎｇｅｒ，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ａｓＪｅｗ，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０）及美国音乐学家帕米拉·Ｃ怀特 （ＰａｍｅｌａＣＷｈｉｔ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Ｇｏｄ－ｉｄｅ
ａ：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ＭｏｓｅｓｕｎｄＡｒｏｎ，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Ｍ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都如是说。
２００１年新版的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 （Ｏ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ｒｎｏｌｄ”，ｉｎ
ＴｈｅＮｅｗＧｒｏ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ｅｄＳＳａｄｉ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１，Ｖｏｌ２２）则称勋伯格成长在正统的犹太教信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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