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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简介

主要作品

（1）歌剧：《普罗米修斯》《佩内洛普》

（2）戏剧配乐：《夏洛克》《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3）管弦乐曲：《帕凡舞曲》《洋娃娃组曲》《假面

剧与贝加莫舞曲》

（4）室内乐：钢琴四重奏两首、钢琴五重奏两首、钢

琴三重奏两首、弦乐四重奏两首、小提琴奏鸣曲一首、大提

琴奏鸣曲两首

（5）钢琴曲：前奏曲九首、叙事曲一首、即兴曲五首、

夜曲十三首、船歌等十三首

（6）钢琴与乐队：《叙事曲》《幻想曲》

（7）教堂音乐：《安魂弥撒曲》

（8）歌曲四首：《梦后》《月光》《摇篮》《相遇》

（9）声乐套曲四首：《美好的歌曲》《夏娃之歌》《关

闭的花园》《幻景》

生平简介

加布里埃尔 · 福雷Gabriel Fauré（1845—1924年），法

国作曲家、钢琴家及音乐教育家。他的创作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间，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了法国浪漫主

义音乐向近代音乐的完美过渡。

1845 年福雷出生于法国南部的 Pamiers，童年时代他的

音乐天赋便被父亲发现，九岁起被送到巴黎一所新建立的教

会音乐学校（Ecole de Musique Classique et Religieuse）学习

教堂音乐（单声圣歌、管风琴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

那些高贵的圣咏慢慢渗透进他的血液，这个时期的学习为福

雷以后的音乐风格的塑造与优美和声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由于福雷成绩优异，他得以免费学习 11 年。

在成为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1835—1921年）的

得意门生后，圣桑为福雷介绍当代音乐家，包括门德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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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这些显然都不是教会学校教学

大纲所规定的，福雷因此得以了解浪漫派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1866 年，福雷毕业后先后在若干个教堂担任管风琴手，

这期间，他还在曾就读的教会音乐学校教作曲课。

1877年至1896年，福雷任巴黎玛德莲娜教堂的合唱指挥。

1896 年，福雷任巴黎音乐学院教授。

圣桑是福雷的老师，福雷是拉威尔的老师。1905 年他

担任巴黎音乐学院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福雷实现了意义

深远的改革，培养了莫里斯 · 拉威尔（Maurice Ravel）、乔

治 · 埃涅斯库（Georges Enescu）和纳迪亚 · 布朗热（Nadia 

Boulanger）、夏尔 · 凯什兰（Charles Koechlin）、让 · 罗歇—

迪卡斯（Jean Roger-Ducasse）、奥利维 · 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等大批很有潜质的学生。

法国人说：他是真正典型的巴黎人。意思是福雷是那个

时代典型的巴黎艺术家，他敏感、文雅、有文化、明事理、

高尚，他总是以一种高雅的方式和保持艺术性完整的方法来

创作这些小型乐曲，他的这些作品具有“古希腊”的安详、

均衡的美。福雷 50 岁左右时，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经常

应邀出席一些盛大的沙龙聚会，诸如圣 · 玛茜克丝夫人和埃

德蒙 · 保利雅公主举行的聚会，这些聚会热衷于新潮艺术和

时尚。

1903 年到 1921 年，福雷任《费加罗报》（Le Figaro）

的音乐批评家。对于这个职位他似乎没有太多的热情，他主

要是想利用这份工作来遣散自己内心的痛楚，因为他不是一

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天生的仁慈与宽宏又总使他看到事物的

积极方面，不懂得花言巧语。当他不喜欢一首作品时，他会

保持缄默，因此他的批评言辞显得不太犀利，毫无光彩。但

是他的评论仍然对当时法国音乐社会气氛的形成起了相当大

的作用。

福雷毕生致力于发展法国民族音乐，他是法国民族音乐

协会（Societe Nationale de Musique）的创办者和领导者之一。

1909 年，福雷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22 年被授予

最高法国“骑士勋章”。

晚年，由于耳疾日益严重，福雷最后甚至完全听不见自己

的音乐。1924 年 11月 4日，福雷病逝于巴黎。

福雷故居 

154，Boulevard Malesherbes Paris 1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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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征

福雷深厚的和声理论知识与他在旋律上的创新相辅相

成。其作品结构严谨，织体精妙，简朴中又体现着丰富的

和声，每一个音符都经过再三的斟酌和推敲，达到完美的

均衡。感情流畅含蓄，意义深远，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

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浓郁的法国特征，遥远、平静且

亲密的旋律配以近代音乐和声，热情阳刚与精致优雅紧密

相连。

其钢琴作品的体裁丰富多样：即兴曲、前奏曲、华尔

兹、船歌、夜曲、叙事曲，但是无一例外都弥散出撩人的

风情，洋溢着健康的意趣。作为地道的法国人，福雷有真

正的法国味，听他的钢琴音乐所产生的恍惚，无异于端详

雷诺阿的画。

福雷的这些作品，也时常会让我们想起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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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

序  曲

迷样的高贵气质，轻快、流畅、洗练。

叙事曲

这一体裁形式需要用无词的语言来表达音乐内容，由于

叙事曲与诗歌、文学的密切联系，诗歌、文学内容的史诗性、

戏剧性需要通过这一新的体裁形式去表达。

即兴曲

琶音犹如马赛克一般把音乐分割开来，伴奏以切分的形式

填充了旋律间的缝隙，两手为表达一个主题或一段音乐的流动

相互交替、填充。冲破固有规则的漫不经心及透露出那种随意

而为的风度与幻想的延伸感。

夜  曲

这一体裁并不一定与夜晚密切联系，而是要捕捉一种“寂

静中的浪漫情怀，阴郁里的热情”，不要有太强的纠结感，淡

化强度和力度，如清风荡漾，以恬静、平和的形式去处理那些

细腻而复杂的情绪变化，使乐思婉转悠长。

船  歌

平易优美、饱含诗意。伴奏部分的和弦节奏明朗，线条

绵延不间断，如水之流动，节奏比较宽松、带有荡漾感，但又

张弛适度不散乱，充满律动感。

悲  歌

无边无际无法摆脱的悲伤，内心的孤独与悲愁，音乐如

潮水般自然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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