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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格的生平与音乐观简述

夫阿萨菲耶

①《我的初次成就》是格里格的自传式的评论。 原注

⋯⋯格里格能够一开始就征服而且永远征服俄罗斯人的心。

他的音乐渗透着迷人的忧郁，反映着挪威自然的美，忽而是宏伟、

宽广，忽而是黯淡、朴素与平凡，但对北方人永远是无限地诱人；其

中有一种接近于我们的，亲切的，在我们心中很快可以找到热烈同

情的反应的东西⋯⋯

柴科夫斯基

为人，则以他自己在引人入胜的自我评论《我的初次成就》

作曲家格里格最详尽的传记是他的作品。至于说到格里格的

中说

但是，对格里格

的不错。尽管简洁，但仍不失为一种非常可靠的生活描写。其中主

要是关于天才的成熟与培养、关于童年与青年时代、关于在莱比锡

音乐院学习的叙述。这里有理解他的个性与活动的重要特点的关

键。柴科夫斯基也曾对格里格作过敏锐的阐述

的生活所作的比较详尽的文献性的描写，我认为，在国外到现在还

②柴科夫斯基有关格里格的材料，转载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短评与随

笔》 年）一书中。此外，当时所有一般关于格里格的材料全被收集在

）的小册子《俄罗斯与外国作曲家列传》中的爱德芬杰增（

格里格部分。华 年）但是，特别要提到：在杂志《艺术世界》

号）中载有格里格的很重要的论文《莫扎特对我们时代的意义》的年，

原注译文，从作曲和对音乐的观点上看都是很重要的。

，



爱德华 格里格 年

没有出现过。有些传记非常不精确，并充满词意未尽和自相矛盾

的地方；而一般的只是重复着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实。格里格的书

信发表的也很少。说什么他的音乐是太不合时宜（对西欧资产阶

级说），充满人情味与人道主义，因此创作这种音乐的人也可能被

人忘记⋯⋯

因而在本文中就不得不限于叙述作曲家的生活中的最重大的

细节，说得更正确些，他的生活的轮廓，而且是以格里格还活着的

时候以及他死后最初几年中所形成而固定的观点为依据的。

月

历山大

日生于卑尔根。他的父亲亚

格里格是英国领事和商人。母亲出自哈格路普名门（格

哈格路普也属于这一支，是他的表妹），颇具音里格的妻子尼娜

布尔赏识了这位十五岁青年的音乐才能与

乐才能，按照已有的材料来说，她也是一个非凡的钢琴家。她把自

己对莫扎特的崇拜传给了儿子，循循善诱着他的天才；同时又以严

格的专业管教来训练他的才干，这当然引起了男孩子的不满。《德

国主题钢琴变奏曲》是格里格的音乐创作的初期尝试之一。著名

的挪威小提琴家奥列

作品，并为格里格的生动而丰富的想象所吸引后，说服格里格的双

亲，必须送他们的儿子去莱比锡进音乐院。他们没有反对，格里格

很快就在音乐殿堂里出现，但这时他就初次在生活中感受到对祖

国的眷念。

菲迪南

这位青年很快就对该校的教师与教学感到了失望。他生性倾

向于浪漫派的杰出人物肖邦与舒曼，而在音乐院却笼罩着对折衷

路线的崇拜，即对被看作是学院式的门德尔松的崇拜。只有通过

钢琴家爱恩斯特 汶捷尔（舒曼之友）和杰出的理论家莫

豪普曼，格里格才遇上了为发展他的天才所必需的教师。里茨

我认为格里格本人给他的传记作者以机会来夸大莱比锡音乐院生

活对他所起的否定作用。他那热烈的想像力图挣脱羁绊，这是可

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如果客观地细看一下实际情况与教学的质



诺德拉克给予格里

的指路明灯

汉森（

量，就不得不承认，格里格当时所处的环境对“写作自由”已经完全

不是那么严格限制，而他在音乐院获益的不仅限于技术与专业的

科目而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主要是他感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

重要性。总之，当他回到祖国时（

强大气息，并作为一个道地的外省人了解了在艺术上精神视野的

年毕业于音乐院），已是一个

受过欧洲教育的年轻的狂热者，他准备为高度的文化而斗争。

加德（

哥本哈根是当时斯坎的那维亚音乐生活的中心，格里格曾迁

到那里居住。在这里他会见了丹麦作曲家尼尔斯

斯坎的那维亚音乐中浪漫主义民族学派的领袖，

尽管加德在这方面的观点和趣味极其平庸。格里格之所以在心中

深深激起对民粹主义的浪漫派倾向的觉醒，首先还得归功于自己

奥列 布尔布尔，在他们一道游历挪威时，奥列

曾对这位青年朋友讲述农民艺术（不论是生活中和古代文献中的，

还是直接口头传说中的）的思想与美。挪威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烈

维护者、格里格的同庚、青年作曲家里卡尔德

说什么如

格以很大影响。但是不应只从诺德拉克的早死以及他那大有希望

发展的事实作出他的天才超过格里格的结论，同时把格里格音乐

中那些挪威人民的特点也几乎都归到这个根源上去

果说诺德拉克没有大作曲家的禀赋，就没有格里格。我们看到，连

德彪西为了讽刺格里格也搭上了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

格里格和诺德拉克在哥本哈根与丹麦作曲家霍尔涅曼

，格里格在莱比锡音乐院的同学）以及风琴家兼作曲

玛梯森家，也是丹麦人的哥特弗列德 ）一起

筹建了音乐会机构北欧音乐社（它存在了三年之久），其目的在于

推广青年革新作家们的作品。格里格自己的钢琴《幽默曲》（作品第

阿萨菲耶夫选集。谈到

①德彪西关于格里格在优点方面的意见，阿萨菲耶夫在后面的专论中将



紧密合作创办了音乐社，这是一个器乐家和声

。

号）正是献给诺德拉克的，其中几乎是首次听到作者的音乐中那

种新鲜而独特的色彩和特殊的音调进行。在“北欧音乐社”的一群

战友中，格里格觉得自己是比较坚定的、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同时

他的个性特点也更巩固了

号）、第一小提琴在哥本哈根期间写成了钢琴奏鸣曲（作品第

号）、序曲《秋》（作品第奏鸣曲（作品第 号）以及一些交响乐的片

段，这些片段的一部分曾用到四手联弹的钢琴曲《交响小品》中。诺

德拉克在 年逝世，格里格创作了出色的葬礼进行曲来纪念他。

年秋开始了格里格生活中的新阶段。在赫里斯梯亚尼亚

奖金获得者的身份到过罗马〔

会见对他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就在

（即今奥斯陆）八年的活动是最紧张的。（这些年，格里格曾以国家

，其间与李斯特的友谊

年秋，格里格首次在同胞

年

们的面前举行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的成绩促使格里

格作为一个指挥家负起了领导爱乐社音乐会的职责（直至

春）。格里格不仅力图使挪威首都的社会去认识古典音乐家的杰

作，而且也使他们熟悉那时的当代音乐的成果（舒曼、李斯特、瓦格

纳）以及斯坎的那维亚青年作家的作品。格里格又与作曲家斯汶

德森（

乐家的演奏联盟。在刊物中格里格和斯汶德森的名字开始与杰出

的艺术家们并列，其中有俾央生和易卜生，他们“互相分工提高我

原注日他们结了婚。

月年哈格路普。提琴奏鸣曲。在哥本哈根格里格认识了表妹尼娜

大调小小调钢琴奏鸣曲和置了一座夏季避暑山庄，在这里短期内产生了

费徒生出于爱戴之心曾为他在滨海临近森林的地方布一个朋友贝尼亚敏

格里格早先的

坦堡一样，每天来往。”（参阅：

斯①“⋯⋯格里格和这些朋友，像和科洛列夫剧院的歌唱家尤里乌斯



来证明金特》所写的音乐（

①在这期间产生了：著名的钢琴协奏曲（ ，为独唱、女声合唱与乐队

的富于戏剧性的《在修道院门前》

们的精神生活”（录自挪威天才的音乐文学家格连伏尔德的论文，

他是《挪威音乐家》一书的作者，书中对克莱路尔夫、斯汶德森、奥

列 布尔和格里格等人都有描述）。

在赫里斯梯亚尼亚紧张工作的八年是格里格风格形成的最

重要的阶段。格里格是指挥家，实际上，他又是音乐上的社会“教

育家”，他鼓吹启蒙思想，使人赏识音乐；格里格和俾央生以及其

他挪威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们相互交往；格里格的创作才能不断

格；格里格处在与他的声乐作品的杰出演奏者（其妻尼娜

哈格路普）的密切交往中，创造了自己的如歌的抒情浪漫

所有这一切

都确定了这个时期是他从周围环境成功通过考验而达于“成熟毕

业”。格里格出色地通过了这个考验，这可由他在当时完成的创作

之冠 为《皮尔

不能忘记：格里格的成熟时期是在丹麦和挪威的精神生活（也

，朗诵和乐队《别尔格辽特》（戏剧《西

古尔 约萨尔法》的配乐与合唱和乐队演奏的北欧史诗《返回祖国》，所有这

些都是采用俾央生的词；钢琴抒情曲第一集 号，因《抒情小品》，作品第

幻想的奔放、音调的新颖而驰名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歌剧片段《奥拉夫

里格瓦逊》（俾央生），根据俾央生而写成的歌曲。作为赫里斯梯亚尼亚生活中

的“春天”的结果是为易卜生的《皮尔

高峰，此后就开始了成熟阶段。

②在易卜生的书信集（

金特》音乐配置的

年

日 ）到

成熟

里格

曲这种室内乐风格；而且，格里格还是钢琴教师

日在赫里斯梯亚尼亚首次演出这个作品的《工作月

特

金特》所写的音乐，格里格天才形成的

原注

补充册德文版全集第

中，有着易卜生的《皮尔

年

纲要与不同的方案。从中可以找到自易卜生第一次请格里格写音乐（

月

格里格的信中第一次看到，当时是

的历史》过程。在易卜生的书信中提到格里格，还可以在戏剧家给作曲家的兄

弟唐 年 月 日，这还是属于格里

原注格生活的哥本哈根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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