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ϑ . ΧΕ ΝΤ . ΣΟΥΤ Η ΥΝΙς .(ΣΟΧΙΑΛ ΣΧΙΕ ΝΧΕ)
             

∂ ∉⊂� ��  → ∉ 1 � 

⁄⊕ ℘� ���� 

/ 跃出诗外0的辉煌 
) ) ) 5四个四重奏6的音乐学阐释 

李兰生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 ������ � 

摘要 � 5四个四重奏6是一部诗与乐完美结合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 � 艾略特的创作理念中早已预设了 / 四重奏0这一 

音乐学概念 ∀艾略特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 � 是借助复调 !对位 !和声 !变奏等音乐技法来建构的 ∀只有首先从音乐 

性主题结构和相关音乐技法切入 � 才能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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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 �音乐与诗歌原本是一 

家 ≈� ∀在西方 �希腊神话中的第九位女神缪斯 

� ↑ ∏  ⊕ � � 赐给音乐家作乐和诗人赋诗的灵感与天 

才 � 故/ 音乐� ⊆∏  ⊃ ℘ �0与/ 诗人� ↑ ∏  ⊕ 或 ⊆∏  ⊕�0 / 灵 

感0和/ 诗才0� ∪⊕ ⊆∏  ⊕ �在词源上的同构关系 � 已在 

这些英语词汇中凸显无余 ∀虽然音乐与诗歌的分化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 音乐以声音 !节奏 !和声 !调 

式等因素为物质材料构建其艺术个性 � 诗歌以语言 ! 

韵律 !格律 !意象等元素为本文元件成就其艺术特 

色 ≈� � 但是 � 两者之间固有的同源关系却并没有因此 

而消殒 ∀音乐家向诗人学习 � 在题材 !主题上从诗歌 

中借鉴和吸取营养 � 诗人问学于音乐家 � 在艺术风格 

和表现技巧上从音乐中获得灵感与养料 ≈� �这是古 

今中外文艺创作中屡见不鲜的事 ∀从艺术的共性来 

看 � 音乐与诗歌实在难舍难分 � 我们不妨也仿照古希 

腊诗人西摩尼得斯�≥⊃⊆∉∈⊃ ⊗ ⊕  ∉∅ ≤⊕∉ �的话说 �诗 

是能言的乐 � 乐是发声的诗 ∀ 

一  

在 �� 世纪英美诗坛 �× � ≥ �艾略特的5四个四 

重奏6�ƒ∉∏  ± ∏ ℑ  ⊕   �可以说是诗 !乐艺术特质完 

美结合的典范 ∀这部由四首独立诗篇组合而成的组 

诗 � 每首诗篇按照音乐的典型结构分为五个乐章 � 分 

别在 ���� ∗ ���� 年间写成 �5烧毁的诺顿6 � ′∏  ∈ 

→∉  ∉∈�完成于 ���� 年 � 5东库克村6� ∞ℑ ≤ ∉⊄⊕  � 

写于 ���� 年 � 5干枯的赛尔维吉斯6�× ∪⊕ ⁄ ∧ ≥ℑ ⊂√ℑ 2 

∩⊕  �和5小吉丁6� ← ⊃   ⊂⊕ ♣⊃ ⊗⊗ ⊃ ∈∩�分别在 ���� 年和 

���� 年脱稿 ∀ 据出版史料记载 �这四首诗篇以 

/ ƒ∉∏  ± ∏ℑ   ⊕   0的篇名集结在一起于 ���� 年在美 

国出版 � 但是 � 这种/ 四合一0在英国的首次面世还是 

在几年以后 � 出版者是由艾略特本人担任社长的费 

伯出版社 ∀ ���� 年 � 艾略特在写给友人约翰 # 海沃 

德�♠∉∪∈ ♦ ℑ∧⋅ℑ ⊗�的一封信中对这部组诗的篇名 

作了如下的解释 � 

, ,这些诗篇都是以某种固定的格式写成 �我 

对此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 / 四重奏0一词似乎恰恰能 

把人们引向理解这些作品的正确之途�而/ 奏鸣曲0 

毕竟太音乐化了� ∀在我看来 � 四重奏这一概念暗示 

着将三个或四个表面上不相关联的主题编织在一 

起 � 构成一部诗 � 这部/ 诗0之所以成功 � 就在于它能 

把这些主题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 ≈� ∀ 

毫无疑问 �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 

图 � 同时也确定了我们对这部作品进行/ 客观阐释0 

�∉ℜ ⊇ ⊕ ℘  ⊃ √⊕⊃ ∈ ⊕  ∠  ⊕  ℑ  ⊃ ∉∈�的出发点 ∀ 

有学者指出 � 艾略特之所以采用/ 四重奏0这一 

乐名来命名这部组诗 � 是受了贝多芬晚期四重奏音 

乐作品的启发 �而/ 这些作品也是他最喜爱的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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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艾略特的创作意念中有了/ 四重奏0这一音乐观 

念 � 那么 �他自然就会按照这种音乐体裁的/ 固定格 

式0来寻找诗与乐的最佳契合点 ∀ 与他的早期作品 

5荒原6相比 � 5四个四重奏6一扫从前晦涩的书卷气 � 

体现出从未有过的健朗 !透明 !清晰 !整齐和凝重 ∀ 

无论是抒情 !写景 � 还是叙事 !说理 � 遣词造句和布局 

谋篇都既有稳定的逻辑推演 �又能在篇章和句法的 

稳健行进中富于变化而不落迟滞 �在具体可感和错 

落有致的意象中体现出独到的空灵与抽象 ∀这种空 

灵与抽象不是诉诸纯理的思辩 �而是通过/ 道说存 

在0与/ 命名神圣0达到/ 思0/ 诗0/ 乐0的高度统一 ≈� ∀ 

这种艺术境界恰恰也是宏大的音乐作品�如贝多芬 

的弦乐四重奏�所力求实现的审美理想 ∀ 正是因为 

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着意追求统一中的变化和变 

化中的统一 �而四重奏这种音乐形式正好可以恰到 

好处地表现这种趣旨 �因此 �在解读这部作品时 �读 

者首先必须注意它在艺术结构上的特点和四重奏的 

音乐特色与相关技法 ∀这也正是艾略特指向读者的 

/ 有效阐释0�√ℑ ⊂ ⊃ ⊗⊃ ∈ ⊕  ∠ ⊕  ℑ  ⊃ ∉∈�之途 ∀ 

关于5四个四重奏6的艺术结构 �国内有学者作 

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这些探讨主要集中描述 

这部组诗主题发展的相关艺术运思轨迹 �揭示主题 

与主题之间的多重联系和变化 �对作品音乐构成上 

的许多不容忽视的特色还缺乏系统 !细致的跨学科 

研究 ≈� � 对该作品背后所蕴含的音乐动机还缺乏细 

致的审美把握 ∀故此 � 笔者以为 � 既然这部作品的艺 

术形式经过了艾略特的/ 精心设计0 �而且他的主观 

意图是要把作品的各种主题/ 组合成0一个相互关联 

相互阐发的/ 新的0有机/ 整体0 � 那么 � 他当然会充分 

调动自己在音乐艺术方面的知识积累 �也当然会把 

理性的思想光辉统一于感性的音乐表达之中 ∀应该 

说 � 艾略特是很熟悉复调�∠∉⊂∧∠∪∉∈∧� !对位�℘ ∉∏∈2 

 ⊕  ∠∉ ⊃ ∈ � !和声�∪ℑ ⊆∉∈∧� !变奏�√ℑ ⊃ ℑ  ⊃ ∉∈�等音乐 

技法的 �他对声音的感悟力也不亚于莫扎特 !贝多 

芬 !海顿 !巴托克这样的专业音乐大师 ∀ 

艾略特对声音的敏锐体悟表现在他常常把诗歌 

语言类比为一种声音流 ∀ 在 5诗歌的三种声音6 

� × ∪ ⊕⊕ ∂ ∉⊃ ℘ ⊕ ∉∅ °∉⊕   ∧ � �����这篇文章中 � 他认为 

人们在阅读诗歌时至少会/ 听到0三种不同的声音 � 

即作者沉思默想的声音 !作者对读者说话的声音与 

作品中的戏剧人物或主人公的声音 ≈� ∀ 这些声音如 

同乐句的音符 � 在诗行中形成交响和变奏 � 一齐指向 

作品的主题 ∀其实 � 一部诗作又何止这三种声音呢 � 

比如在第一种声音中 �作者的沉思默想本身就包含 

多种声音 � 其中既有作者独立的声部 �同时还有他� 

她引述其他诗人 !艺术家 !小说家 !哲学家 !神学家 

, ,的话语 � 另外还有一个声部是作者通过/ 创造性 

的误读0与改写其他作家的话语和有关经典作品�本 

国的和外国的 !属于共同文化语境的和跨文化语境 

的�而形成的混合声部 �这一声部很复杂 �引发的联 

想也异常丰富 �其/ 互文性�⊃ ∈ ⊕   ⊕¬ ∏ ℑ ⊂ ⊃  ∧�0成就了 

各种意象各种话语相互激荡相互生发的阔大的艺术 

空间 ∀实际上 �一首优秀的诗作就是由一些不同的 

词语通过诗人独到的/ 精心设计0 �相互作用产生声 

音共振而形成的动机� ⊆∉ ⊃ √⊕� !主题 !意象和意蕴的 

交响 ∀一流诗人把语言符号当做音符 �通过它们在 

不同的上下文中生发的种种联想与暗示 �用/ 诗0与 

/ 思0的灵感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技法将它们有机地组 

合起来 � 让它们/ 跃出诗外0获得/ 具有音乐型的声 

音0 � 这样 � 一首/ 音乐性的诗0就产生了 ≈� ∀ 

二 

在艾略特看来 �一首/ 音乐性的诗0应该是立体 

多面的 ∀一方面 �它需要借助音乐作品所特有的那 

种空灵但却是具体可感的音色 !音调与和声相组合 

的某些程式 � 另一方面 � 在主题结构上它必须体现音 

乐叙事的宏大与整一 �既有一脉贯通的主题呈现结 

构 � 又能在稳步行进的主题阐发中富于变化 ∀ 这些 

特色在5四个四重奏6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 

值得注意的是 �这部诗作具有一个完整的音乐 

性主题结构 �全诗由四首相对独立却又互相关联的 

作品组成 � 分别对应于四个地点�宅邸 !村庄 !海中群 

岩 !教堂� !四种节气�春 !夏 !秋 !冬� !四种元素�气 ! 

土 !水 !火�的空间 !时间和宇宙结构 � 然后 � 诗人按照 

四重奏的音乐形式把这四首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 

而每首诗又分为五个部分 � 相当于五个乐章 � 乐黛云 

先生认为这种结构套用了贝多芬的5 ϒ 小调四重 

奏6 ∀四重奏在音乐形式上是一种室内乐 � �� 世纪中 

叶在西方开始流行 ∀ 一般说来 �常见的四重奏作品 

有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四重奏两种 �前者由两把小提 

琴 !中提琴和大提琴组成 � 后者由钢琴 !小提琴 !中提 

琴和大提琴组成 ∀ 在5四个四重奏6中 �艾略特借用 

四重奏中常见的复调 !对位 !转调 !变奏等音乐技法 � 

以奏鸣曲式的发展方式沿着呈示 ψ 展开 ψ 变奏 ψ 再 

现的主题阐发程式 � 把作品的一系列动机 !主题和副 

部主题逐步推向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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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烧毁的诺顿6�′∏  ∈→∉  ∉∈�是5四个四重奏6 

组诗的第一首 ∀位于篇首的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 

克利特的两段引文 � 作为引子发展出两个动机 � ��上 

帝之道与众生之道 ���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同一 ∀ 

在这两个动机之下 �第一乐章/ 敲响0 了时间主题 ∀ 

作为这首诗的呈示部 �这一乐章在结构上分为三个 

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呈现时间主题 �并将时间 

切分为过去 !现在 !将来 � 第二部分��� ∗ �� 行�集中 

揭示/ 时间的过去0即记忆这一副部主题 �是第一部 

分的展开 � 第三部分��� ∗ �� 行�重返时间主题 � 短短 

三行诗句与第一部分的开头形成回旋 �以明朗的旋 

律揭示过去 !将来与现在的关系 ∀ 第二乐章在过去 

与将来这一时间维度上展开 � 变奏出动之静 !用时间 

征服时间和超时间性/ 醒悟0主题 ∀这一乐章也分为 

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采用意象派手法描 

述过去的经验与现实的关联 � / 蓝宝石0/ 石莲花0/ 旧 

伤疤0/ 猎犬0 / 野猪0 / 模式0 / 星星0这些空灵的意象 

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 �第二部分��� ∗ �� 行�以 

明快的曲调奏出了思辨性很强的哲性主题 � 在/ 既有 

舞蹈又没有舞蹈0的动之静点上 � 灵与肉 !动与静 !上 

升与下降 !有方向与没有方向 !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矛 

盾被消解 � 第三部分��� ∗ �� 行�首先指出了人在神 

的关照下摆脱世俗羁绊的精神自由之旅 �然后回到 

过去与将来的时间主题 �最后以时间征服时间和超 

时间性的/ 醒悟0主题作结 ∀ 第三乐章分为两部分 � 

主要探讨沉入黑暗的路�向下的路� � 第一部分��� ∗ 

��� 行�描述了/ 时前时后0那个没有/ 黑暗0的/ 叽叽 

喳喳的混乱的世界0 � 第二部分���� ∗ ��� 行�与篇首 

引文引出的第二个动机相呼应 �揭示出向下走入那 

没有/ 感性0 !没有/ 幻想0 !没有/ 精神0的/ 永远孤独 

的世界0 � 这两个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四乐章 

���� ∗ ��� 行�是一个短小的诗章 �它承续黑暗与动 

之静的主题 � 在死亡�乌云 !铁线莲 !冷冰冰 !紫杉�和 

光明�向日葵 !太阳�的诸意象中构成物化世界之短 

暂与精神世界之永恒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变奏与照 

应 ∀第五乐章也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展示语言 !音乐与时间 !动与静 !有限与无限 !生 

与死 !开始与结束 !世俗之言与上帝之道的辩证关 

系 �进而拈出永恒之动有赖于永恒之静的形式这一 

主题 � 第二部分���� ∗ ��� 行�继续延伸静之动的哲 

性主题 �在此基础上引出向上之路亦即超越世俗之 

欲 !进入无限与无欲之境 !领受上帝之爱这一宗教性 

主题 �最后八行以变奏的形式部分回归到第一乐章 

的现实与记忆主题 ∀ 

5东库克村6�∞ℑ ≤∉⊄⊕  �的第一乐章分为四个 

部分 � 在这里 � 艾略特用写景 !抒情 !议论/ 三合一0的 

笔调咏叹时间的流动不拘与世事的沧桑 �第一部分 

�� ∗ �� 行�的开头一句/ 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 

之时0 ≈�� � 与5烧毁的诺顿6第五乐章中的/ , ,终止 

先于开端 � � 终止和开端经常在那儿 � 在开端之前 � 

终止之后 ∀ 0形成回旋与变奏 �在这个带有支配性功 

能的主题之下 �一座座房屋的建起与倒塌这一动感 

意象 � 揭示出万物/ 生死有期0的本体论蕴涵 � 第二部 

分��� ∗ �� 行�继续将/ 开始0与/ 结束0的主题展开到 

夏日黄昏的旷野 �为稍后诗人在想象中缅怀故人的 

幽思作铺垫 � 第三部分��� ∗ �� 行�主要展示诗人的 

想象 � 夏日的午夜 � 东库克村的乡亲们随着音乐节奏 

围着篝火翩翩起舞 �他们舞蹈的节奏与时间的流逝 

揭示出尘世生命的兴衰嬗变 �第四部分��� ∗ �� 行� 

写一天的结束和另一天的开始 �这里 � / 东方露出了 

曙光0 � 形象地奏响了结束与开始总是在/ 开端之前 ! 

终止之后0的哲学基调 ∀第二乐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 

一部分��� ∗ �� 行�揭示冬天里有春 !夏 � 严寒中有烈 

火的悖论主题 � 最后引出/ 毁灭之火0的支配性主调 � 

为5小吉丁6的/ 圣火0主题预设契机 � 第二部分��� ∗ 

�� 行�将悖论主题扩展为言与意 !经验之智与谦卑之 

智的矛盾 � 以/ 谦卑是无限的0诗句引发宗教之思 �第 

三部分��� ∗ ��� 行�短短的两行是感叹一切皆逝的 

历史之思 �其调性回旋到第一乐章并与之形成主题 

契合 ∀第三乐章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 ��� 

行�以黑暗与虚空起始 �进而引出让灵魂潜入/ 上帝 

的黑暗0 �让其在静止 !无欲 !无思与无爱中等待希 

望 !爱与信念的辩证性主题 � 因为只有这样 � / 黑暗将 

变成光明 �静止才变成舞蹈0 �第二部分���� ∗ ��� 

行�继续探讨/ 到达0与/ 出发0 / 知0与/ 不知0 / 拥有0 

与/ 没有0/ 是0与/ 非0/ 在0与/ 不在0之间的悖论 ∀ 第 

四乐章分为五个部分 � 这里 � 艾略特采用了整齐的四 

音步抑扬格五行诗体 � 韵脚是 ℑℜℑℜℜ∀这一乐章的支 

配性主题为耶稣基督以受难之躯引领世人获得拯 

救 !走向精神永恒之途 � 第一部分���� ∗ ��� 行�以中 

心意象/ 受伤的外科医生0比喻耶稣 �展示其受难之 

途的开始 � 第二部分���� ∗ ��� 行�以/ 我们的精神健 

康就是对今世的厌弃0为主调揭示/ 恢复健康0与/ 加 

剧病势0之间的生存悖论 � 第三部分���� ∗ ��� 行�作 

出/ 整个大地就是我们的医院0的结论 � 这座由/ 破产 

的百万富翁0�喻亚当�捐献的医院让人类死于如影 

随形的/ 绝对的0父爱之中 �第四部分���� ∗ ��� 行� 

形象地表现/ 冷0与/ 热0异体同构的本体论主题 �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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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得到温暖 � 我必须冻僵�在寒冷的炼狱的火中冻 

僵�炼狱的火焰是玫瑰花 �烟是荆棘 ∀ 0 �第五部分 

���� ∗ ��� 行�与第一部分相呼应 �用鲜明的旋律揭 

示人类感悟耶稣受难的启示 !最终得到灵魂的拯救 ! 

走向上帝的精神之旅 ∀ 第五乐章分为两部分 �第一 

部分���� ∗ ��� 行�展开个人生命流转与人类历史嬗 

变相交错的运思轨迹 � 最后导向/ 我的结束之时是我 

的开始之日0的历史循环主题 �第二部分���� ∗ ��� 

行�起句/ 家是每个人的起点0 � 把个人的成长与人类 

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 �揭示出万物皆有时的哲学主 

题 � 最后通过对超空间性和超时间性的/ 爱0的咏叹 � 

以首尾诗句的句法重复和语义对位 �将整个乐章的 

宏大主题�始即终 � 终即始 � 至于无穷�充分地展示出 

来 ∀ 

5干枯的赛尔维吉斯6� × ∪⊕ ⁄ ∧ ≥ℑ ⊂√ℑ∩⊕  �的第 

一乐章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诗人把自 

己熟悉的那条河�密西西比河 � � � 比做一个充满着野 

性的神 ) ) ) 强壮 !阴沉 !倔强 !狂暴 �河的 / 律动0 

� ∪∧ ∪⊆�总是/ 显现0 �∠ ⊕  ⊕∈ �在各种事相之中�育 

婴室 !臭椿树 !葡萄 !煤气灯下的家庭聚会� ∀第二部 

分��� ∗ �� 行�以/ 河流在我们心中 � � 海洋在我们四 

周0开始 � 主要展现/ 水0之永恒流动的意象并通过这 

一意象表达时光流转不拘的哲学意蕴 �有限的时间 

与永恒的时间 !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 � 通过一系列的 

具象�河流 !海洋 !花岗岩 !海滩 !海星 !海藻 !海葵 !围 

网 !捕虾笼 !破浆等�展开并生发主题变奏 � 这些具象 

如同音符在诗行中飞速跳跃 �最后与各种/ 海之声0 

汇聚成多声部旋律 � 齐奏出/ 这种时间不是我们的时 

间0的那种永恒之时的支配性主题 ∀ 这部分的尾声 

�/ 敲响着 � 那口洪钟0�以极具音色的短句将时间主 

题推向高潮 ∀第二乐章也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由六个在音韵形式上整齐划一的小节组成 

�每小节的每一行都押相同的脚韵� �这种严格的韵 

律模式与主题发展模式�一问一答�形成对位 �而主 

题的呈现又沿着/ 何处有尽头 � 0与/ 没有尽头 �只有 

添加0的对话形式逐步展开 � 导出时间之箭穿透亘古 

岁月达到时间永恒的宗教遐想�以天使传报节为象 

征� ∀第二部分��� ∗ ��� 行�以对历史�过去�的思考 

为起点 � 导出另外一个主题变奏 � 进化论史观的肤浅 

和谬误 !世俗的幸福观和人生观都无法参透时间永 

恒的底蕴 � 如果不能超越/ 时间破坏者也是时间保护 

者0这样一种存在性悖论 �那么 �人类的痛苦和罪孽 

�/ 苦涩的苹果和苹果上的齿痕0象征人类的苦难和 

罪孽�就会永远如影相随 ∀ 第三乐章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以对未来的思考为契机 �重 

复和强化5烧毁的诺顿6中的引子 � 并变奏出/ 向前的 

路即是回头的路0这样一个消解过去与未来之隔的 

副部主题 � 于是 �在这样的前提下 �时间不再是疗伤 

的医生 �因为那个被过去和未来所困惑的病人已经 

离去 ∀第二部分���� ∗ ��� 行�是第一部分主题的发 

展 � 这里 � 艾略特用了许多鲜明的意象与场景来呈现 

既非逃避过去 !也非走向未来的生命情怀 � 这种生命 

情怀的主旋律就是要不断地/ 向前 � 向前0�/ ∅ℑ ⊕∅∉ 2 

⋅ℑ ⊗ 0在这一部分有四处重复 � 这种重复所产生的调 

性回旋构成了极具审美意味的音乐形式� ∀ 第四乐 

章分为三个部分 � 每部分由一个五行诗的小节构成 ∀ 

这一乐章奏响一个共同的主题 �诉求圣母为天下芸 

芸众生祈祷 �让他们的灵魂超越世俗受难之躯获得 

永恒 ∀这里 � 主题的调性通过祈祷基督的道成肉身 

�圣母领报节的钟声�来表现浓郁的宗教关怀 ∀ 第五 

乐章分为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呈现时 

间性的作为与世俗关怀 �诗行中意象如急速跳动的 

音符表现人世对未卜前途的忧虑�星相 !占卜 !看相 ! 

算卦 !巫术� ∀第二部分���� ∗ ��� 行�从/ 人们的好 

奇心总爱探究过去和未来0开始转调 � 进而展示俗与 

圣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最后以明朗的音色奏出这 

样的主题 �惟有圣者才能领悟时间性与永恒性的相 

交点 � 从而踏上道成肉身的漫漫精神之旅 ∀ 第三部 

分���� ∗ ��� 行�承接俗与圣的对立统一主题 ∀诗人 

认为 �俗与圣之间对立的消解只能通过征服与调和 

时间�过去与未来�才能实现 �换言之 �俗人若想成 

圣 � 就必须/ 超然于过去和未来0 �这才是/ 正确的行 

动0 � 可悲的是 �/ 对于多数人来说 �这只是一个目 

标 � � 从来不会在此实现 � 0实现不了并非意味着失 

败 � / 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尝试 � � 只要我们时间的回 

归本原能滋养 � 那意味深长的土地之生命 � � 我们 

终将心满意足 ∀ 0 

5小吉丁6�← ⊃   ⊂⊕ ♣⊃ ⊗⊗ ⊃ ∈∩�在5四个四重奏6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作为这部组诗的尾篇 � 它的作用 

在于再现 !升华和整合组诗的主题和副部主题 ∀ 第 

一乐章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在/ 圣灵之 

火0的主题下 �揭示人类精神之旅中灵与肉 !圣与俗 

相统一的副部主题 �这种统一表现为/ 仲冬之春0那 

/ 无风的冷冽之中的心之炽热0 � 那/ 既不含苞待放也 

不凋零谢落0的/ 一次比夏花绽放更突然的花开0 �这 

种统一不在/ 时间约定之中0 � 而是在/ 那无法想象的 

� 零度之夏0 � 因为在那样的季节 � / 在融化与冰冻之 

间 � 灵魂之液总是颤抖 ∀ 0第二部分��� ∗ �� 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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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来到这里0开始 �以虚实结合的音调奏出这 

样的旋律 �无论选择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超越 

世俗 !追求永恒的精神之旅 �只要你/ 抛开理智与思 

想0 � 即所谓/ 绝圣弃智0 � 用/ 圣灵之火0这种/ 超乎生 

者的语言0的无言之言 � 以谦卑之志 / 俯首祈祷0 � 那 

么 � 此时�/ 现在0�此地�/ 英格兰0�就是消解灵肉之 

别 !打通圣俗之隔 !开启超越时间之门 !步入永恒之 

境的精神之旅的开始 ∀ 第二乐章分为两部分 �其发 

展程式是叙事性的 ∀第一部分��� ∗ �� 行�由三个押 

双行体的诗节组成 �分别展现了气 !土 !水与火的死 

亡 � 这不仅在主题上整合了全部组诗的动机 � 而且还 

为深化后面乐章的主题作了调性的铺垫 ∀第二部分 

��� ∗ ��� 行�采用三行诗体� ⊕  ∨ℑ  ⊃⊆ℑ� �在形式上 

模仿但丁5神曲6的曲调 �在内容上旨在展示二战期 

间诗人在伦敦街头巡逻时所遭遇的噩梦 �德军战机 

的轮番空袭将伦敦变成了地狱 � 这里 � 主题的呈现是 

立体多面的 � 艾略特巧妙地利用语象�√⊕  ℜℑ ⊂ ⊃ ℘ ∉∈ � 维 

姆塞特语� !互文指涉 !讽喻 !梦幻形式等艺术技巧 � 

来揭示 �� 世纪西方世界的种种罪孽 � 为升华/ 罪孽 

是不可避免的0 / 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同一0这一宗 

教性主题预设发展动机 ∀ 第三乐章分为两部分 �第 

一部分���� ∗ ��� 行�首先展现历史现实中人生必须 

面对的三种似是而非的境界 �执着 !冷漠 !超然 �然 

而 � 由于这三种境界都有时间的限制性�过去与将 

来� � 因此 � 如果要超越这三界 � 惟一的选择只有通过 

非时间性限制的圣爱�超乎欲望之外的爱之扩展�获 

得永恒的自由才能如愿 � 于是 � 历史就会从奴役变成 

自由 ∀第二部分���� ∗ ��� 行�从/ 罪孽是不可避免 

的0开始 � 升华和强化超时间的圣爱必将消解圣俗对 

立这一主题 � 在这里 � 诗人认为 � 只有通过死亡�向下 

的路�和/ 在死亡中完善的象征0�向上的路即圣爱� � 

只有/ 通过动机的纯化 � 凭着我们祈求的理由�指圣 

爱�0 � 那么/ 一切都将完美 �并且 � 万物都将完美 ∀ 0 

第四乐章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 ��� 行�以象 

征着恶�德军战机�与善�和平�异体同构的/ 鸽子0喷 

出的火焰开始 �奏出了圣灵之火/ 赎除罪孽与过错0 

的主旋律 � 第二部分���� ∗ ��� 行�在圣灵之火的基 

调上敲响了圣爱的副部主题 ∀ 第五乐章可以看做 

5四个四重奏6的尾声 �其发展程式为回旋曲式 ∀ 这 

一乐章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 ∗ ��� 行�的开头 

/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 � 而宣告结束也就 

是着手开始 ∀� 终点是我们的出发点 ∀ 0与5东科克6 

第一乐章的开头/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0形成主 

题的回旋 ∀在这样的命题下 �生与死�/ 我们与死者 

同生0� !历史与现实�/ 历史是无时间性瞬间的一种 

模式0 � / 历史就是当下和英格兰0� !有时间性与超时 

间性�/ 玫瑰的瞬间和紫杉的瞬间 � 经历的时间一样 

短长 ∀ 0�都将得到完美的统一 � 在无始无终之中获得 

一种永恒的和谐与秩序 ∀第二部分���� ∗ ��� 行�奏 

响圣灵之火与圣爱主题的回旋曲 �现实的人生在永 

恒圣爱之声的召唤下 �踏上永无止境的探索之途 ∀ 

于是 � / 当火舌最后交织成牢固的火焰 � 烈火与玫瑰 

花为一体之时 � � 一切都将完美 � 并且 � 万物都将完 

美 ∀ 0 

三 

如果说宏大的音乐性主题结构为5四个四重奏6 

/ 跃出诗外0奠定了辉煌的艺术基础 � 那么 � 创造性地 

运用相关的音乐技巧能使这部作品获得丰富而空灵 

的美学表现力 ∀在音乐美学中 � 复调�∠∉⊂∧∠∪∉∈∧�指 

的是由/ 几个旋律性声部在运动中按照对位的法则 

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0 ≈�� �以此来区别于/ 主调 

音乐0 �复调音乐的各个声部无主次之分 �各声部之 

间通过主题和旋律的对比和互补产生某种诗性张 

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复调音乐采用的主要技法 

是对位�℘ ∉∏∈ ⊕  ∠∉⊃ ∈ � �所谓/ 对位0就是按照/ 一定 

的规则以音对音 � 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 � 从而使音 

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之间的对 

比和联系 � 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0 ∀ 从音乐 

艺术效果上看 � 5四个四重奏6明显体现了复调与对 

位法则相结合的审美趣味 � 这主要表现在 � ��四首诗 

篇就像四个声部 � 它们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 � 构成 

一个完整 !和谐的复调结构 � ��四首诗篇如同由两把 

小提琴 !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或钢琴 !小提琴 ! 

中提琴和大提琴组合的/ 四重奏0 �从而形成四种独 

具特色的旋律 �分别对位于四个地点 !四种物质 !四 

个节气 � 这里 �时间与空间 !象征世界本原的四种物 

质在象征万物生生不息的旋律中运转不止 � ��每首 

诗篇都按照固定的发展程式分为五个乐章 �每一乐 

章在调性和音色上�表现为主题呈现模式 !格律 !韵 

律 !诗体等�区别于其他乐章 � 同时 � 每首诗篇中相对 

应的乐章之间又能形成严格的对位 ���5四个四重 

奏6的每首诗篇都有相互区别相互对应的四种声音 � 

而这四种声音的背后是 / 四种心态0 � ⊆∉⊗ ⊕  ∉∅ 

⊆⊃ ∈⊗ � � 它们通过变奏在各诗篇之间形成层次 !产生 

意义与主题的交响 � ��每首诗篇的调性 !旋律之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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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构成鲜明的对比与互动 �使之在统一的主题发展 

上产生交响与共鸣 ∀通过这种交响与共鸣的声音组 

合方式产生的音响效果 �如能在主题的阐发上形成 

和谐的统一与互补 �即能构成和声 �而和声�∪ℑ ⊆∉2 

∈∧�是复调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之维 �因为这种由 

/ 两个以上不同的音按−和弦. 与−和声进行. 基本法 

则同时发声而构成的音响组合0 � 不但能够十分有效 

地建构这部组诗宏大的主题结构 �而且还能将各种 

主题部件有机组合成一个艺术整体 ���不仅如此 � 

5四个四重奏6还反复采用了变奏�√ℑ  ⊃ ℑ  ⊃ ∉∈�技巧 ∀ 

变奏作为复调音乐中旨在深化 !丰富和拓展主题的 

关键性技巧 � 其艺术特点表现为艺术家把/ 主题的原 

始陈述和它的一系列变奏陈述 �按照一定的构思完 

整地组合起来0 �这些主题可以是艺术家自创的 �也 

可以创造性地借用其他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 �还可 

以来源于宗教典籍 !民俗民谣 !神话传说等等 ∀在这 

部组诗中 �时间主题 !历史主题 !现实主题 !世俗主 

题 !受难主题 !圣灵主题等等 �通过各诗篇的回旋性 

变奏 � 在阔大的艺术空间中形成了巨大的诗性张力 ∀ 

上述艺术特色表明 �5四个四重奏6在创作上力 

求从音乐技法中获取灵感 �来拓宽诗歌的艺术表现 

力 � 以此来成就诗与乐 !语言与旋律 !声音与意义相 

互交响相互激荡的审美艺术空间 ∀ 于是 �诗性的文 

本变成了一部宏大音乐作品的/ 总谱0 � 它终于/ 跃出 

诗外0 � 成为了 / 一座不可动摇的0 现代诗歌 / 纪念 

碑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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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ϒ � ⁄ℑ√⊃ ⊗� Φουρ Θυαρτετσ � ⊆∏  ⊃ ℘� ⋅∉ ⊗� ⊆⊕ ℑ∈⊃ ∈∩ ℑ∈⊗ 

√ℑ ⊂∏ ⊕ ≈ ϒ � × ∪⊕ ≤ℑ⊆ℜ ⊃ ⊗ ∩⊕ ≤∉⊆∠ℑ∈⊃ ∉∈  ∉ × � ≥ � ∞⊂ ⊃ ∉≈ ≤  �上 

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  ′ ∉∉⊄� ≤⊂⊕ ℑ∈ ∪ ″ • � ← ⊕⋅⊃ � ′∉ℜ⊕  °⊕ ∈∈ • ℑ   ⊕∈ � ϒ ⊆⊕  ⊃ ℘ ℑ∈ 

⊂ ⊃  ⊕  ℑ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 → ⊕⋅ 

≠ ∉ ⊄ � ≥� ↑ ℑ   ⊃ ∈π ° ⊕  ����� � 

≈�  海德格尔 �人 � 诗意地安居≈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  蒋先春 �诗的音乐结构 ) ) ) 评托 # 斯 # 艾略特3烧毁的诺顿4 

≈♠  �国外文学 ����� ���� ��� �� � 

≈�  ° ⊕⊆⊃ ∈∩⊕ � ϒ⊂⊕¬ � × ∪⊕ →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黛云 �跨文化之桥≈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音乐 舞蹈�≈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 � 

≈��  罗基敏 �文话音乐≈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ℑ  ⊃ ∉∈ ∉ ∅ ℜ⊕ℑ∏  ∧ / ℜ⊕∧∉∈⊗ ∠∉⊕   ∧0 �ℑ ⊆∏  ⊃ ℘ ∉ ⊂∉∩ ⊃ ℘ ℑ ⊂ ⊕ℑ⊗ ⊃ ∈∩ ∉ ∅ ƒ∉∏ ±∏ ℑ  ⊕   

← ♥ ← ℑ∈2 ∪⊕∈∩ 

�≥℘ ∪∉∉⊂ ∉∅ ƒ∉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 � ≥ � ∞⊂ ⊃ ∉ π ƒ∉∏  ± ∏ ℑ  ⊕  ⊃ ⊄∈∉⋅∈ ℑℑ ↑ ∉⊗ ⊕  ∈⊃  ℘ ⊂ℑ  ⊃ ℘ ⋅⊃  ∪ ℑ ∠⊕  ∅⊕ ℘ ℘ ∉⊆ℜ ⊃ ∈ℑ  ⊃ ∉∈ ∉∅ ∠∉⊕   ∧ 

ℑ∈⊗ ⊆∏  ⊃ ℘� ∞⊂ ⊃ ∉∪ℑ∠  ⊕  ∏∠∠∉ ⊕⊗ ∪⊕ ⊆∏  ⊃ ℘ ∉⊂∉∩ ⊃ ℘ ℑ ⊂ ℘ ∉∈℘ ⊕∠ ∉∅ / ∅∉∏ ∇∏ℑ  ⊕   0 ⊃ ∈ ∪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ℑ  ∪⊕ ∪⊕⊆ℑ  ⊃ ℘ ⊃ ∩∈⊃ ∅ ⊃ ℘ ℑ  ⊃ ∉∈ ∉∅ Φουρ Θυαρτετσ ⊃  ⊕ ℑ ⊂ ⊃ ∨⊕⊗ ℜ∧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ℑ∈⊗√ℑ  ⊃ ℑ  ⊃ ∉∈ � × ∪⊕  ⊕ ∅∉ ⊕�∉∈⊂∧ ℑ℘ ℑ ⊕ ∅∏ ⊂ ℑ∈⊗ ∏ℜ  ⊂⊕⊃ ∈√⊕  2 

 ⊃ ∩ℑ  ⊃ ∉∈ �∅ ⊃   ℑ∈⊗∅∉ ⊕⊆∉ �ℜ∉ ∪ ∉∅ ∪ ⊃  ⋅∉ ⊄π ⊆∏  ⊃ ℘ ℑ ⊂ ∪⊕⊆ℑ  ⊃ ℘   ∏ ℘  ∏  ⊕ℑ∈⊗⊃  ∏  ⊕∉∅ ⊆∏  ⊃ ℘⊗ ⊕√⊃ ℘ ⊕ ℘ ℑ∈ 

 ∏ ℘ ℘ ⊕   ∅∏ ⊂ ⊂∧ ℑ℘ ∪ ⊃ ⊕√⊕ ℑ ∪∉ ∉∏∩∪ ∏∈⊗ ⊕    ℑ∈⊗ ⊃ ∈∩ ∉∅⊃  ℑ⊕   ∪⊕  ⊃ ℘√ℑ ⊂∏⊕� 

↔ ⊕∧ ⋅∉ ⊗ �Φουρ Θυαρτετσ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  ⊃ ℘√ℑ ⊂∏ ⊕ 

≈编辑 � 苏慧 

# � � � # 第 � 期                 李兰生 � / 跃出诗外0的辉煌 ) ) ) 5四个四重奏6的音乐学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