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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与拉威尔的创作风格比较 ①

郭思遥
（私立华联学院 音乐表演系，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６３）

摘　要：作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印象派音乐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德彪西和拉威尔在创作上都受到了来自印
象派绘画和文学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许多人认为德彪西和拉威尔的创作风格相近。德彪西与

拉威尔在创作风格上既有相似点又有他们独特的个性。而以德彪西和拉威尔为代表的印象主义音乐在音乐发展史上也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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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这个词最初出现在１９世纪末的绘画艺术中。

当时，以克洛德·莫奈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年轻艺术家发

起了一场向现实主义挑战的运动，而后这场运动又波及

文学及音乐领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坦率无掩、活力充

沛的表达方式，印象主义追求的是纯粹的感官美，创造出

一种朦胧、模糊不清的景象，在这种艺术里，更加强调艺

术家内心的客观感受。而以德彪西和拉威尔为代表的印

象主义音乐，在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重墨。

１　德彪西与拉威尔的概述
１．１　德彪西的概述

克劳德·德彪西（ＣｌａｕｄｅＤｅｂｕｓｓｙ，１８６２－１９１８）是法

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印象主义”的概念最开始是由德彪

西引入音乐领域，可以说德彪西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

鼻祖。早在巴黎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已显示出他的音乐

才能。德彪西于１８７３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并在那里进

行了长达１２年的学习。他不仅具有卓越的钢琴演奏水

平，并且创作才能也十分突出。德彪西在他的音乐学习

进程中，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束缚，其大胆的和声处理方式

及非正统的创作态度，令他的师长们十分为难［１］。尽管

如此，德彪西的音乐才能还是得到了认可。１８８０年，德彪

西被介绍到梅克夫人处担任家庭音乐教师，并随其赴俄

罗斯举行夏季巡回演出。在俄罗斯学习的那段时间，德

彪西接触到了许多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这对

德彪西今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于１８８３年获

得了罗马大奖（ＰｒｉｘｄｅＲｏｍｅ）。

１．２　拉威尔的概述

莫利斯·拉威尔（ＭａｕｒｉｃｅＲａｖｅｌ，１８７５－１９３７）是２０

世纪初法国杰出作曲家、钢琴家，和德彪西一样，拉威尔

也有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背景。拉威尔７岁开始学习

钢琴，１４岁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预科。在巴黎音乐学院就

读期间，他跟随贝里奥学习小提琴，并师从佩萨尔和福雷

学习和声和作曲。由于从小受到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息的

熏陶，造就了拉威尔活跃的音乐思维和丰富的音乐表现

力。拉威尔并没有受到循规蹈矩的学院环境的影响，不

断大胆的追求他音乐上的创新。尽管５次失利罗马奖的

角逐，但这却给拉威尔创作上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２］。

２　德彪西与拉威尔各自的创作特征
２．１　德彪西创作特征

德彪西早期的音乐创作受到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很

大，为了营造出一种模糊、飘渺的意境，他在创作中不断

运用不协和的音程，七度、九度、十一度，并经常在这个调

的和弦上叠置另一个调的和弦，产生多调性的感觉。此

外，德彪西在创作中还使用了许多平行的纯音程，如五

度、纯四度和纯八度［１］。

德彪西的创作几乎囊括所有音乐形式：管弦乐、钢

琴、室内乐、合唱、艺术歌曲以及歌剧等。德彪西是一位

杰出的钢琴家，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为钢琴而作的，

钢琴作品似乎成了他表现个人风格的主要手段。从１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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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１０年他完成了大量钢琴作品的创作，主要包括：《版

画集》《假面具》《欢乐岛》《意象集（一）》《意象集（二）》

等等。在德彪西的钢琴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娴熟的作曲

技巧，例如他常常运用经过音以及和弦外音来加强移调

的效果；另外，他经常在作品中使用 Ａ－Ｂ－Ａ的三部曲

式，而且运用各式各样的节奏型来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更

加丰满的效果。

由于德彪西有在俄罗斯学习的经历，在他的音乐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俄罗斯音乐和东方音乐的影子。他的

第二集《前奏曲》的第十首《埃及古壶》，带有明显的穆索

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痕迹；而于１９０３年出版的《版画

集》中的第一首《塔》，德彪西运用了五声音阶来营造出一

种古老的东方音乐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德彪西虽然是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

人物，但事实上印象主义只是德彪西音乐创作风格的一

个方面，他的许多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印象主义的痕迹，例

如，完成于１８８８年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更像是浪漫主

义时代的沙龙音乐。晚期作品中，芭蕾舞《游戏》、双钢琴

作品《白与黑》等也没有明显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

特点［３］。

２．２　拉威尔的创作特征

在拉威尔的整个音乐创作生涯中，西班牙音乐给他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母亲的西班牙

血统，这让拉威尔在创作中更加偏爱西班牙音乐。我们

可以看到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模仿西班牙民间乐

器、采用西班牙特色节奏进行的创作，例如：拉威尔创作

的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镜子》中的第四首《丑角的晨歌》

中就具有典型的西班牙音乐特点：曲中的节奏型采用了

极具感染力的西班牙舞蹈的节奏，拉威尔还运用了同音

轮指的演奏技巧来表现出西班牙民谣吉他拨弦的效果，

另外这首曲子的标题也是西班牙语［１］。

相比于德彪西大量的钢琴作品，拉威尔的钢琴作品

在数量上并不算突出，他的主要钢琴作品有：《帕凡舞

曲———为夭亡的公主而作》《水的嬉戏》《镜子》《华贵而

伤感的圆舞曲》《库普兰之墓》。《水的嬉戏》是拉威尔音

乐创作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拉威尔对曲

式结构的重视，这部作品是受到李斯特《艾斯特庄的喷

泉》启示，作品中丰富的和声色彩的变化以及最后一连串

的十一和弦、属九和弦、大小七和弦的运用，展现了拉威

尔高超的创作技巧。

拉威尔晚期的音乐创作流露出明显的古典主义音乐

风格，创作于１９１７年的《库普兰之墓》采用了拉威尔十分

喜爱的法国羽管键琴作曲家库普兰时代的舞曲体裁。拉

威尔在创作这首作品时不仅运用了优美典雅的古典主义

音乐线条，而且融入了现代的作曲技法。这首钢琴组曲

包含六首乐曲，每一首都表达了拉威尔对参加第一次世

界大战而阵亡的战士的悼念。

３　德彪西与拉威尔的创作风格的比较
德彪西与拉威尔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两个代表人物，

在创作上都受到了来自印象派绘画和文学的影响，从表

面看，两位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事实

上，两人在和声进行、调式的选择及曲式结构的变化等方

面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

首先，在和声的使用上，尽管两位作曲家都在创作中

不断大胆地尝试着各种非正统的和声进行，但是我们可

以看到，德彪西在创作中逐渐尝试用和声的色彩性代替

和声的功能性，增加一系列的特殊和弦的使用，比如他喜

欢在属调上建立九和弦、十一和弦；拉威尔的作品中大七

和弦与二级音上的九和弦居多，而且运用大量开放的四、

五度的音程，这使得在听觉上拉威尔的和声显得比德彪

西更有倾向性。

在调式的选择上，德彪西摆脱传统的大小调体系的

束缚，不断尝试将旋律建立在不同的调式上；有时候，为

了描绘出像色彩画般的音乐时，德彪西会将旋律建立在

教会调式上，而当他想要突出东方色彩的效果时，他又会

使用五声音阶。有时他甚至会采用全音阶的现代风格的

写作手法。而拉威尔重新运用中古调式尝试进行各种和

弦编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彪西的影响［４］。

在曲式结构上，拉威尔比德彪西更倾向传统的古典主

义曲式，拉威尔的最早两首和最后一首钢琴曲的曲名———

《古风小步舞曲》、《帕凡舞曲———为夭亡的公主而作》和

《库普兰之墓》都体现出拉威尔对古典主义结构的偏好［３］；

另外，奏鸣曲式和舞曲曲式也是拉威尔常用到的曲式。

综上所述，德彪西与拉威尔在创作风格上既有相似

点又有他们独特的个性。而以德彪西和拉威尔为代表的

印象主义音乐在音乐发展史上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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