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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爱好西方古典音乐的人，特别在青年中愈来愈多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
就在当前出现的古典音乐普及规模愈来愈大的喜人形势下，人民音乐出版社选择了德国汉堡罗沃尔特
出版社（Rowohlt-Verlag）出版的“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数十种翻译出来，目的是供我国包括发
烧友在内的广大音乐爱好者、音乐从业人员（教师、演出工作者）等从事音乐欣赏、学习、研究和教
学时的参考。
　　罗沃尔特出版社是德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之一，成立于上世纪初，它随着德国百年来的政治沧桑
，几起几落，但始终以求新扶新为己任，在推动德国文化创新上有着值得自豪的传统和声誉。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是罗沃尔特出版社推出的“罗沃尔特名人传记丛书”的一部分。
这套书在全德国，乃至所有德语国家都是闻名的。
如果你有机会到德国普通的家庭做客，几乎可以在每家的书架上发现这套五颜六色的丛书，部分或成
套地排列在书架上，十分引人注目。
说这部丛书家喻户晓并不过分，它已经成为人们经常查阅的工具性参考书了。
　　“罗沃尔特名人传记丛书”涵盖了几乎人类全部知识领域和文化领域，只要某名人对某一知识和
文化宝库，诸如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军事、文学和各种艺术门类（音乐、造型艺术、戏
剧、电影、舞蹈等）曾做出卓越贡献，或者对社会的历史进程起过显著影响，罗沃尔特出版社就请人
撰写成传记性的文字收入丛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单行本篇幅不大，一般是200页上下的小册子，但具备科学性和可读性两方面的价值。
丛书每个单行本都以传记主人公的名字为书名，书名下有副标题：“以传记主人公的自述作依据，配
相应的图片文献加以说明”。
副标题强调丛书的两个特点：一是使用第一手材料写成，加强传记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关音乐家传记的出版物，中外有个通病，常常把音乐家的天才神秘化或把他
们的生活浪漫化，传记作者不遗余力收集音乐家的趣闻轶事，把它们当成认识音乐家的主要窗口，有
的甚至用渲染性语言、不确实的虚构哗众取宠。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不这样，每一个作者在正文前都要做声明，说他写这本传记要打破过去
在这位作曲家身上制造的神话，还他一个真面目。
二是所有书中均配有同传记主人公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代人的肖像，以及他本人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音乐
活动的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
这些插图并非用于装饰，而是用形象来说明问题。
最近出版的单行本取消了这个副标题，但我们注意到新版传记强调第一手材料的原则不变，书的编排
做到图文并茂的努力没变，非但如此，新版还换上了许多彩图。
　　罗沃尔特出版社物色的撰稿人，都是对撰稿对象、相关领域及有关问题有深入研究并做出卓越成
绩的专家，可以从丛书编辑部为每个作者所写的简介中看出。
有的撰稿人还是相应研究领域中的权威，比如《瓦格纳》的撰写人汉斯·迈耶先生就是世界瓦格纳研
究权威之一。
（他因为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渊博学识和突出成就，而且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日耳曼语文学学者，
汉斯·迈耶先生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 罗沃尔特出版社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为“罗沃尔特名人传记丛书”各科的单行本撰稿，使通俗性
的小册子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这也是值得我国出版界和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音乐学科中的专
家学者效法的。
上述的特点和做法，保证了“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科学性，值得赞扬和推荐。
　　我们认为这套丛书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值得指出。
　　一是丛书的单行本在不断更新。
以莫扎特、贝多芬、肖邦为例，单行本已更换成全新的版本，新版由新的撰稿人写出。
通过比较，我们注意到新版的观点和材料因学术界对这几个音乐家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而与
旧版有所不同，一般说新版抛弃了作者认为是陈旧的观点，从新的视角来观察问题，补充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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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和我国的“与时俱进”精神是相通的。
另外，新版抛弃了旧版堆砌材料的繁琐哲学的缺点，叙述和行文比以前简洁扼要，篇幅也节省了。
　　另一个特点，是前面提到的文字内容和丰富图片文献的搭配。
我国的出版界常用“图文并茂”形容好的出版物，但是有的书刊文字配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图片，看起
来琳琅满目，但与文本内容没有多大关系。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丰富的图片资料与文本内容相得益彰，放在有关内容旁边，起到了使内
容具有直观的形象性作用，让读者阅读时不感到枯燥，而且加强了对内容的深刻印象。
　　为了满足一些读者深入研究的需要，书中的引文都一丝不苟地在书后尾注中标明出处。
附带说明：书中若有对我国读者陌生，但对理解本文起加深作用甚至关键作用的人名、地名、名词和
所说的事件、问题，原作者没有加注，但我们的译者把这些都作为脚注放在当页的下方。
丛书每个单行本都附有作曲家音乐作品的完备目录，这是音乐爱好者和研究者重要的查考依据，书后
的对作曲家研究的出版物和重要书目，是对做进一步研究的读者重要出版信息。
这些书目大都是在研究史上有了定评的重要著作，也有最新出版的。
这两个附录我们原封不动地以原文附在中文版后面。
应该指出，这两种附录所提供的资料都是最新的和可靠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每个单行本还附有作曲家的生平大事年表，可以帮助读者对作曲家有一个概括性的理解，同时也
可以起到迅速查考作曲家生平事迹和作品完成年代的依据。
　　丛书还附有传记主人公的同时代或后代的重要思想家、音乐评论家和同行作曲家的评价，或带有
箴言性的摘要语录。
这些评语常常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是深刻的，有的是切中要害的。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评论可以开阔读者的视野，有利于促进读者对作曲家的思考和认识。
　　人民音乐出版社把“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译审任务交给我们三个人，我们感到这个任务很
有意义，就欣然接受了。
但我们都感到责任重大，因为任务是艰巨的。
一是数量大，全套有60本，而且都是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懂德语的人
虽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样凤毛麟角，但比起英语、俄语、法语来，毕竟人数尚少，合格的
德文译者不易寻觅。
二是这些书的内容专业性强，与一般的音乐家传记相比，它们具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我们组稿是必须找那些既有较高德语修养，同时又有一定音乐知识的译者。
幸好，很多译者都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们特别对德国音乐有相当丰富的知识。
　　但是要翻好这样的丛书，对仅仅是一个懂得德语的音乐爱好者来说，仍有许多音乐专业上的难关
要克服。
幸好我们的译审小组中有专门从事音乐专业教学、研究的音乐史专家余志刚，还有在普通大学兼任了
十几年音乐欣赏课教学的德国古典文学专家严宝瑜，以及有过业余翻译音乐类书、翻译经验极丰富的
歌德研究专家高中甫。
由他们各自组稿的译稿完成后，都由他们精心审校。
如审稿时遇到疑难问题，译审小组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理论室的负责同志和责任编辑的参与下一起研究
解决。
总之，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翻译者都抱着高度的责任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这项工作
。
因为所有参加工作的人，深深了解完成这个任务意义重大，都愿竭尽绵薄之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音
乐事业的普及和提高做一点工作。
　　以上便是我们要说的话。
因为许多话是我们对读者怎样理解和使用这部音乐丛书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些话当做“序”放在书前
，我们没有认为我们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写上这些仅为读者做参考之用。
竭诚希望批评指正。
　　严宝瑜（执笔）余志刚高中甫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译审小组 2003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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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诺诺》打破过去在诺诺这位意大利作曲家身上制造的神话，还他一个真面目。

　　书中均配有同诺诺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代人的肖像，以及他本人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音乐活动的图片
，做到图文并茂。

　　《诺诺》还附有诺诺的生平大事年表，可以帮助读者对诺诺有一个概括性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起
到迅速查考诺诺生平事迹和作品完成年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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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尔克·施坦策，1946年出生于巴塞尔（瑞士），曾在伯尔尼大学和巴黎一索博恩大学学习，除
此之外，还接受过音乐表演的教育。
1968年，以论十三世纪音乐的论文获伯尔尼大学博士学位。
1969至1974年，任（瑞士）弗莱堡大学鲁易吉·菲迪南多·塔克里阿维尼教授的助手；1974年，在那
儿获大学教授任职资格；1980至1992任音乐学名誉教授。
在瑞士和国外多次担任客席教授：1988至1990年任柏林技术大学卡尔·达尔豪斯的客席教授，1991
至1992年和1996年任巴塞尔大学汉斯·厄施的客席教授，1994至1996年任格拉茨音乐大学客席教授。
1992至1993年，任维也纳《音乐百科》艺术总监；1993年，在维也纳大学第二次获大学教授任职资格
，1996年起，任萨尔茨堡大学音乐学教授。

出版论述欧洲中世纪至当代音乐史的专著和百余篇论文，研究重点是中世纪音乐、科莱里和亨德尔、
音乐美学、接受史和二十世纪音乐（尤其是阿尔班·贝尔格和鲁易吉·诺诺）。
除此之外，担任主流报刊（如《新苏黎世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以及电台和电
视台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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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威尼斯到达姆施塔特（1948—1954）
路障封闭了街道，但新路开辟了（1964—1975）
无路可走（1979—1990）
原书注释
大事生平年表
名人论诺诺
作品目录
诺诺作品的唱片
作者简介
参考文献（选）
威尼斯诺诺文献馆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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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人都会反对，但这正是音乐和意识形态的正确道路。
”时隔二十多年，鲁易吉·诺诺对他的老师，指挥家赫尔曼·舍尔辛在他合唱康塔塔《格尔尼卡的胜
利》首演之前所说的这番话依然记忆犹新。
这部作品首演于1954年的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期间，题词是“献给大师赫尔曼·舍尔辛”。
所谓“正确道路”，在那些年间，尤其是在达姆施塔特这座每年夏天欧洲各地的青年作曲家荟萃的小
城，这是指一部作品，一部属于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着“二战”前夕那些最成功的音乐，即伊戈尔·
斯特拉文斯基、保罗·欣德米特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数不胜数的追随者的“新古典乐派”，意味着一
个全新开端的音乐作品。
1945年以后，许多青年作曲家的榜样已不再是斯特拉文斯基，而是阿诺尔德·勋伯格，尤其是安东·
韦伯恩的晚期作品。
无论如何，诸如皮埃尔·布列兹、亨利·普索尔、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和鲁易吉·诺诺这些作曲
家都从中得出了各自截然不同的结果。
与此相反，韦伯恩对另外一些人，如美国的约翰·凯奇和希腊裔法国作曲家让尼斯·泽纳基斯则没起
到丝毫影响。
“韦伯恩的艺术意识肯定认识到了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与形式紧密结合，从中可以看到当代人的根本素质。
　　这种现象是内在的，绝对的现实由此可见。
而我们音乐家可以兴高采烈地在此认识到生活的本质。
能够在原子的密集性与错综复杂的多样化之中发现生活，这真是一种快乐。
”诺诺在1953年假期讲习班期间这样评述韦伯恩。
但紧接着，他警告说：“如果有人只想以技巧模式来解释韦伯恩的创造力，只想把他的技巧理解为是
计算表格，也许是大错特错和极其危险的。
相反，必须力图研究他为何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的。
⋯⋯无论有多少冥想和结构因素，最重要的东西是音响，是纯声学现象和音乐呜响的过程。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初达姆施塔特对源于韦伯恩和布列兹的“整体序列音乐”思想的理解一样
，诺诺也认为，这种音乐只是人们认识和在新作品中表现“当代人性和生活本质”的一种手段。
当舍尔辛对诺诺说这不仅在音乐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都是正确的道路这番话时，恰好说明他也持这
种观点。
1960年，诺诺在谈到《58年的波兰日记》时论述了他的艺术的这一目标以及内容表述与音乐技巧之间
的关系：“我的所有作品都源于一种人性的魅力：一件事、一种经历，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文本都会触
动我的直觉、我的良知，都会要我作为人和音乐家的我为此提供见证。
⋯⋯出于人性的驱动，运用独一无二的音乐手法去完成音乐。
唯一的现实是音响结构的布局，它建筑在构成音乐语言的各种要素之上。
新的概念和创造性音乐行为的新实现，必须符合当今感动人的精神的新的情感、事实和感受。
当然，这一切也都要求一种新的听觉。
但我始终认为，唯有人能支配人的任何新境地，因为人的精神贯穿于他所处的时代并可以认清那个时
代。
”诺诺一生把人这一素质（以及当代对艺术家的挑战）看作是至关重要的。
基于这种观点，也必然产生他的那些合适的、新的作曲技巧的手法。
　　诺诺要为当代提供见证以及有意识地作为艺术家干预现实生活的这一意志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
，与布列兹实现的那种“纯音乐”的、崭新的、自成一体的、整体序列的音响世界的构想相比，诺诺
坚持表现得更直接性，显得有些传统。
诺诺视音乐为一种语言，他用音乐坚守这一立场并通过音乐和在音乐之中表述这种立场。
同时，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干预他面临的当代现实（这是另一面），视艺术为这一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音乐不是对应的和解及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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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生活本质”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要明确，也必须清楚地表现生活。
1954年，诺诺采用过保尔·艾律阿的《格尔尼卡之诗》。
在此之前（1951—1953）还根据洛尔卡和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谱写了三部曲《费德里戈·加西亚·
洛尔卡墓志铭》，他把研究这类文学作品看作是对当时消逝不久的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贡献。
对他来说，要想描绘一个崭新的、截然不同的对应世界，而不去回忆那些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名
字密切相连的恐怖岁月。
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诺诺处于一种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深深地影响着1945年以后的意大利的所有艺术。
正如墨索里尼以后的新意大利一样，这种新艺术必须建立在反抗中，建立-在“抵抗运动”中形成的价
值和力量之上（即使这种抵抗运动有被神话韵危险）。
1957年，当弗朗哥还在统治西班牙时，诺诺在回顾他创作《洛尔卡墓志铭》的动机时就这样说：“自
由西班牙之歌在我们耳际萦绕，在我们心中回荡。
尽管有人试图通过谋杀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让这歌声销声匿迹。
如今，这位令人敬佩的安达鲁西亚人‘就像黑夜的闪电，永恒自由’，传遍城市乡村，家喻户晓。
他歌唱爱情、欢乐和人民的自豪，是我们年轻人的良师益友和兄弟，为我们指出了这条真实的道路，
在这条大道上，我们可以用音乐成为大众之一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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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路易吉·诺诺，是一位意大利著名的当代作曲家，意大利共产党员，因创作了具有强烈左翼思想
的歌剧《偏狭的1960年》而引人注目。
他的风格是先锋派音乐与后浪漫主义强烈抒情性的结合。
 诺诺与另外两位同时期作曲家贝里奥和布梭悌并称为二十世纪末的意大利三杰，诺诺因为迎娶了荀白
克的女儿，且后来转往德国柏林音乐院教授音乐，所以被归为意大利三杰中的德国派。
 由尤尔克·施坦策编著的这本《诺诺》是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之一。
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再现了这位著名作曲家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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