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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琴声中的朝圣》看杨燕迪的音乐评论

作者：智凯聪  文章来源：中国音乐评论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6-19   

 

音乐会现场评论是一种狭义的音乐批评，是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

艺形态学等单纯或综合性理论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听觉音

响文本与视觉符号文本等),张扬主体意识的一种理性思辨活动。它介于音乐的创作、表演与欣

赏三者之间不仅承载着驾驭听众与创作者、表演者互动交流间的桥梁，从更深层次来说它更是

评论者在听觉感应基础上经过理性思考而创造的艺术品，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有其自己标新立异

特色和艺术个性。这就首先要求评论者对音乐具有杰出的理解力和判断能力；其次必须具有卓

越的语言发表能力，文笔清晰、明确，富有说服力和艺术魅力；再次就是必须自觉的担任社会

性的使命，并忠实于自己的信念，有炽热的创作欲望。基于以上三点要求笔者将杨燕迪先生

《琴声中的朝圣之旅——记陈宏宽钢琴独奏音乐会》一文作为一个范本，试图从中寻求到音乐

评论写作的一些规律。 

一、缜密的逻辑展开 

众所周知行文的结构处理对文章的成功与否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就好比人的骨骼结构是人

体的支架一样承载着文章的框架。杨文中对行文脉络的处理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纹理清晰，让人

很轻松的就可以跟进音乐会的行进现场，同时又能很有层次的深刻感受作者对音乐会的审美体

验，不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范本。 

1.“一吐为快”的语言陈述 

杨燕迪先生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充斥着一种热烈情感体验的感性，同时亦有

一种理性的思考。给我印象较深的一点就是杨先生“一吐为快”的语言特点。他自己在之后发

表的《音乐评论实践的方法论札记》一文中也提到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出于强烈冲动

而不是由于职业任务的写作，也许是音乐评论乃至所有艺术评论的本然状态”。 

读文章伊始我就被一种冲动热烈的情绪包围着，作者以一个带有很强自我体验的倒叙方式

回忆了自己的创作初衷，道出了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热烈的情感体验。紧接着作者采

用了正序的手法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了音乐会的现场，比较详细的介绍分析的曲目单，这在中

文世界的音乐评论中可以说是较少见到的，让人感觉很新颖。然而，作者对曲目单的介绍并不

止停留在简单的曲目名称、作曲家的介绍上而是深入浅出的分析曲目的产生时期、风格特性，

总结曲目的共性是这些作品均出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调性黄金时代的经典大作曲家之

手，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公认的优秀作品。进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评价它的内在意义，最后从中

得到启示把这场音乐会的性格定位为“内敛”并贯穿始终。 

其后对音乐会现场感受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演奏家演奏莫扎特的《 a小调回旋曲》

以及舒伯特的《 c小调奏鸣曲》的表述都用了“一气呵成”一词，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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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力以及形象的表达。笔者认为作者语言陈述一吐为快的特点在对音乐会的下半场的描述中

尤其体现的突出。总结’上半场的整体感受作者用了“放电”式的现场体验”，足以令人“昏

厥”,虽然略显夸张但却足以渲染气氛，使读者有相似的感性体验。当下半场的重头戏在作者

形象生动的描述中告一段落时，作者用了一句古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来总结整个音

乐的过程感受，确是作者心底由衷的赞叹吧！ 

自始至终我都被一种热情感染着，有作者炽热的艺术激情，有一种夸张化的语言陈述，还

有一种内敛与豪放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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