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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书信集》

内容概要

本书大体上是根据布洛姆选编的《莫扎特书集集》（布洛姆从安德森的《莫扎特及其空人的书信》中
选出201封信，加上按语和注释）编译的。布洛姆的按语由汉译者作了增补。信中的夹注一部分是布洛
姆的原注，一部分为汉译者所加。阅读莫扎特的书信时，需要查考每一封信是在哪一次旅行中写于何
时何地，汉译者为此撰写了“莫扎特旅行年表”，绘制了“莫扎特旅行路线图”，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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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书信集》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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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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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书信集》

精彩短评

1、我的名字还是莫扎特
2、都不过是凡人
3、刚刚才读完埃里克.布洛姆编订,钱仁康编译的莫扎特书信集,这是一本通过多年来大量收集到的莫扎
特的书信史料来更加详实的反应莫扎特生平的著作.他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作曲家,在短短的35年中,创
作了大量优美典雅,丰富多彩的音乐作品(目前有编号的有626部).在收编的这201封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天真活泼,机智幽默,争强好胜,独立不羁的性格,和最初以稀世神童震惊王公贵族,其后怀才不遇,终
于英年早逝的生活经历。在不同时期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他的世界观，艺术观，还可以了解大多数
作品的创作和演出经过以及他对同时代音乐家的评论，交友，恋爱，婚姻等生活事件。阅读书信集有
个好处，即不像看传记那样带有作者太多主观的思想和情感，能够更真实的对莫扎特有个比较全面和
全新的认识和了解。从信中我知道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事----他常常在信中使用暗语（有兴趣的朋友可
以去阅读此书，在此不必列出）并且这种暗语在他家庭里是比较通用的。在他早期的与姐姐特别是他
堂妹的那几封信里，可以看出莫扎特的稚气和童真。很多人都说莫扎特的人生是充满苦难的，而他的
作品出却丝毫感受不到他在生活中的遭遇。但我在看过此书后不赞同这种看法，至少在他结婚以前他
的生活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反的从他做为一个神童到他结婚前，他到了哪里都是那么的受欢迎和
得到赏识，可以说除了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间的矛盾外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也并没有干
涉过他的生活，包括莫扎特带妻子回萨尔茨堡看望父亲和姐姐期间。不过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自始
至终的公侯或是有地位的人出来赞助他，以至于后来的生活是那么的悲惨。幸好当时他共济会的会员
兼好友米卡埃尔.普赫贝格多次解囊帮助拮据的莫扎特（当然这种帮助是在莫扎特每次书信后所给予的
），要不我们今天就不会欣赏到他后期那很有价值的作品啦。莫扎特除了六岁前和结婚后基本上大多
数时间都是在欧洲的旅途中渡过的，早年是打着神童的名气到各地巡回表演，之后是在各地寻找发展
的空间。在这里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古典音乐这块，我们国家老是比不过欧洲，这
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当然，首先欧洲各国地域小，文化背景多元化：我们虽有56个民族，但是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而且我们保守，在相互交流和发展中我们吸收和学习的就少，迸发出的创作激情
和素材也明显弱于他们。其次，我们中西方宗教信仰和文化底蕴的差异也导致我们的音乐一直难以走
出国门，其实在古代我们还是有不少音乐精品，尽管数目不是那么多。最重要的一点，在欧洲除了宫
廷做为一种高雅的消遣需要音乐以外，基乎所有的教堂都有自己的音乐组织和创作，他们的宗教音乐
多得令人瞠目结舌，这种遍地开花的结果是大多数家庭都能进行室内乐演奏，这种高度是现在也令我
惊叹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现今我们能听到这么多精品也就不奇怪了。莫扎特的相当一部作品，是为
了得到必需的生活费用而进行创作的，这和大文豪巴尔扎克类似。然而在短期的创作时间里诞生出来
的作品却没有因为生活的不好或时间的问题而呈现出不好，相反的他的创作每一部都是那么成功。难
以想像他小小的头颅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创作的激情和灵感。短短30年内（除开前几年的时光）创作
出626部作品，除了舒伯特外没有人能在短短时间创作大量的精品。不管怎么说35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多少少会令我们后人遗憾。今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他的各种音乐会
，他留给我们大量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伟音乐史上的伟人。
4、所以对他的书信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这本书非常不错！值得一读~~~~~~
5、译者已逝，书将再版。
6、无法理解他的世界啊⋯⋯
7、翻译很难，译者还是个90多岁高龄的人，厉害
8、不幸的天才
9、https://book.douban.com/pics/sth.gif
10、他必须首先是人。
11、莫扎特连信都写得那么有意思.很值得收藏.
12、感慨了,最起码学会了他那句话...
13、太可爱！信件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他⋯⋯纯真烂漫，甜蜜又灵气十足，他高雅又粗俗，愁苦又欢乐
，好像一直都是个孩子，怎么也长不大~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天哪，他为什么这么棒！无法更
爱他！！
14、1791年12月5日凌晨一时，莫扎特终于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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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书信集》

15、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星期才看完 他一直是个天真烂漫的人 自尊心强 跟亲近的人说话非常调皮没个
正经 但是一直敬畏父亲 跟父亲写信就严肃而谨慎 与他受到万千宠爱的童年和少年比起来 他的青年时
代 实在不顺遂 最后那几年的信件看出生活十分潦倒 几乎全是在四处跟人借钱
16、莫聚聚超可爱
17、思考:莫扎特他的才华是人皆认可的，他也勤于工作，死亡到来的最后一刻也在工作，可为什么却
死于生计呢？时代总是不善待那些不跟着自己节奏的人，而又让他们永生。时代配不上莫扎特。
18、1769年15岁的莫扎特给妈妈写的信还以“出外旅行真好玩，我的心完全着了迷”开头。1791年，
至今为止发现的他的书信的最后一封，35岁的他向妻子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干，只是吃、喝、睡、
胡闹”。在他第一封向友人借债的信件后面，注了“他就这样穷途潦倒，以至于死。”然而“无论时
间多么紧迫，经济多么拮据，他的作品总是写得完美无瑕。” 有朝一日，我学会德语意大利语法语拉
丁语，看懂他信件原文，就能如他所说“更了解我”，“以便决定喜欢我到什么程度”了吧。
19、比看过的传记都精彩，更能了解他性情和为人
20、电影莫扎特传里，莫扎特说：我的人很粗俗，但我的音乐不。读莫扎特的书信时候就有点这样的
感觉，他喜欢开下流玩笑，说些秽语，但却能感受到他的一片天真浪漫。
21、一个“欧漂”天才的书信。可见即使是天才也不得不跟世俗的金钱、关系纠缠不清，被女人利用
抛弃，遭遇失去考妣之痛，与死敌钩心斗角，以及最难的事——找工作和租房子。才情若是换不来钱
——只换来鼻烟壶、烟斗和金表这样的东西，只能常常跑当铺；才情也换不来地位——居然要遭人侮
辱耻笑。当时的莫扎特，境遇恐怕还比不上如今的北漂。他们漂不下去了还可以回家。生病了也有基
本得体的医疗保障，比当时的医疗水平要好太多。莫扎特则像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病了也不知道要
吃什么才好。人生最后的信件都在借钱，借钱，借钱，也一边供着老婆去泡温泉。读来潸然泪下，在
火车上泣涕横流不能自已。心碎。
22、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23、对与神的使者和天才的信,你还有理由犹豫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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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书信集》

精彩书评

1、看了真本书多了一些对莫扎特生平、性格的认识，更加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形象。他谈
论别人的时候，常常夸张的表达赞扬或者批评，生动有富戏剧性；他也会说粗鄙的语言，这真的更像
个普通人（有很多人常常对艺术家抱有某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李云迪更像刚琴家而朗朗则
不具备所谓气质，在我看来恐怕朗朗和莫扎特具备更多相同的气质属性——一种纯粹感，虽然他俩实
际上当然不可相提并论）；莫扎特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则有着毫不谦虚的正确认识，总是充满了自信
与骄傲；莫扎特成年后也要吃饭找工作，奔走于权贵之间，但是他对个人财务的管理和人际交往的手
段恐怕就远不及音乐才能了。虽然在他的书信中能感受到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但这并没能帮助他
更好地生活。以前我总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世时都混得穷困潦倒，无人赏识。现在看来
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及其卓越的时候，他首先容易比较骄傲，于是难以向人妥协，
其次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不可能花心思钻营人际。最后导致了这些艺术家时运好的时候，不需要
力气就有人围着他们转，他们自己不须付出社交努力；时运差的时候很容易因为骄傲而不被待见，又
因为骄傲而不能迂回和妥协。此外，他的书信里有大段的对音乐作品的探讨，我想对于相关专业的人
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帮助吧。最后，可以看得出来，莫扎特纵然是个聪明的人，有天赋的人，但有他父
亲的培养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莫扎特本人也绝不是仅倚仗天赋便取得成就的，他对音乐的态度是
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从短暂的生命便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勤奋的
人。PS: 小时候的莫扎特好萌的。他那个时期是有阉人歌手的时期；音乐演奏中是允许鼓掌喝彩的。
那时候医疗真差啊，生病就放血，我也没看明白他妈得的什么病。
2、1993年10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劳舍尔（F.H.Rauscher）和肖（G.L.Shaw）于英国《自然》
杂志发表《音乐和空间任务能力》一文，介绍他们邀请大学生听音乐，然后对他们进行智商测试。大
学生在听了10分钟的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后，在空间推理测试中的得分有明显的提高。“
与听放松指令和不听音乐时相比，听了音乐的大学生智商得分（IQ）提高了8或9分。”这种现象就是
后来被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的“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 这一成果经过《纽
约时报》的报道，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因为这个结果可以解读为听古典音乐的孩子要比不听的孩子
智商高。劳舍尔的研究由此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导致了一场流行心理热潮。在美国，望子成龙
的家长们以及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都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最典型的是美国佐治亚州政府，1998
年6月，当时的州长为该州每一名新生儿免费发放古典音乐CD和磁带; 佛罗里达州则要求公立日托幼儿
园播放古典音乐。一时间让孩子听古典音乐成为一种时尚。“莫扎特效应”并非只是在美国流行，它
及时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至今在网上随便搜索，都能找到无数出售“莫扎特效应CD”
的网站或免费下载试听。 瑞士心理学家班格特（A.Bangerter）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希思（C.Heath）
在2004年12月《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莫扎特效应”：追踪一个科学传奇的演变》的文
章，把“莫扎特效应”的产生、演变、发展和应用当作一个典型的科学传播案例来研究。与此同时，
他们文章的主要内容也在欧美一些媒体和网站、尤其是大学的校报和网站广为传播。 劳舍尔在科学家
们对此的争议中于1999年11月6日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上透露了其新近的研究成果。“莫扎特效应”
不仅在人身上存在，在小鼠身上也存在，而且作用更大。她让30只小鼠一天听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
奏鸣曲》12小时，持续了8个多星期。结果显示，这些小鼠通过迷宫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迷宫试验中，
听了音乐的小鼠比起那些未听音乐或呆在无害噪音环境的小鼠来，犯错误小于37％，过迷宫的速度快
了27％。这些结论是通过对照组获得的。劳舍尔说，听了莫扎特奏鸣曲的小鼠，其大脑海马区内刺激
和改变脑细胞联系的几种基因的活跃水平明显提高。这些基因分别负责生成一种神经生长素、一种与
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化学物质以及一种神经突触生长蛋白。2004年4月28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认知神经学
研讨会上，劳舍尔希望这些发现能有助于为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其他神经退化疾病的患者设计音乐疗法
。 出版过两本与“莫扎特效应”相关畅销书籍的美国教师唐&quot;坎贝尔指出，科学研究显示，当一
个人听音乐时大脑的许多不同部分都处于活跃状态，其中一些最活跃的部分与人们进行空间推理时的
活跃部分是相交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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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170页

        作曲教学法

2、《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莫扎特家书内容选粹

        “人心高贵，也可成为贵族，虽然我失去爵位，心中却觉得比有许多爵位更荣耀，......”。——莫
扎特给父亲的书信
乌姆劳夫把我邀到他家里，其态度极为谦恭。他要我听一听他自己写的一部歌剧。 
他对我说：“你可别以为它是值得您为它费神的。我比您差远了，但我也是尽力而为的。” 
我便在钢琴上将那部歌剧的乐曲视奏了一遍。之后，我听说他告诉别人：“那是毫无疑问的，有个魔
鬼附在莫扎特的头脑中、四肢和手指头上！真不知怎么搞的，我那写得一塌糊涂连我自己也读不下去
的乐谱，他视奏得如此流畅，简直就像那就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1781年莫扎特亲笔 
致母亲 
Wirgl, 1769年12月 
最亲爱的妈妈！ 
我的心深深陶醉在了无尽的乐趣中，因为我在这趟旅行中感受到了很多欢乐，因为在马车中是那么的
温暖，还因为我们的车夫那么的殷勤周到。他还会在道路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把马车赶地飞快。旅行的
详细相信我的爸爸已经想妈妈写信说了。我给妈妈写信的原因，是让她知道我深深地了解我的职责，
就是我对妈妈您最深最深的崇敬并且是您最忠诚的儿子。 
沃尔夫冈 莫扎特 
说到关于听众口味的问题，你可以用不着为我担心。这是因为，我写的歌剧音乐，各种各样的人都会
喜欢的，除了那些长耳驴子。 ——1780.12.16自慕尼黑寄父 
音乐绝不应该不好听，应该让听众觉得喜欢。或者换句话说，不应该不成其为音乐。 
《后宫诱逃》中的《近卫军合唱》短小精悍，生气勃勃，完全会令人满意。我是按照维也纳人的口味
来写的。 ——1781.9.26自维也纳寄父 
如果我们作曲家总是死守这那一套法则——那在当时是最好的法则，因为没人懂得更多——那么我们
炮制出来的音乐就会像一些歌剧台本作家编凑的东西那样索然无味。——1781.10.13自维也纳寄父 
万事万物有中庸之道，如今既不为人所知，也无人能领会了！为了博得掌声，许多人要么写空洞无聊
的东西，连马车夫也能唱；要么就写得晦涩难解，然又因其为正常人所听不懂反而受欢迎。 
这并非我要同你在信上一轮的问题。但我倒想写一本书。一本音乐入门。书中用例子说明问题。不用
自己的名字发表。这一点几乎是用不着说的。 ——1782.12.28自维也纳寄父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想象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我还是在等待好消息的到来。既然死亡是生命的真正归宿
，我多年来就已经熟悉了这位人类最好的朋友。它的面孔现在对我来说已不再狰狞可怖，而是看上去
平和而安慰。我要感谢上帝赐与我这种恩泽⋯⋯我上床之前总想到也许第二天早晨我就醒不来了，但
是了解我的人谁也不会说我很悲伤或不满。我感激我的造物主赐与我欢乐的天性，并衷心希望我的同
类分享这种欢乐”只要我觉得你什么都不缺，我的一切烦恼对我来说就会变得像珍贵甚至快乐的东西
。是的！只要我确信你快活健康，那么天底下最大的痛苦和麻烦对我来说就好像算不上什么了？ ——
1781年4月4日
寄上《后宫诱逃》序曲的前十二小节。此曲很短，曲中有交替出现的强奏与弱奏。土耳其风的音乐都
在出现强奏时加进去。曲中转了几个不同的调。任何人，哪怕他看戏的前一晚害了失眠症，我不信他
听了此曲还想打瞌睡。——1781年莫扎特亲笔

3、《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简直就像那就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寄上《后宫诱逃》序曲的前十二小节。此曲很短，曲中有交替出现的强奏与弱奏。土耳其风的音
乐都在出现强奏时加进去。曲中转了几个不同的调。任何人，哪怕他看戏的前一晚害了失眠症，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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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他听了此曲还想打瞌睡。——1781年莫扎特亲笔 

乌姆劳夫把我邀到他家里，其态度极为谦恭。他要我听一听他自己写的一部歌剧。 
他对我说：“你可别以为它是值得您为它费神的。我比您差远了，但我也是尽力而为的。” 
我便在钢琴上将那部歌剧的乐曲视奏了一遍。之后，我听说他告诉别人：“那是毫无疑问的，有个魔
鬼附在莫扎特的头脑中、四肢和手指头上！真不知怎么搞的，我那写得一塌糊涂连我自己也读不下去
的乐谱，他视奏得如此流畅，简直就像那就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1781年莫扎特亲笔

致母亲 
Wirgl, 1769年12月 
最亲爱的妈妈！ 
我的心深深陶醉在了无尽的乐趣中，因为我在这趟旅行中感受到了很多欢乐，因为在马车中是那么的
温暖，还因为我们的车夫那么的殷勤周到。他还会在道路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把马车赶地飞快。旅行的
详细相信我的爸爸已经想妈妈写信说了。我给妈妈写信的原因，是让她知道我深深地了解我的职责，
就是我对妈妈您最深最深的崇敬并且是您最忠诚的儿子。 

沃尔夫冈 莫扎特

4、《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莫扎特书信中对歌剧的看法

        ——1781.10.13自维也纳寄父
如果我们作曲家总是死守这那一套法则——那在当时是最好的法则，因为没人懂得更多——那么我们
炮制出来的音乐就会像一些歌剧台本作家编凑的东西那样索然无味。
我想写一本书
——1781.9.26自维也纳寄父
《后宫诱逃》中奥斯敏发火的那一节，我把它处理成戏剧效果，用了土耳其风格的音乐。其中，咏叹
调唱到听上去像要完得地方，他的怒气越来越大，速度变成“非常快的快板”，节奏和调性全变了。
这地方肯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怒火万丈的情况下，忘乎所以，不顾一切，那么，音乐也应
该忘了自己。
不过，激情不论如何强烈，也切不可表现过火，引起反感。作为音乐，哪怕是表现最恐怖的情景，也
不要让耳朵受罪。而是要让人乐于听它。或者换句话说，不要不成其为音乐。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把音乐转入同原调F大调疏远的小调，而是用了它的关系调——不用最近的d小调
，用了更远的a小调。让我们改谈贝尔蒙特的咏叹调把，你可想知道我是怎样表现剧中人的情绪，连
他们的心跳都叫人听见？那是用两把小提琴相隔八度演奏的音型。听过的人都会喜欢这首歌，我自己
也喜欢它，我是按着歌手阿姆伯格的嗓子写的。人们可以看到他战栗的样子，看到他那吞吞吐吐的神
情，听到他那搏动的心是怎样的越来越激动，我用力度上的渐强来显示这个。你也听得见轻声悄语和
叹息。这是用了加上弱音器的第一小提琴和长笛的齐奏。
——1781.10.13自维也纳寄父
我以为，在歌剧中，诗艺完全应当做乐艺听话的女儿。
一部歌剧，如果情节设计得巧妙，那它是一定会成功的，仅仅是为了音乐，才需要歌词，不该为了趁
韵而胡编乱凑（那不但不能加强效果，反而分散听众的注意力——我说的是，那些不恰当的词句甚至
整篇的歌词，破坏了作曲家完整的构思。
最理想的情况是要有以为这样的作曲家，他懂得舞台艺术，而且善于提出好的建议来配合那个本身也
能干的诗人，能做到这样，那又何愁得不到听众的喝彩，哪怕是无知的听众。
——1783.5.7自维也纳寄父
至少我已经看过不下一百种剧本，可是没有一种是叫我满意的，这就是说，在这些剧本里，这儿那儿
需要改动之处太多了。即使那作者愿意改，对他来说倒不如另写一部新的更省事。
——1781.10.13自维也纳既父
说到《后宫诱逃》的剧本，我看得出，它并非上乘之作，然而合用。而且，我已经在我头脑中嗡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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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音乐是那样的不谋而合。我愿意打个赌，演唱怒的时候不会发现什么缺陷，对于已经写好地歌词
，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贝尔蒙特的咏叹调，歌词太适合谱曲了。除了两处地方，这首歌词写得
不坏的，特别是第一部分。
在歌剧中，诗歌当然是同音乐最分拆不开的要素——但，纯粹为了押韵而写诗，那是最要不得的。

5、《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153页

        写信类似在写重唱

6、《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73页

        莫扎特找工作

7、《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113页

        你听我说，现在我有五只表。所以我想来想去，最好裤子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表袋，每当拜访什
么大人物时，我就带着两只表（再说，这正是现今的时髦）。这样，他就不会再送我另外一只表了⋯
⋯

8、《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67页

        被萨尔茨堡辞退

9、《莫扎特书信集》的笔记-第181页

        告知父亲姐姐母亲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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