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德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 《阿莱城的姑娘》组曲录音封面。

星期二 2021年6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校对廖焱炜文艺范
15

赏
乐

法兰多拉舞：欢乐中隐喻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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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健，媒体人，爱乐人。2019年起撰写从阅读文学原著角

度来解读西方古典名曲的文章，遂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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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组曲《阿莱城的姑娘》取材于都德的同名短篇小说。这篇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被都德收入他的短篇小
说集《磨坊书简》（又译作《磨坊文札》）中。

1872年，巴黎剧院经理人莱昂·卡尔瓦洛找到都德，要都德写一部新话剧。都德从《磨坊书简》中挑选出第六篇短篇小说《阿莱城的姑
娘》，将它改编成一部三幕四场话剧。

都德将剧本交给卡尔瓦洛后，卡尔瓦洛找到比才，要他为话剧配乐。
比才深为剧本所打动，他在一周之内就写出27段配乐总谱。之后，又从配乐中挑选出四首，按全编制乐队管弦乐形制重新配器编成一套

组曲。这就是现在的《阿莱城的姑娘》第一组曲。
比才去世后，他的好友作曲家吉罗从配乐中挑出三首，又从比才1866年创作的四幕歌剧《帕斯美女》第三幕中挑出一段极其优美动人的

小步舞曲，放在第三乐章，组成了《阿莱城的姑娘》第二组曲。第二组曲第四乐章就是著名的法兰多拉舞。

事实上，都德在小说里
对让思恋阿莱城姑娘而不得
其人的痛苦、压抑有深刻描
写，为后来让自杀早已埋下
伏笔。

从父亲那里得知阿莱城
姑娘的情况后，“让从此绝口
不谈阿莱城姑娘。但是，他
仍爱着她，而且自从有人告
诉他这女人曾在另一个男人
怀里躺过以后，他反倒更爱
她了。只不过他因为生性矜
持所以沉默不语；这无异于
自我折磨，害了他自己，这可
怜的孩子……他经常整天整
天地独自待在一个角落里，
一动也不动。另一些日子，
他又跑到地里去拼命干活，
他一个人干的活常超过十个零
工……到了傍晚，他常沿着
通向阿莱城的大路，一直走
到在夕阳中可以看到城里尖
形教堂林立的地方。到此，
他就往回走，从来不进城。”

让带着对阿莱城姑娘刻
骨的思恋，每到傍晚就步行
到阿莱城，遥望城里尖尖的
教堂顶，想着阿莱城里的姑
娘，却从不进城。

可以想象，夕阳下的遥
望，毕竟还有希望，而当让遥
望良久，在余晖中转身回家
时，他走进的却是无尽的黑
暗和绝望。这种思恋被天长
日久地压抑，最后必然会转
变为抑郁绝望。

序曲和第三幕表现村民
舞蹈场面及合唱的“三王进
行曲”，是一首从 17 世纪就
广泛流传的圣诞颂歌。

三王，原指耶稣降生时
从东方来的三位博士（有说
是三位国王）追随着天边出
现的天狼星来到耶稣出生的
伯利恒，向新生的救世主道
贺。

在我听来，比才把“三王
进行曲”与在法国南部广为
流传的法兰多拉舞编配在一
起，两者交替出现，而且多次
用进行曲打断舞曲进程，这
种打断有时显得突兀，甚至
粗暴。

比才其实是通过这种编
排向我们暗喻，弗雷德里在
欢乐的乐曲中实则非常痛
苦，和谐之下隐藏着危机和
不安。果然，舞曲结束后，欢
乐走向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5
月，配乐话剧《阿莱城的姑
娘》时隔十三年后在巴黎国
宾歌剧院再度上演。

全剧结束时，观众全体
起立报以如雷掌声。此时，
比才已经去世10年。

乔治·比才的《阿莱城的姑娘》
第二组曲第四首乐曲一开始，由弦
乐奏出在第一组曲序曲中出现过
的主题，“三王进行曲”，之后由长
笛吹出欢快的法兰多拉舞旋律。

在整首乐曲中，进行曲与舞曲
交替进行，一步步把欢快氛围推向
高潮。在佩服比才把进行曲与舞
曲完美糅合在一起的高超技巧的
同时，我也时常疑惑，比才这样作
曲，有什么隐喻吗？

最近翻看都德的短篇小说集
《磨坊书简》，在第六篇小说《阿莱
城的姑娘》中，注意到几段描写，似
乎找到了答案。

组曲《阿莱城的姑娘》取材于
都德的同名短篇小说。这篇不足
3000 字的短篇小说被都德收入他
的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又译作

《磨坊文札》）中。
故事发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

斯地区乡下：
20 岁的青年农民让，“文静得

像个姑娘，身体强壮，眉目开朗。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许多女人都盯
着他”，而让却钟情于一个在阿莱
城集市上认识的姑娘。

农庄上的人包括他的双亲都
不赞成这门婚事，“因为，这姑娘妖
艳风骚，而她的双亲又都不是本地
人。”但是让却拿定主意，甚至对父
母说，非她不娶，否则他就去死。
让的父母只好同意，决定秋收后举
行婚礼。

稍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一个
汉子突然来到让的家，告诉让的父
亲一个惊人的消息，阿莱城姑娘实
际上已是这汉子的人了，并拿出姑
娘写给他的情书作证。让得知消
息后沉默不语。

母亲看他痛苦不堪，对他说：
“好吧，让，你听着，如果你还是要
那个女人，我们就成全你吧……”
让做了一个坚决拒绝的手势。

“从这天起，让改变了生活方
式，为了让父母宽心，他总装出快
快活活的样子。”在乡村的选举庆
典上，他还领头跳起法兰多拉舞。

圣埃罗瓦节日里，农庄一片欢
腾，大家开怀畅饮，拼命跳起法兰
多拉舞。让还主动邀请母亲共
舞。午夜时分，人们散去，让却不
能入眠，最后他爬上谷仓顶楼，从
窗口跳下自杀。

1868年，巴黎剧院经理人莱昂·
卡尔瓦洛因经营不善，宣布他所经
营的巴黎抒情歌剧院破产倒闭。

卡尔瓦洛很快找到一个新场
所——杂耍剧院。他提出一个大
胆计划，恢复早已边缘化了的配乐
话剧。

1872年卡尔瓦洛找到都德，要
都德写一部新的话剧。都德从《磨
坊书简》中挑选出第六篇短篇小说

《阿莱城的姑娘》，将它改编成一部
三幕四场话剧。

在话剧里，让改
名为弗雷德里，父亲
这个人物去掉了，母
亲罗斯变成寡妇，汉
子成为母亲的牛倌，
剧里增添了母亲罗
斯的教女薇薇塔。

当 牛 倌 拿 出 阿
莱城姑娘给他的情
书作证后，弗雷德里
痛苦万分，暂时忘掉
了阿莱城姑娘，并与
薇薇塔订了婚。秋
收后，农庄里的人们
聚在一起欢庆丰收，
并为弗雷德里与薇
薇塔即将完婚欢庆。

正 在 农 庄 跳 着
法兰多拉舞的弗雷
德里突然得到牛倌
将与阿莱城姑娘远
走他乡的消息，精神
瞬 间 崩 溃 ，难 以 自
拔，爬上谷仓跳窗自
杀。

都 德 将 剧 本 交
给卡尔瓦洛后，卡尔
瓦洛找到 10 年前就
为他写过歌剧《采珠
人》的比才，要他为
话剧配乐。

比 才 深 为 剧 本
打动，法国南方的美丽
景色，强烈的戏剧冲突
和悲剧结局，激发了比
才的创作灵感，他在一
周之内就写出27段配乐
总谱。

谁也没想到，《阿莱
城的姑娘》首演竟然是
救场演出。1872年10月
1日，《阿莱城的姑娘》临
时顶替原本已卖出票，
但突然被当局禁演的一
部歌剧，在卡尔瓦洛的
杂耍剧院上演。

临时救场，加上卡
尔瓦洛又为这部戏作了
一些夸张宣传，演出后
观众并不买账，认为“名
不符实”。但都主要针
对剧本本身，作曲家马
斯奈对比才的配乐大加
赞赏。《阿莱城的姑娘》
演出了十多场后停演。

1872 年底，比才从
配乐中挑选出四首，按
全编制乐队管弦乐形制
重 新 配 器 编 成 一 套 组
曲。这就是现在的《阿

莱城的姑娘》第一组
曲。

比才去世后，他
的好友作曲家吉罗从
配乐中挑出三首，又
从比才1866年创作的
四幕歌剧《帕斯美女》
第三幕中挑出一段极
其优美动人的小步舞
曲，放在第三乐章，组
成了《阿莱城的姑娘》
第二组曲。第二组曲
第四乐章就是著名的
法兰多拉舞。

组曲中的法兰多
拉舞是配曲中第23至
24曲。话剧中先是合
唱队唱起“三王进行
曲”，随后与法兰多拉
舞交替出现。

组曲中先是弦乐
奏起“序曲”主题“三
王进行曲”，然后是长
笛奏出欢快的法兰多
拉舞，进行曲与舞曲
交替混合多次出现，
一步一步把乐曲推向
高潮。

小说和剧本里法
兰多拉舞都出现了两
次，场景也一样。一
次是秋收后村民们聚

在一起欢庆丰收；一次
是圣埃罗瓦节，弗雷德
里与村民们跳起法兰多
拉舞。正是这最后一次
法兰多拉舞，成为弗雷
德里自杀的诱因。

小说中，舞会结束
后，弗雷德里再也不能
控 制 情 绪 ，遂 跳 窗 自
杀。话剧中，弗雷德里
在舞会上得知阿莱城姑
娘将和牛倌远走高飞的
消息，痛苦不堪选择自
杀。

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

都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