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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幻想曲2000》中的蓝色狂想曲作为研究对象,从音乐创作和电影内容两方面进行分析,探究其中包含的文化融合概念。一方

面展现了大萧条时期不同人物的生活,反映了美国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蓝色狂想曲代表了美国民族音乐领域的一次文化融

合。文化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经过程,历史上有众多的案例可以佐证。这能给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能给当下教育教学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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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影背景 

《幻想曲2000》是一部音乐类非剧情电影。它由迪斯尼公司制作并发

行。音乐部分主要由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动画部分迪士尼动画师们根据

音乐创作完成。电影由八首交响乐作品组成。这部电影无疑是迪斯尼公司

最经典的电影之一。迪士尼对艺术拥有很高的品味,他最早提出拍摄一部

交响乐电影,因而造就了1940年发行的第一版本幻想曲。它颠覆了以往电

影与音乐的关系,它运用动画来配合音乐。动画师从音乐中获得创作灵感,

有的是童话故事,有的是现代生活。想象力被最大化。他们创造出了这部

非剧情音乐会电影,后来改名为幻想曲。幻想曲以音乐为中心,其他元素辅

助音乐的进行。包含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讲述故事的音乐,第二种是没有

具体情节的音乐,即在观众脑海中形成一系列画面且没有人物关系,第三

种音乐属于纯音乐,即观众自己产生联想。想象力是无穷的,迪士尼的动画

师给想象增添了翅膀,让想象呈现在观众眼前。 

2 音乐背景 

格什温是美国著名的现代派作曲家,也是美国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

他拥有很高的艺术地位。他写过大量的歌曲和音乐剧,也常为百老汇和

好莱坞的明星作曲。1931年创作了音乐剧《我为你歌唱》,其主题辛辣

讽刺,并凭此获得普利策奖。1925年,纽约爱乐乐团开始委托他作曲。由

于未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格什温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学习乐理,并得到

大师指导。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使得格什温在音乐领域拥有了自己的

一席之地。 

1924年,格什温为保尔怀特曼的爵士音乐会创作了《蓝色狂想曲》,

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格什温亲自演奏钢琴,观众对这场音乐会抱有很大期

待。除此之外,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等顶级作曲家的出席,也为音

乐会提高了知名度。据说格什温是在去波士顿的途中创作的。他曾说：在

火车上,可以听到火车的节奏和铁轨的撞击声,我在噪音深处听见音乐。就

在那一刻,我忽然开始构思乐曲,甚至记录成谱。结束波士顿旅程后的一周,

格什温写完了这部作品,他在古典音乐中加入爵士元素。并且他将乐曲中

的华彩乐段留到首演时即兴创作。此外,格什温写完后直到临近首演才确

定曲名。因为作品采用了蓝调素材,故最终采用了《蓝色狂想曲》之名。

作品的内在精神价值是黑人音乐文化的一种表达。在蓝调的影响下,格什

温表达了对黑色音乐和文化艺术精神价值的追求和向往,这是最基本且深

刻的表达。
[1]
 

3 文化融合 

文化就是人们如何处理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往往

是多元的。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规模迁徙,人口流动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

俗。经过长时间的聚居,不同文化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文化。 

什么是文化融合？广义指人类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全部融入一个

统一的整体之下,形成统一性的世界文化新形态。狭义指通常是两个或

更多的拥有基本稳定的文化传统且内容和形态上互相区别的民族,受社

会环境、自然环境改变的制约和文化信息互相传递的影响,经过自然或

非自然方式的持续接触,各自选择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对自身的文化

进行修改和增删,互相调适、融合,最终导致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在某种

程度上的趋同。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更迭政权最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

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间接地促使了宗教和外来文化的

传播,例如佛教以及波斯文化。孝文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改革,而这

次汉化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化融合。在现代,欧洲联盟是欧洲

地区规模较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欧盟成立于1993年,它由欧

洲共同体发展而成,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其创始成员国有6个,

现在已经有28个会员国。由欧盟提出：要促进和平,追求公民富裕生活,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基本价值观,加强国际合作。2012年,欧盟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根据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介绍：欧洲文化的标志是多

样性。这种多样性下孕育的是亲和力、民族相似性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欧

洲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张力推动古今融合。 

文化融合不仅对当前多元化的社会有借鉴意义,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

了多元化的办学理念,让学生拥有多元文化的视野,给未来的国际交流打

下坚实基础。 

4 电影方面 

电影“幻想曲2000”根据音乐来创作动画,达到了音乐与动画深度

融合的效果。音乐代替了台词,却更贴切地表现了电影内容,调动了观众

的感官和情绪。迪士尼电影曾提到：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端。音乐与

动画结合是迪士尼电影的突出特点。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纽约,

电影运用了艾尔·赫菲尔德的漫画风格来制作,彩色流动的线条勾勒出

繁华的城市来表现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此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经

济低迷,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使是在繁华都市,萧条的景象依

然可见。 

剧中有四个人物,一个是黑人青年,在建筑工地工作。当时的社会对非

裔美国人的歧视依旧存在,种族隔离制度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而后

随着平权运动的发展,他有机会追逐梦想,并成为一名鼓手。只有平等才能

给人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正如《独立宣言》所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创造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第二个

是失业男子。失业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常态。一部分街边的苹果摊小贩以

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这个人也不例外,但当他路过一工地时被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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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工人,于是意外地找到了工作。工地招人反映的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以

工代赈”的救济方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力

更生。 

剧中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中年男子,也是在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四个不同的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

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几百年间,各国的人先后来到了美洲大陆,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想。而美国梦是人民的共同愿望,它也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

现。正因如此美国各州在教育理念上也将多元文化纳入考量。《美国史诗》

中提道：美国梦远远超过物质范畴,美国梦让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

自我价值。美国梦不是汽车,也不是高工资,而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

序下,所有人都能依据自身能力取得最大的成就,并得到社会认可。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和谐共处是文化融合的理想境界。他们有共同的理想,认同民

族文化,两者都促进了民族团结。 

5 音乐方面 

古典音乐也称严肃音乐,它历史悠久且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0世纪,

音乐呈现繁荣的景象。美国专业音乐自17世纪开始酝酿。在此之前,欧洲

移民把他们的音乐带入尚在音乐启蒙阶段的美国,促使美国第一代的音乐

家群体产生即新英格兰乐派。20世纪美国一些音乐家开始运用本土音乐素

材进行创作,成为美国民族音乐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格什温正是其中之

一。他扎根于美国的民族音乐语言,吸收黑人音乐的精髓,运用古典音乐的

创作手法,创造出了真正的美国音乐。《蓝色狂想曲》正是他的代表作品之

一。电影“幻想曲2000”里评价道：格什温给爵士乐重新换装,并且将它

从街道搬到百老汇的舞台上。他给音乐注入了民族风格,是音乐文化融合

的典范。 

从曲式结构上看,它是以即兴爵士乐为特征的自由曲式,以对比性段

落为特征的三部曲式。作为自由曲式,作曲家没有写华彩乐章,而是将它留

给钢琴家在舞台上即兴演奏。即兴演奏是一个爵士乐手的必备技能,它能

拉近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而在配器上,作曲家加入爵士乐编制,例如乐曲

开头的单簧管以及萨克斯。这使得《蓝色狂想曲》的蓝调风格更加正宗。

其次,作为三部曲式,从速度变化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乐曲引子及主题,

本段在结束前是一个小高潮；二是带着思乡之情的旋律；三是由活泼快速

的钢琴独奏作引子,随后再现全曲开始的主题,最后由钢琴和乐队全力奏

出雷鸣般的音响而结束。
[3]
 

从创作风格上看,作曲家在作品中运用了传统调式、切分节奏等,同时

还结合了蓝调音乐的和声。蓝调一直是作为任何一种爵士乐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也是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因而“蓝色狂想曲”体现了格

什温发展民族音乐的初衷。此外,它的成功肯定了运用民族音乐素材进行

创作的作曲家,并且告诉了全世界何为真正的美国音乐。 

格什温曾说“我没有计划,我的音乐也没有要服从的结构,狂想曲的

创作就在这种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开始了。作曲家并非摆脱了乐理,而是

在音乐主题和核心思想进行创新。既符合古典音乐的审美,又能融入爵

士风格,实现了蓝色狂想曲的严谨和自由的统一。音乐是不断融合与发

展的。音乐家敢于打破壁垒,因为音乐无国界。《蓝色狂想曲》被认为是

“爵士乐从酒吧里走出去”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这部作品是美国民族

音乐的代表作,标志着外来音乐本土化。格什温为音乐领域的文化融合

做出了重要贡献。 

6 结语 

导演通过四个不同人物生活,表现了人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积极面对

生活的态度,并且最终实现了个人理想。反映出美国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

的积极影响,这正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同时,《蓝色狂想曲》本身就是

一部划时代的钢琴协奏曲。二十年代初,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自豪感

的极大提升,呼唤本国的优秀文化作品。而《蓝色狂想曲》正好顺应了这

一。作品把欧洲主流的古典音乐,与在美国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爵士音乐

进行完美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美国本土音乐风格,奠定了美国民族音乐的

基础。而音乐文化的融合正是美国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经之路。 

文化融合是必然的。如今各个产业的发展将我们变成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教育领域对文化的兼收并蓄是文化融合的现实启迪。互相学习

才能理解对方的文化内涵。我们应从长远角度看待文化融合,与时俱进,

共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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