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rthern Music  139

 2014年第3期
（总第249期）

北 方 音 乐
Northern Music

NO.3,2014
（CumulativelyNO.249)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德国伟大的作曲家。在众多创作中，
钢琴作品是贝多芬创作的重点之一，而其中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
曲更乃创作中的奇葩。

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创作于 1801 年，是

贝多芬早期创作中的一首代表性作品。该作品一改往日奏鸣曲形
式结构，突破束缚，按照作曲家自己的意愿重新安排了这首曲子
的套曲结构。在乐章的先后安排和技巧的运用上都体现着他独特
的性格特征。形式绮丽华美，内容充满着深刻的思想。

一、曲式与结构特点
“曲式结构无疑是音乐最重要的形式要素之一”+，在第一乐章中，

贝多芬并没有完全按照过去的模式去写，而是一反传统，根据表现
的内容和自己的随机想象去重新安排了这首曲子的套曲结构。

第一乐章（升 c小调，4/4拍子的持续的慢板，变化再现的单
三部曲式）。这个乐章是这首曲子能获得此标题的重要依据，贝多
芬借此乐章、此形式来表达内心孤独、抑郁、挣扎的情绪。在这里
代替了过去的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快板形式。整个乐章用了稳定的
三连音流动形式，加之八度的连续的低音背景构成。整个乐章没
有停歇，曲式结构大体上是：引子（1～ 5小节），A（6～ 15 小节），
B（16～ 42小节），A（43～ 51小节），尾声（52～ 69小节）。

引子，一开始就奠定了全乐章的基调，在右手连续不断的
三连音，左手持续的低音下行中，在低沉迂回的旋律中，伤感
的爱情主题充满着幻想，充满着柔情，在悲伤地吟诵着，整个
三连音的背景又如一块巨大的幕，点点滴滴记录着贝多芬无尽
的哀思……（见谱例 1）。

谱例1

四个小节之后，第一主题才在中音区缓缓出现，由升 c 小调
开始，继而向 b 小调靠近，这也为第二主题的出现奠定了调性基
础（见谱例 2）。

谱例2

　

从第 16 小节开始，进入第二部分，在B大调上出现了第二主
题。音越来越走高，情绪越来越显得激动不安，随后在第 42 小节，
第一主题平静地再现，第二主题也以升 c小调再现。

最后，尾声部分，作曲家以持续的低音区的主题动机来结束
这一乐章。调性回归，重复终止，慢慢地远去，直到消失在夜色
尽头……

二、演奏技巧分析
慢板单三部曲式升 c小调 2/2 拍

贝多芬《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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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贝多芬——古典主义之集大成者，又开浪漫主义之先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钢琴作品是仅次于交响乐作品的

辉煌成就。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尤为引人入胜，曾获钢琴文献的“新约圣经”之美誉。《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即人们习惯上称

之的“月光”奏鸣曲，别具一格地展现了音乐大师贝多芬哲学性的精神世界及其充满魅力的音乐性格。全曲悲剧色彩贯穿始终，牵动着

世人跨越时空聆听音乐巨人的戏剧人生。本文主要从第一乐章的曲式结构和演奏技巧上给予分析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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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开始，绵延得宛如心跳的三连音，是非常优美的极具幻
想性的旋律。在演奏时，首先要把握好三连音的均匀、速度和力
度的处理；第二要注意一只手不同的声部之间的主次关系；第三
就是一气呵成，气息能从头至尾贯穿下来。应当慢触键，将力量
推到底，完全将音扣于手掌之中，既要把上方旋律声部表现出来，
连接起来，同时又要把中声部的三连音做到弱做到位。而且，在
表现第一乐章时，切忌轻浮狂躁情绪，要真正地静下心来，体会
作者内心的情感，把音弹到、底弹到位，力量真正地沉淀下来，
不应该只是从表面意义上去描写朦胧的“月光”，那样的话，便
会大失情调了。比较难做的就是例如第五小节主题声部出现以后，
在拇指和小指同时下键之时，如何将小指表现得清晰连贯，这就
需要单独训练小指的独立性和力量。

1 ～ 4 小节：右手三连音最好贴键演奏，慢触键，用力要均
匀，弱而深沉，可以打开手掌，用指肚触键，配合手腕的力量移
动，连贯弹奏。旋律主要展现在左手，为下行的八度进行。左手
力量一定要通过手指端送到琴键底部，有沉甸甸的感觉。而且要
弹够时值，饱满的，深沉的。第 5 小节开始，第一主题进入，宁
静的、略带忧思的旋律，右手要分清声部，将主要的力量集中在
小指上方声部，呼唤的、深远的声音，保持手指的独立性和清晰度。
从第 28 小节一直到第 40 小节，右手的旋律声部和中间声部融为
了一体，所以要将每一拍三连音的第一个音突出，并且保持时值。
左手则是一直保持持续的低音八度音响。从第 60 小节开始，注意
力开始转移到了左手，低音长音和复附点节奏突出地表现出来更
好，从第 62 小节开始的上下行交替的琶音，一定要做好上行渐强
和下行渐弱。最后力量慢慢地沉淀下来，声音渐渐地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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