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  Northern Music

2016年第23期
（总第311期）

北 方 音 乐
Northern Music

NO．23，2016
（CumulativelyNO．311）

肖邦第一叙事曲的艺术特点及其演奏赏析

柴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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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肖邦在世界音乐的历史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他在1831年到1842年的这段高峰创作时期共创作了影响巨大的四首叙事曲体裁

的钢琴曲，这四首钢琴曲也是肖邦一生智慧的结晶。在历史的长河中，肖邦是第一个在创作钢琴曲的时候运用叙事曲的作曲家，他的这个

举措为叙事曲和以后的交响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肖邦；第一叙事曲；艺术特点；演奏赏析

欣赏肖邦的音乐，不只是因为他的音乐本身所具有的魅力，而

且还因为通过肖邦的音乐，能够感受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所具有的

结构和思想。通过对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艺术特点和演奏技巧

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肖邦音乐和思想的理解，帮助我们在演奏《第

一叙事曲》的时候把音乐展现技术和音乐艺术展现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从而提高演奏者的演奏水平。

一、《第一叙事曲》的创作背景

肖邦的《第一叙事曲》是在1831年到1835年间创作的，很多

研究人员认为这首钢琴曲是肖邦受到波兰诗人密茨凯维的影响而创

作的。《第一叙事曲》是肖邦依据密茨凯维的浪漫主义长诗《康拉

德·华伦洛德》进行创作的，这篇爱国主义长诗讲的是在十四世纪

立陶宛人和日耳曼军队进行战斗的故事，诗人在这首诗中通过康拉

德·华伦洛德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在1830年11月，波兰人民不满沙俄的残酷剥削，发动了民族起

义的战争，随后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后来沙俄军队对起义进行残酷

的打击，最终起义失败，波兰人民的政权所在地华沙沦陷[1]。肖邦

在《第一叙事曲》中借用音乐表达了自己的悲痛愤怒的感情，以及

表达了为民族自由而战争的思想。肖邦在创作《第一叙事曲》的时

候，把《康拉德·华伦洛德》中主人公的悲凉和大无畏的悲剧气氛

融入到了这首曲子中来。

二、肖邦《第一叙事曲》的艺术特点

（一）对音乐结构进行自由化的处理

在肖邦进行创作钢琴曲的时候常常是在传统的曲式结构的基础

上，然后大胆的进行自由化的音乐结构的处理，通过这种方式进行

创作的钢琴曲在古典主义的结构基础上还体现着浪漫主义的音乐风

格。这种感钢琴曲的创作风格在肖邦的《第一叙事曲》体现的非常

明显。肖邦把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和奏鸣曲式等众多音乐结构集中

的使用在了《第一叙事曲》的创作中来，这些复杂而又自由的曲式

结构让这首钢琴曲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对音乐结构进行自由化

的处理能够把作品中的冲突和矛盾表现的更加戏剧化，从而增加了

音乐的个性化特点。肖邦的这种在古典曲式结构的基础上对钢琴曲

的叙事性进行强化的创作方式，让《第一叙事曲》展现出一个具有

强烈的表现力和明确独立性的音乐结构，而且这个很多曲式结构组

成的音乐结构是十分完整的[2]。虽然肖邦《第一叙事曲》拥有非常

复杂又庞大的音乐结构，但是这首钢琴曲在整体上的布局和结构也

是十分的精巧和严密的。所以通过《第一叙事曲》的结构特征的展

现，可以看出肖邦的钢琴叙事曲十分的精妙，不仅仅能够把传统的

鸣奏曲和形式各样的曲式结构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叙事上也变

得更加的戏剧化，总而言之，肖邦的《第一叙事曲》是古典主义和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二）带有明显的标题性音乐创作特征

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往往会在自己所作的曲子的乐谱中标注

标题等内容，但是肖邦的钢琴曲并没有使用文字进行标题的注写。

但是在肖邦在他的《第一叙事曲》中通过渲染和内容的变化对作品

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标题创作。肖邦的《第一叙事曲》在进行创作的

时候，虽然在某些层面上来看和标题性的叙事长诗有着联系，但是

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主题和题材的构思。十九世纪是源自于诗歌和

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艺术家们追求情感的表达和宣

泄，这一时期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歌是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心，所以当

时的音乐风格也逐渐的和诗歌等文学作品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是当

时音乐创作的一种思想倾向，而且这也是符合现实意义和客观存在

的结合。

（三）在音乐表现力上具有重要的贡献

肖邦的《第一叙事曲》为钢琴艺术发展和表现方面有着重要

的作用。肖邦在在创作叙事钢琴曲的时候，会把多种曲式结构使用

在同一首的叙事钢琴曲中，肖邦通过这种方式为《第一叙事曲》注

入了复杂而又庞大的作品技巧。在《第一叙事诗》中，钢琴曲的最

开始是一段二声部重唱而这段二声部重唱是各自独立的，随着乐

曲的发展，二声部渐渐的变成了一种单纯的音型。这种叙事曲的特

点在肖邦的每一部的作品中都非常的常见[3]，主体片段和独立的声

部特点都在乐曲中相互的交织，从而让叙事钢琴曲中的共性和个性

都能够明确的展现出来。通过对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特点进行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肖邦的创作的叙事曲能够表现出在浪漫主义

思想的初期，钢琴曲的表现力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快的发展，并且发

展的很完美。肖邦的《第一叙事曲》即在外貌和形式上十分的规范

和完整，而且在创作上十分的新颖和大胆，这就是肖邦充分展现在

《第一叙事曲》的音乐表现能力。

三、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演奏赏析

（一）序曲

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序曲部分是用演奏者相隔八度的双

手弹奏出C音，这样能展现出的声音具有沉重、洪亮和饱满的表现

力。等到乐曲演奏到第四、五节的时候，听众就能够听到音色变得

更加的柔和，并逐渐的把听众带入到呈示部的部分

（二）呈示部

从第八小节开始的呈示部一直到二十小节是弱起的形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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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综复杂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乐曲的伴奏形式主要是采用附
点的节奏，显示出了整首曲子的气势磅礴，通过这样的节奏型又一
次体现出了英雄的精忠报国。当乐曲进行到第221小节的时候。旋
律骤然停顿了7个小节，骤然中断的旋律表示着岳飞的回忆被无情
的推回。

谱例3[1]

第三部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228小节到267小节用延绵不断
的旋律表现了岳飞对母亲的想念。二是突然用中板的速度和力度以
及比较愉快的旋律表现出了岳飞的情感，但是美好总是短暂的，相
同的乐曲思想被何占豪创作的极其悲怆与气愤，在钢琴伴奏的推动
之下一段华丽的古筝独奏将全曲推向最高潮。  

第四部分第344~到全曲结束，仍然是对此主题的陈述，但是情
感却与第一部分不同。从演奏的情绪来看，此时的情感更加悲痛。

（二）乐曲旋律分析

何占豪所新创作改编的这首《临安遗恨》整个作品由七个长短
不等的段落和乐句构成。由引子，尾声呈现出了作品鲜明的特性，
在整首曲子的最后乐段的改变又再一次突现了主题。刚开始是一出
来的为篇幅比较长的引子。第二部分为慢板，速度以及在力度上适
中，呈现出了乐曲的旋律主题。第三个部分是本曲的快板，节奏旋
律比较急切活跃，表现力度很强，需要演奏者强有力的爆发力。第

四部分是柔板，旋律舒缓柔和。第五部分，写的是中板，让人的情
绪得到缓冲，旋律比较愉快，把全曲的情绪推向了最高潮。第七部
分是再现，再一次呈现了主题。

（三）乐曲演奏技法分析

《临安遗恨》这首古筝曲子不但需要演奏者比较高的演奏水
平，需要演奏者对本首曲子的内涵的理解和情感的认知，演奏时必
须要充分体现曲子应有的情感。

首先，引子部分大多运用的是长摇技法，为了突出悲愤的情
感，在摇指进行时不要平平淡淡，一定要做由弱渐强的处理。乐曲
的第一部分是慢板，许多演奏者会不由自主的将这一段演奏的比较
优美，这是错误的。在演奏这一部分时一定不能过于柔和优美，而
是要大气。弹每一个音的时候都要讲力量用到指尖上，注意滑音的
准确性和颤音的处理。乐曲的第二部分是快板，钢琴伴奏多用附点
节奏，古筝部分的节奏也比较难掌握，所以必须苦练基本功才能很
好的演奏出这段的效果。注意140小节处的快速指序，不但要严格
指法而且也要保证力度，不要因为速度快而忽视了力度。乐曲的第
三段又是慢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三十二分音符的处理，在218小
节处演奏时注意气口一定要明显，这样才能体现出岳飞的无奈。乐
曲的第四部分为中板，演奏时音色要明亮，做渐快处理，演奏时要
突出重音。最后一段慢板，是乐曲的再现段，演奏这一部分的时候
不要过分激动，适当平缓，摇指的力度也要渐强，最后双手的和弦
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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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的乐曲给人十分的深沉的感受。在二十小节之后音乐开始慢

慢发展，声音表现出来的比较高昂情绪，在三十六到六十七小节之

间，情绪表达慢慢的变为不安和焦躁，这种情绪延续十几小节之后

慢慢的减弱。从六十八小节进入了呈示部的副部部分，这时的情绪

比较放松和温和。从八十二小节之后是结束部分，声音呈现出减弱

的趋势，为展开部的展开做好准备。

（三）展开部

展开部的主部是乐曲的九十四小节到一百零五小节，这个部分

的主体是a小调并加以低音E，表现出惶惶不安的神秘特点。在105

节的末尾，声音逐渐的变慢过渡到副部，这时的声音变得强劲。演

奏到了一百二十六小节的时候，126到137之间的乐曲要演奏出即兴

的特点，表现出明快、活泼的情绪特点，在进行138到166小节的演

奏的时候，乐曲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的感情是戏

谑的。

（四）再现部

乐曲的再现部是对乐曲的副部和主部的主题进行在线，这部分

是从乐曲的166小节开始得，虽然是再现，但是却并不拘泥于正常

的次序，具体表现在主部在后，副部在后的形式上，而且主部的力

度并没有副部力度强烈[4]。在副部的180到194小节之间要注意减缓

力度来引入主部部分，主部主题的声音比较轻，为乐曲增加了神秘

的色彩，到了206小节的时候，展现出的是激昂的情绪，用排山倒

海的气势引出乐曲的结尾。

（五）尾声

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尾声部分和其他钢琴曲的尾声部分相

同，都是使用急板的方式来让结尾拥有大量的感情成分，尾声部分

的声音要比较灰暗，突出悲壮的氛围，最后把悲壮的气氛转换为坚

定的情绪。尾声的最后使用由慢变快的弹奏方式，让作品的感情表

达变得更加的强烈。

四、结语

通过对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的艺术特点和演奏赏析进行研

究，能够帮助钢琴演奏艺术不断的发展进步。对乐曲的深度和内涵

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演奏家们切身的感受到肖邦在创作《第一叙事

曲》时的感受，只有感受到作曲家的思想，才能在演奏的时候给听

众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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