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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在教学中的风格把握

李栋全
（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本文以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为例，分析阐释了海顿创作这一首钢琴奏鸣曲的时代背景、风格演变和技术要

点，并根据古典时期海顿钢琴奏鸣曲的风格总结出了音符的颗粒性、旋律歌唱性、踏板合理性、力度与速度的准确性的四点要求，并对第

一乐章的曲式结构和具体演奏要点要求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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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顿及其钢琴奏鸣曲
约瑟夫·海顿(1732-1809)的创作生涯自晚期巴洛克时期贯穿至

19世纪早期迅速萌生的浪漫主义时期。依靠着他娴熟而高超的创作
技艺、饱满而热切的创作热情创作了数量繁多的器乐作品，并在几
乎所有音乐题材和体裁上均有建树，因其在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上
的改革精神与突出贡献，从19世纪开始被尊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
中的首位大师。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其《音乐中的伟大性》
中对伟大作曲家的评判标准中将内心驱使所致的高产作为第一点来
看，海顿也和威尔第一样属于越老越精的音乐巨匠。

钢琴奏鸣曲不是海顿创作的重心所在，比起他浩如烟海、掷地
有声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在作品的数量、质量和影
响力都略逊一筹，甚至比起他的两个学生莫扎特和贝多芬在钢琴奏
鸣曲上的影响力都显得略逊风骚。但是我们仍需注意的是海顿创作
生涯时值古钢琴向现代钢琴演变，“狂飙运动”等社会精神文化的
变革，他的钢琴奏鸣曲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洗练的结构、丰富的
乐思、引领时代的精神内涵。若想准确的演奏海顿的钢琴奏鸣曲，
就必须对这些创作背景和精神内涵做深入了解。

自1761年开始，海顿于受聘于匈牙利的艾斯特哈齐亲王，为亲
王家族服务了30年，虽然不能四处游历，但是也结束了其不稳定的
第一创作时期，进入了其稳定而高产的第二创作时期。而本文着重
研究的《F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Hob.XVI.23 No.38正是创作于1773
年为热爱音乐欣赏海顿的尼古拉斯·艾斯特哈齐公爵所作，优厚的
待遇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以及外界影响下海顿作品的情感表现幅度
大增。自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受到“狂飙运动”影
响，海顿创作略放缓了节奏，作品的篇幅却明显增长，更加大胆而
富有激情。但是从1773年以后，海顿的器乐作品尤其是钢琴奏鸣曲
在风格上较前作又变的轻快了许多，而《F大调钢琴奏鸣曲》Hob.
XVI.23 No.38就是其典型代表。海顿钢琴奏鸣曲中多样化的音乐风
格归根到底是其阅历丰富、精神细腻的外在体现。 

二、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整体要求
演奏钢琴作品时要求演奏者具有符合作品创作时期与流派的演

奏技术和风格，所以在演奏海顿的《F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
章前必须首先把握古典时期的音乐整体风格，并熟悉海顿在不同创
作阶段不同作品的风格细致变化，以便准确把握其精神内涵，然后
再深入分析乐谱，并进行充足和细致的技术训练

在演奏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时，总体应先掌握以下四点
要求：

（一）音符的颗粒性
演奏时要用清晰透明、均匀平稳的颗粒性音色、活泼跳跃的节

奏，声音不可以黏连浑浊。跳音、装饰音依时代背景应模拟出古钢
琴般的清脆明亮的音效，切勿弹奏声音含糊不清。手指第一关节要
有力才能使快速的音符清晰、触键均匀、声音有力有质感。

（二）旋律的歌唱性
手臂要放松、手指、手腕以及整个身体的动作要自然流畅、手

指指尖感觉敏锐，手指第一关节要有控制力的弹奏每一个声音，把
旋律在心里或者小声哼唱出来，使得旋律真正如歌唱般的演奏，而
且一定要注意乐句的气息，乐句间的提腕要自然连贯。此外，在复
调性的乐句中，应对各个声部的旋律歌唱性给予足够的重视，绝不
能顾此失彼或是舍弃某些声部。

（三）踏板的合理性
海顿钢琴奏鸣曲创作受时代乐器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为宫

廷中没有延音踏板的古钢琴而制作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海顿的
钢琴奏鸣曲乐谱中没有踏板标记，在现代钢琴上练习和演奏时须对
踏板的使用方法格外节制，格外小心谨慎。右踏板可以在有长时值
的音符、如歌的段落以及强音和突强音上，提供共鸣避免音色平淡
发干，而且可以提供更强的音量支持以符合力度记号在具体细节上
的要求。但是在现代钢琴上弹奏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时一定
要注意不能过分使用踏板，应注意根据和声、力度记号和伴奏线条
有节制的使用踏板，踏板使用前应首先注意声音的颗粒性、轻快的
触键，不能过多的使用长踏板，宁缺毋滥，尤其是在快速跳动跑动
音群、和声迅速变化的部分不能踩延音踏板。

（四）力度速度的准确性。
在练习和演奏海顿的钢琴奏鸣曲时，对力度和速度的掌控应

根据曲谱上原有的标记、旋律和和声的走向以及拍子的强弱进行处
理，切不可随意处理。力度记号在海顿的手稿中很少标明，且多在
p-f之间，因此演奏时应注意不能弹奏的过强，尤其是这首作品风
格整体上还是轻快而明亮的。

三、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曲式结构和具体演
奏要点

《F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从调性布局、结构组织、主题
对比来看，是规范而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较为规整和清晰，旋律
活泼欢快。第1小节至第46小节为呈示部，第46小节至第85小节为
为发展部，第86小节至第127小节为小节为再现部。

呈示部中，1-12小节为主部主题，是一个双句体收拢乐段。第
一句（1-4小节）中，高音声部出现了7处连线，一定要注意句子的
呼吸与轻重，虽然谱面标记弱记号p但是第一处连线旋律下行，应
处理的从强到弱。后面的连线也依此法层层推进，但是整个这一句
不能弹得太散，提腕不能太高，连线后应注意乐思的连续，不能弹
成若干小句子。在主题第二句中，有大量的三十二分音符的音阶与
琶音，应注意声音清晰富有颗粒性，而且句子语气一定要清楚，第
9小节处虽未标记渐强记号，但左手的双音要连奏而且要渐强，使
情感往上推进。第11、12小节处属七和弦到主和弦的完全终止要注
意突出强拍的和声，以达到有终止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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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宋爱华在演唱河南坠子

第三，我们也可以利用现代化手段加大河南坠子推广力度。
现在是电子时代，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传
播。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来大力宣扬河南坠子，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且
发表对河南坠子的看法。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河南坠子的公众平台，
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与建议，共同探讨对河南坠子的理解与看
法。我们还可以在平台中发布一些作品来让大家欣赏。

在当今社会，喜爱河南坠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如何让新一代
的年轻人喜欢上河南坠子也是一大问题。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
助。现如今，很多高等院校的音乐教学中，缺乏戏剧教学和欣赏的
分量。大多数音乐教师在戏曲方面的素养很是薄弱。因此，我们必
须从自身做起，切实加强自身修炼，培养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只有

具备相当的戏曲艺术修养和较为扎实的戏曲功底，才能在戏剧欣赏
和教学中得心应手、应用自如、弘扬国粹。 

我们相信在政府以及广大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
河南坠子仍会重新展现出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恢复原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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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小节为连接部，调性由F大调转入属调C大调，在13小节
处出现的顿音下行的音阶一定要轻快、适当的渐强，紧接着的连
线，要强调附点节奏的语气。需注意的是左手的伴奏音型声音要
弱，切勿喧宾夺主。

21-28小节为副部主题，为C大调，主部与副部主要是调性对
比，此外右手旋律基本以三十二分音符的连续跑动为主，与主部短
小乐思的主题形成对比风格上的对比，此处应注意三十二分音符的
跑动一定要弹奏的均匀流畅，而且要清晰有颗粒感。左手的旋律应
注意连线和跳音。连接部结束的28小节处，强拍位置右手为跳音的
双音，弱拍为有带连线的双音，要注意强调旋律声部下行的渐弱以
及和声的变化。

29-46小节为结束部。在29-31小节处，力度记号标记有强记号
f和突强记号fz，此处可在强拍位置有节制的使用快速踏板或者半踏
板以增强力度以及和声的效果。33-38小节，旋律声部在左右的顿
音，要注意中间强弱的对比，右手强调旋律声部，其他装饰作用的
音应弱奏。40-43小节的终止式部分要注意左手的指法与低声部旋
律中的连线，将旋律的歌唱性加以充足的体现，42小节旋律声部的
下行音阶要注意4个音一组，清晰准确。44-45小节在属调C大调上
终止，要注意旋律声部的顿音和渐强，强调上声部旋律。

发展部是第46小节到第85小节，46-67为主部主题在属调C大调
上的再现与变化发展，其中50-56小节处，主题在高低声部呼应出
现，是海顿的交响化思维的体现，应注意左右手力度的交替变化突
出主题。68-76小节处，有快速的双手琶音，应注意技巧，触键快

速而清晰，注意重拍和重音。在熟练之后可以在每一个相同和声的
强拍位置加踏板以增加音色，但踏板不能混乱，保持和声的清晰。

再现部为86小节至127小节，是呈示部在主调F大调上再现，除
了调性的回归外，在织体上也稍有变化，其中105-111小节处，低
音为持续的颤音，旋律声部为动机的模进，应注意起起烘托作用的
左手的颤音要轻柔均匀，右手的旋律声部要弹奏准确节拍，可以适
当的使用踏板。

四、总结
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作为海顿1773年后呈现出的生动活

泼、富有交响化思维的器乐音乐风格的典型，虽然作品长度不长，
难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想要体会这部作品中隐藏于活泼的表象之中
的情感深度，并准确地反映到指尖却不容易，不仅要求演奏者有扎
实的基本功，还要对乐谱进行透彻的分析，更应把握古典时期海顿
的钢琴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多变、混合的风格，以及其中的细致精妙
的细节。笔者不才，望此文能为海顿《F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演奏
与教学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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