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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欣斯钢琴奏鸣曲创作理念解析 
肖 莹 

摘要：罗杰·塞欣斯是美国2O世纪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 

育家和理论家之一，也是美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曲家之 
一

。 虽然塞欣斯作品中钢琴奏呜曲仅为三首，但在其音乐创作 

中这三首作品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就以塞欣斯的三首 

钢琴奏鸣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音乐本体的分析，参考了音 

乐史和音乐学相关方面的知识，对塞欣斯钢琴奏呜曲的音乐创 

作理念做 了比较 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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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塞欣斯 (Roger SeSSions，1896一 l985)是20世纪 

美国的杰出理论家、教育家及作曲家，其所创作的作品，在 

美国音乐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学识渊博，创作思 

维独特 ，是个折中式的完美主义者，这些成熟的特点使他在 

年轻的作曲家中具有一个父亲的形象。 

塞欣斯学习音乐是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师从帕克 

和布洛赫，是美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曲家之一。塞欣 

斯的作品主要采用的是传统体裁，如交响曲等；形式上比较 

严谨、具有严肃性；内容上有些晦涩、不易理解，这些方面 

造就了塞欣斯与众不同的音乐创作特点。在长达七十年的音 

乐生涯中，塞欣斯始终坚持着欧洲传统音乐的严谨特点和 自 

然发展的作曲理念 ，广泛吸收了20世纪各主要流派的新技法 

和创作理念，成功创作了许多的音乐作品，几乎对每一种音 

乐体裁都有所涉猎，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音乐风 

格，被誉为美国本土的勃拉姆斯。他最擅长的类型为歌剧、 

管弦乐和钢琴曲，主要代 表作有歌剧、钢琴奏鸣曲、交响 

曲、钢琴协奏曲和带声乐的管弦乐等。 

虽然塞欣斯的作品中只有三首是钢琴奏鸣曲，但是这三 

首钢琴鸣奏曲却是塞欣斯所有音乐作品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 

分。这三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时间间隔较长，因此，它们所 

反映的创作观念是不同的。 《第一钢琴奏呜曲》创作于l930 

年，调性框架清晰，强调线性旋律，充分体现出塞欣斯的新 

古典主义的音乐理念； 《第二钢琴奏鸣 曲》是塞欣斯1946 

年创作的，是体现十二音体系的优秀作品： 《第三钢琴奏鸣 

曲》于1965年创作完成，这首钢琴鸣奏曲的成功代表塞欣斯 

熟练运用了十二音技术。这三首钢琴奏鸣曲不仅保留了传统 

的曲式结构和手法，而且增添了新的元素。 
一

、 塞欣斯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分析 

(一)曲式结构 

《第一钢琴奏呜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快板， 

第二乐章是慢板，第三乐章又是快板，其中每个乐章都具有 

清晰的框架结构，全曲没有间断的演奏。第二、三乐章中的 

引子以第一乐章来作为原型，但在这其中，塞欣斯将引子原 

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化。引子的第一部分是主题，共八个小 

节，反复演奏达到了在整体上的一种混合回旋的独特音效。 

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主部呈示在c小调上，后展开部转到E 

大调上，再现部又回到c小调上；第二乐章则速度渐渐缓慢， 

篇幅并不长，主要在b小调和d小调上进行；第三乐章为 自由 

曲式，但具有一定的顺序。虽然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是快 

板，引子都是在bd'调上进行，但调性上具有丰富的变化，形 

成了一个回旋，从 C大调到 B大调回 c大调，又到 d小调回 C 

大调。 

《第二钢琴奏鸣曲》也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速度 

很快的奏鸣曲式，分为两个主题，但调性模糊不清；第二乐 

章是三部曲式 (A—B—A )，B部速度较快 ，A 部又回到原速 

度，且时间很短；第三乐章是回旋曲式和变奏曲式相混合的 

曲式 (A—B—ALc—A -D—E—A。)。整首乐曲是没有间断的演奏。 

《第三钢琴奏鸣曲》也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奏鸣 

曲式，序列的十二个音分成了四组三和弦，而最后两小节为 

逆行序列；第二乐章是回旋曲式快板，基本主题在开头为八 

分音符向上爬行；第三乐章是 自由变奏 曲式，和第一乐章首 

尾呼应，再现了很多第一乐章的三度音程，并在旋律上对第 
一

乐章进行了反向的扩充和发展。 

(二)主题旋律 

《第一钢琴奏鸣曲》以优美的旋律开始，主题旋律为八 

个小节，围绕着 F、G、AZ个音展开。旋律线条非常流畅、音 

质干脆，伴奏宁静，同时有不断的变化。引子主题是宁静悠 

长的，但后续却完全相反，八度音程连续三度下行，逐渐增 

强力度。 

《第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连接 了两个八度音 

程，开始为两个十六分音符重复，再围绕核心音程f1一f2展 

开，最后接两个小跳和级进组成的下行旋律。第二乐章的开 

头是围绕着E F、G三个音展开的，后面则是对开头三个音符 

的转位和逆行。 

《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以四个三音和弦为开始 

主题 ，呈 A、F、A、 G、C、G； F、 C、 D、 E、 B、D分段式 

结构序列。高声部的 A、 6、 F为三音和弦的连续，形成了旋 

律线条的三音动机组。 

(三 )节奏形态 

塞欣斯大量使用了切分音节奏，产生一种不规则重音的 

效果，打破 了传统音乐中的均衡节奏。他还在乐章中使用了 

明显的跨小节节奏，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节奏重音。此外，塞 

欣斯还使用了频繁变换的节拍，作品中拍号每一两个小节变 

换一次，还有很多的复拍子和混合拍子。 

(四)和声技法 

和声是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其中最基本的结构 

为和弦形态。塞欣斯把四度音程和五度音程进行了叠加，也 

使用了大量的二度和弦，还进行了高叠和弦进行复杂的浑厚 

音响。 

塞欣斯的钢琴奏鸣曲使用了大量的非功能性和声进行， 

有平行进行、不协和和弦连续进行。塞欣斯特别喜欢用平行 

八度，如 《第一钢琴奏鸣曲》中呈示部主题，其动机为连续 

三度下行，逐渐增强的力度表现出极强的号召力。另外，在 

《第二钢琴奏鸣曲》和 《第三钢琴奏呜曲》中也使用了大量 

的平行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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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塞欣斯的音乐创作观念 

(一 )新古典主义 的观念 

新古典主义是20年代初到5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种音乐流 

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音乐不仅出现 了许多具有实验 

性的流派和思潮，而且很多重要的作曲家也都经历了较稳定 

的风格发展过程，新的艺术观念层出不穷，于是产生了新古 

典主义音乐。 

新古典主义音乐传承了古典主义音乐的均稳和完美，曲 

式结构大多数采用了浪漫主义之前的曲式，配器手法清透， 

织体线条由原来的浪漫主义纵向和弦改为横 向线条，情感方 

面则具有控制性。新古典主义的作曲家虽然保持着古典主 

义的创作观念，但创作手法却不是严格按照古典主义来进行 

的，他们考虑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需要采用了现代的 

作曲技法，这使得许多作曲家都产生了共鸣，并开始选择新 

古典主义语言来进行创作。 

塞欣斯新古典主义音乐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复杂因 

素影响。另外一个方面，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塞欣斯所成 

长的家庭 ，是 富裕且音乐气氛较浓的环境的，其母擅长钢 

琴，其父及姑妈都在声乐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这使得塞欣斯 

很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并受到欧洲传统音乐的熏陶。后来， 

塞欣斯又跟随当时最主要的犹太作曲家布洛赫学习音乐，布 

洛赫的创作思维和特点使得塞欣斯产生了自然发展的创作观 

念 。此外，塞欣斯长达八年的旅居欧洲经历，对他新古典主 

义音乐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塞欣斯的 《第一钢琴奏鸣曲》就是新古典主义观念的具 

体体现。在 曲式结构上清晰明朗，分为三个乐章，遵循古典 

主义时期奏鸣曲结构的同时，又在其内部结构上做了一些变 

化，使用了自由曲式和混合曲式。在主题旋律上发展流畅， 

引子的旋律优美，主题清晰明确，引子又贯穿全曲，整个旋 

律体现 了对欧洲传统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在节奏方面，塞欣 

斯使用了大量的切分音节奏和反传统的节奏型，这使得乐曲 

在效果上产生了以一种不规则的重音，这种效果打破了传统 

音乐中均衡 的规律，也表现了现代音乐的特点。在和声手法 

上，塞欣斯选择了不常使用的四度、五度和弦，高叠和弦， 

平行五、八度进行以及不协和和弦连续进行，这将一个较为 

丰富的音响效果成功地打造了出来。 

(二 )序列主义的观念 

序列主义即序列音乐，是20世纪出现的一种音乐创作手 

法，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现代音乐流派。它将音乐的一些参数 

按照一定的数学排列组合 ，成为一种序列，然后使这些编排 

序列或编排序列的变化形式在全曲中重复出现。序列的概念 

最先用于高音方面，致使后来出现了十二音音乐，其创始人 

是勋伯格，他在十二音音乐中将音高排列称一定的序列， 

之后由他的弟子韦伯恩将序列手法进行了发挥，使音高在各 

音区的分布及音的发声与休止也按预先确定的序列进行。二 

战以后，一批采用序列手法的作曲家便不断涌现，序列主义 

的作品也跟随出现，其中奏法、节奏、速度、力度、音色等 

因素都排列成序，最终形成了所谓整体的序列主义。序列主 

义摒弃了传统音乐中种种的结构因素和创作规律，使音乐创 

作成 了数学演算的过程，最终形成的乐曲含有很多的偶然成 

分。序列主义在电子音乐中运用较多，各种音乐要素被编成 

序列输入电脑，并通过电子合成器表现出来。 

塞欣斯采用十二音体系的方式进行创作经过了从传统作 

曲观念到一系列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他所描述出的转变其 

实更是一种进化过程 。塞欣斯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采用 了 

十二音序列，但在运用的时候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十二音序列 

的技术规则来操作，而是把这种作曲技法作为其创作中的整 

体风格来体现，保留着十二音序列的宗旨。到了 《第三钢琴 

奏鸣曲》，塞欣斯的十二音序列手法已日趋成熟，尤其是在 

第二乐章中，他对序列的应用恰到好处。在 《第三钢琴奏鸣 

曲》第一乐章中，塞欣斯将整个序列分成为四个三音和弦而 

表现，这样的创作突破了以前经常用到的十二个音符依次出 

现的手法，从而使其创作更加新鲜、充满活力；而在第二乐 

章中乐曲序列的结尾处以三和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反复出 

现，逐渐加强力度直至fff，乐曲在高潮中停止，产生一种强 

烈 的感染力 ，并强调了整个序列。 

(三 ) 自然发展的观念 

塞欣 斯提 出 自然发展 的音乐观念 是在他谈及年 轻作 曲家 

的音乐发展道路以及他 自己的音乐发展道路的时候，他认为 

作曲家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都需要去自然地发展，而绝对 

不是强制按照某种技术去实行。 

塞欣斯认为音乐技术只是一种工具，绝对不是最终的目 

的，只有将技术作为音乐的表现力服务时才具有生命力。他始 

终坚持音乐可以产生一种力量，那是一种可以触动人心灵的力 

量，是一种精神能量。同时，他并不是单纯地采用某种技法来 

建构事物，而是尤为注重将音乐视为整体，融入其音乐技术当 

中，他认为，这种技术是可以适应于人的音乐思想 的。 

塞欣斯 《第一钢琴奏鸣曲》的速度较缓，这源于他对音乐 

的高要求，他所追求的音乐是可以自然发展的。与此同时，他 

又试图将其他各种手段融入其中，使音乐达到他所追求的理想 

效果，从而创作出令他和听众都能够满意的作品。塞欣斯曾经 

说过，在创作的过程中，只要是他觉得有任何可能性的创意他 

都会去做，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下意识状态。 

罗杰·塞欣斯是一位非常理性和严谨的作曲家，其作品不 

仅将2O世纪音乐中的时代气质很好地展现出来了，并且也将 

欧洲传统作曲的规则融入其中。在音乐的创作之时，他构思 

大胆独特，音乐风格具有现代性，对美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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