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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欣斯 《第一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分析 

张艳红 

摘要 ：罗杰·塞欣斯是2O世纪美国社会中一位具有创造意 

义的作曲家兼教育者。在他一生对音乐的执着追求中，钢琴奏 

鸣曲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虽然他的一 

生就只有三首钢琴奏鸣曲，但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三首作品 

代表 了塞欣斯音乐发展中的各个阶段的特点。也集中表现 了 

他的音乐理想，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着重分析塞欣斯的 

《第一钢琴奏鸣曲》，通过音乐创作方法的探析来总结塞欣斯 

的音乐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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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欣斯在其一生的音乐创作过程中，创作了许多具有代 

表意义的艺术作品。其中交响曲、钢琴奏鸣曲等作品形式的 

创作一直是他孜孜不倦追寻的主要 内容。塞欣斯的音乐创作 

需要很长的时间段，这是因为在他 内心中一直都在追求最高 

的艺术成功，他竭尽全力地展现最好的音乐作品给观众，所 

以他几乎没有即兴的音乐作品。在塞欣斯的一生之中，创作 

的钢琴奏鸣曲总共就只有三首，因为这三首作品创作都在不 

同的时期，而且相隔了很长时间，所以分别代表了塞欣斯艺 

术创作思想的不’同程度 ，都具有鲜明的代表作用。l93O年 

塞欣斯首次尝试创作钢琴题材的作品，谱写 《第一钢琴奏鸣 

曲》，这一音乐作品具有清晰明了的音乐结构，并十分地重 

视和声、旋律等音乐元素的突出，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 

强烈的古典主义艺术模式。本文着重分析塞欣斯的 《第一钢 

琴奏鸣曲》，通过音乐创作方法的探析来总结塞欣斯的音乐 

创作理念。 

一

、 复杂的曲式结构 

193O年创作的作品 《第一钢琴奏鸣曲》，可以说是塞欣 

斯早期的代表作品。这一首作品共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来演 

绎 ，几 乎在 中间部 分 没有 任何 的 中断 。全 曲主 要囊 括 了三 

个部分，这得益于创作者塞欣斯巧妙的结构设置，每一个章 

节中的开头部分都会采用行板，作为引子的作用来为后面的 

乐曲作情感的铺垫。三个部分的乐曲中也具有不同的结构模 

式，第一部分采用的是快板，第二部分在速度上稍微减缓 

了，成为慢板，第三部分又返回到了很快的快板，于是这首 

曲就形成了不同节奏形式的速度分布，具有强烈的速度变 

化，在有限的十分钟里，被演绎得十分的惟妙惟 肖，紧紧地 

扣住了人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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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第一钢琴奏鸣曲》的曲式结构 

从上面呈现的图中可以很简单地看出其中的音乐结构， 

要特别注意每一个章节中的引子部分都是相同的，各个引子 

之间的差别只是在每一个章节中得到扩充和稍作改变。引子 

的内容共有三句，第一句主要是由卜8小节构成，作为主题的 

开启，具有表现作用，后两旬是进行对主题的深化和说明， 

继续为主题的阐述而服务。引子部分多次的出现和强调， 

再与全曲部分的演绎，就具有一种围绕主题而反复盘旋的特 

色。第一部分是奏鸣曲的形式，主要表现的部分是在c小调上 

开始呈现，接着到展开部分的时候就转化为E大调，最后重现 

了。小调，整个部分都是采用回旋的结构模式；第二部分的篇 

章显得很短，速度上也刻意地放缓了，主体的旋律也在b小调 

和d小调之间呈现；第三部分主要体现是一种有规律性的乐曲 

形式，每一部分的呈现都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其中主题的 

表现都在再现部分得到升华。虽然在第三部分与第一部分的 

开头部分都采用了快板的模式，但在其中都略微地使其内容 

更加的饱满，引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在bd,调上开展，但在第 

三部分中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性，以b小调开始，最后以#c大 

调结尾，这样就在诃性中形成了一个轮回。 

塞欣斯的 《第一钢琴奏鸣曲》一开始的计划是在科普兰 

的音乐会中展现在众人面前，但实际上却没有如愿，主要原 

因还是因为塞欣斯进行的音乐创作速度过于缓慢，没有在这 

时期之前完成作品。接着在他的第二次个人音乐会中仍然没 

有把这首作品全部完成，所以他只能演绎其中的前两部分。 

首次推出这部作品时，塞欣斯还特别邀请他的同事在第二部 

分后面即兴地添加一个结尾，虽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众人 

面前，但仍然获得了很可观的效果。并收获了来 自各个领域 

的音乐评论家对其的赞叹，他们把这首作品称为是一个杰出 

的创作 。 

二、多样的主题旋律 

塞欣斯对于音乐旋律具有很强烈的把握能力，并且旋律 

的作用构成了他音乐作品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点在 《第 

一 钢琴奏鸣曲》中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作品 《第一钢琴奏 

鸣曲》在曲子的开始部分就运用了柔美的旋律来展开，在行 

板处的弓I子阐述的主题结构就是根据这个中心的音而分别表 

现的 

此 曲在表达主题的旋律中共采用了八个小节来完成，旋 

律的开启都是在{}F、G、A中得到升华，呈现的音域较为狭 

窄。其中连线也创设了八小节，并且随着行板时快时缓的节 

奏给人带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音乐感觉。旋律的线条也很流 

畅，音质很干脆、清丽，而且具有歌唱的音乐特色，再配上 

伴奏织体的统一化特征，增添了‘旋律韵味的安宁、平静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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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彩，但其中也不乏跳跃性的活泼特性。这段旋律似乎类 

似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作品，引子也成为了后两个部分的 

引子，具有引领全曲感情脉络发展的作用，但在后两个部分 

中引子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感情上的升华，具有丰富内涵的作 

用。 

另外，塞欣斯还特别擅长创作以突出个性特点为主题的 

音乐作品。这一点在 《第一钢琴奏呜盐》中的多个章节中就 

有所表现，其主题都是根据性格的特点而适当的改变，同时 

还形成了旋律上的渐进变化。这首音乐作品中要表现的引子 

主题的旋律较为悠远、安宁，但在第一部分的演奏中没有保 

持这份宁静的感觉，而是往对立的方向发展。 

三、反传统的节奏形态 

在塞欣斯的音乐创作中，节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 

所占的重量几乎要高于音符。而且节奏的效果也在他的音乐 

作品中得到了灵活的运用，是塑造音乐形象的基本要素。所 

以基本上可以认定繁杂多变的节奏是塞欣斯音乐创作的一个 

有效手段，节奏感的运用在 《第一钢琴奏呜曲》中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塞欣斯通过切分音和复合的节奏感来表现出了不 

同的音效，另外，他还经常使用重音记号来加强节奏效果， 

以突破传统音乐中有规律的震动。 

在 《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一 部分中就基本上实现了 

以切分音节奏感的主题风格，事实上，在这首曲调中，不仅 

在主题的表现上运用 了切分音，几乎在整个曲调中部是以切 

分音节奏模式相统一的，这种节奏感贯穿在乐曲中的始终。 

例如在乐曲中的第5O～51小节中，这两个小节运用了连线从 

而达到切分音，并且可以看到创作者塞欣斯在前一小节的第 

二节拍上着重标注了的重音标记，特别地突出了这个切分音 

的构成。另外在左手声部的第二拍中也注明了重音的符号， 

这样在第二拍中就具有两个重音节奏，这种方法与传统的2／4 

拍具有不同的意义特点。 

在乐曲中的第66小节中，塞欣斯在第一拍的后半拍中就 

运用了切分音的节奏，同时也着重标明了重音的符号，另外 

在这一小节的后面和弦中还注释了重音的符号，一头一尾的 

重音节奏就带来了不规则的音乐结构感受，促使了双重重音 

的形成，并发挥了节奏感的强烈作用 。在音乐的创作中，采 

用不规则的重音标记形式可以说是一种 飞跃性的发展、在 

《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三部分中还存在鲜明的跨小节的 

节奏运用。例如在第4204426小节中， 右手声部就贯穿了七 

个小节，左手中掌控的伴奏部分也都跨越了两个小节，重拍 

也存在于每一组中的分解和弦中，这样就达到了具有重音交 

织的节奏感。在塞欣斯的音乐创作理念中一直都把音乐看作 

是一个整体的形式来进行创作，而使用的音乐技巧都是为了 

更好地表现音乐。在他作品的小节中， 小节线被浅化了它的 

作用性，相应的是促使表演者能够灵活、自由地去表达音乐 

的主题与情感变化，使每 一组音符都具有整体的意义。 

四、现代风格的和声技法 

和声的作用十分明显，它是一种有效的音乐形式，其中 

和弦的基本形态就成为了和声的材料。在塞欣斯的钢琴奏呜 

曲中，就采用 了和声技巧。无论是他哪一个时期的音乐作 

品，要探析其中的和声效果，首先就要从他作品中的和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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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着手。在塞欣斯早期的音乐创作中，均受到了四度和弦和 

四度叠置的音乐技巧影响，并且他也试图通过四度、五度音 

程的叠置作用来形成和弦的结构模式。 

在赛欣斯的 《第一钢琴奏鸣曲》的音乐创作中，塞欣斯 

采用了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和声技巧，在纵向的和声模式中也 

运用了多种和声形式，例如四度、五度和弦；在横向的和声 

中也积极地采用了五八度平行结构的和弦来辅助完成；多处 

使用四度和弦，这些四度和弦通常处于展开部的开头部分， 

其作用就是为了深化四度音程的节奏感，也起到了缩减音乐 

中的调性作用。在这一部分的展开部中阐述的主题采用了之 

前的基本材料，但在这一部分中又丰富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所以两个部分之间就存在了对照。塞欣斯的音乐创作技巧可 

以认为是一种对传统音乐形式的突破与飞跃，突出地表明了 

他在和声中的鲜明特色。塞欣斯在 《第一钢琴奏鸣曲》大量 

运用现代和声技法，结构上多采用四度、五度和弦、二度和 

弦、高叠和弦等形式，和声进行的方式也通常采用五八度平 

行进行以及连续的不协和和弦这种非功能性和声进行。塞欣 

斯利用各种复杂和弦以及非功能性的和声进行来打破传统的 

调性音乐观念，体现了他的现代和声风格特点。 

塞欣斯的一生几乎都投入到了音乐的研究创作，以及相 

关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他作为美国音乐家的代表，为美国音 

乐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塞欣斯是一位在音乐领域中具 

有严谨创作态度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对现代 

音乐作品使用技巧的大胆尝试，他的音乐作品集中体现 了20 

世纪时期的音乐特色，但又没有完全意义上脱离欧洲的作曲 

形式。对音乐结构突破性的创作、音乐语言的现代化特点都 

促使他的音乐作品成为了2O世纪美国音乐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他的音乐可以称为是具有典型代表力的音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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