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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莫扎特短短三十五个春秋的人生道路中，充斥了数量

庞大的音乐作品．许多作品之优秀，甚至超越了他的前辈以及其他同

时代的杰出作曲李。这其中还包括了19首钢琴奏鸣曲．他以他独树一
帜的风格创立了一个音乐王国，也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震撼了太多

人的心灵。本文分析莫扎特在欧洲音乐发展史上杰出的、罕有的音乐

杰作，就像莫扎特本人叙述的： “我把快乐融入音乐。为的是让世界

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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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深入、透彻的了解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艺术风格，就要
先从莫扎特本人开始。而对于他的经历．也许有许多人已经十分
熟悉了——他自幼便显露出了很高的艺术天分，三岁学钢琴，五
岁便可以作曲，他一生创作的音乐涉及多个领域。数量多达七百
多部。在他被后人称为“含着眼泪的微笑”的人生经历当中，没
有人能从他的生活态度或是音乐作品中看到一丝阴疆和抑郁，他
所有表现出来的状态和作品都是充满阳光、积极向上、乐观豁
达、生机盎然的。也许这就是他的作品深受人们喜爱的另一个原
因——快乐积极，豁达的状态。

一、奠扎特钢琴奏呜曲各时期的艺术风格
(一)莫扎特钢琴奏呜曲的创作初期(1774—1775)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之路可以从他的十八岁说起，

这时候的他在奏鸣曲的创作上还算比较高产的。比如他的《家乡
奏鸣曲》，在他旅游返乡回到萨尔兹堡之时所创，节奏欢快，充

满了青春的气息；再比如他的《D大调奏呜曲》，第二章的回旋

曲，时而优美恬静，时而古韵浓厚，还有第三章戏剧性的变奏。
流畅清丽，使人百听不厌。这一时期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着少年的

烂漫无忧，是与他较为单纯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这一时期的
莫扎特是快乐的，这一时期莫扎特的奏鸣曲也是无忧的。

(二)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期(1777——1778)
这一时期的莫扎特生活开始变得有些艰苦，经历了许多艰苦

磨难和心灵创伤之后，他的童真慢慢隐藏，体会了跟多社会的阴
暗面，他就像受伤的小鸟一般，变得有些抑郁深沉。他似乎有种
无法喘息之感，并将这种感觉通过他的音乐娓娓传达。就比如他

的(K310))。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能从中读出太多的信息有情

感，它就像一本书，一本待人认真阅读，用心体会的书，读后就
会深深的为其叹息。这一时期的莫扎特，似乎有些阴沉压抑。

(三)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后期(1784——1789)
可能是天才或是大师都需要历经磨难．然后作品永传后世，

就像中国的那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莫扎特生活的后儿年可谓是窘

迫、痛苦、令人悲悯。虽然在这样艰难的环境F，他依然先后创
作了六部奏鸣曲。就如他的‘C大调简易钢琴奏鸣曲》，他依然

像孩童一般抛开苦难、悲愤与忧伤，化身为一股强大的
力量，对抗死亡，乐观向上。 ，．

二、奠扎特钢琴奏鸣曲的艺术风格处理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音色纯净明亮。好似万里无云

的天空，没有一丝的杂质。然而，莫扎特又是一个善于
用音符讲述经历，用旋律表达情感的人，所以，他的音
乐里充满了他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与感受。所以，无
论是欣赏还是演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时。都应该处理

好外部形式在节奏等方面“一尘不染”的同时，把握住作品的创
作背景与情感，将其以最丰富的状态呈现出来。

莫扎特的奏鸣曲的三个乐章如果按速度划分则一般为：快
——慢——快：如果将其替换成感情色彩就是：欢快——忧郁
——欢快；那么．如果变化成颜色，就为：明亮——阴暗——明
亮。就好像在最兴奋的时候给你打一针镇静剂，心情便开始复杂
起来了：又好像风平浪静时候的狂风怒号，未必要以多么激烈的
形式呈现，但足以在人们的内心给以冲击。

然而，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更为精髓的是它极富表现力和色彩
的部分——旋律。旋律就像一个人说话需要抑扬顿挫一样，音乐
也需要这样。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有其流动性和完整性，只有真
正将旋律体现出来，才能进一步靠近乐曲的原创者，靠近音乐的
核心情感。

当然，能把握好莫扎特奏鸣曲的艺术风格的人一定是一个
有心境的人，他有着一颗善于感受的心，能够用音乐作为桥梁。
读懂原创者的内心。同时，他还应该是一个能工巧匠，用一颗慧
心，别具匠心的讲最完整、最完美的莫扎特展现出来。通过他的
展示，欣赏者甚至于演奏者，都会附和着旋律欢快、纯粹、激
昂、忧郁、悲愤⋯⋯似乎因为音乐，所有与之有关的人与事都
“同呼吸，共命运”了。

三、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精神内涵和人文精神
之前就说过，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是具有感情的，且每首曲

子都各有不同，它要依照当时莫扎特所处的境遇而言，这是对个
人而言。将其放大看来．便可以感受到乐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和社
会环境。当时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大环境处在动荡与矛盾
之中，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还有对人性的渴望。于
是，莫扎特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环境的渗透，在他的协
奏曲中也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也能感受得到对于那
面旗帜——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崇尚，和对人性的关怀。就像每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只表达自己的小世界、小情感，终究不
会有更高的突破，但莫扎特突破了，所以他是伟大的．

总结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就像一部部的戏剧，跌宕起伏的情节、纠

结的情感。引人入胜。莫扎特作品的戏剧化正是源于他丰富的情
感，复杂的生活，不同的人生。就像伯雷曾言道：“在整部艺术
史上，不仅仅在音乐史上，莫扎特是独一无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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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专业演奏员有足够的自信表现难度技巧，但在演奏《良宵》
这样显示基本功的曲子里反映f}j他们与演奏大师们之间的实力差

距。‘良宵》考验的是二胡演奏巾最显功犬的慢长弓基础，能融
情其中。轻松自如拉出纯正音色来人都是哪砦人?本人认为，从
‘良宵》难易的理解，既反映了演奏者的水平层次．也反映了欣

赏者的理解水平层次。·
结语

在看了赵寒阳<二胡技法与名曲演奏提示》、宋国生‘二胡
演奏艺术》等作品之后，对于《良宵》这一作品我觉得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在演奏中也可以因人而异，对乐

曲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只自．这样才能达到艺术效果上的“异彩纷

星”。在这方面．不但不能强求一致，而且应该鼓励演奏者依照

各自的理解和艺术情趣，去精心处理每一首乐曲。但这必须是在
忠实于作者意图的前提下进行，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
从于内容。我们演奏中的一招一式、一弓一指都脱离不开音乐内
容，都足为准确而深刻地表现音乐内容服务的。从《良宵》这首
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刘天华先生是把我国的二胡艺术。由民间状
态提高到专业状态的一个莫基者。也是一个开拓者。 《良宵》这

首作66创造性地提高和发展了二胡这件乐器的独奏能力。对二胡
艺术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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