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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贝多芬创作的《月光》钢琴奏呜曲是他创作的三十二首

钢琴奏鸣曲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乐曲，也是贝多芬最为满意的一部作

品。《月光》钢琴奏鸣曲内容充实，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刻画出生

动的形象与鲜明的个性，为听众感官上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本文对

其演奏技巧与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以期方便我们后期深入研究贝多芬

整体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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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光》钢琴奏鸣曲演奏技巧

第一乐章就像是一个似乎被无情现实所压迫的人在深夜的独

自沉思，他曾经有过美好的期望，就像是一夜成真，但是却在最

后被无情地打击，将希望撕碎，剩下的只有一丝绝望与抑郁。对

于这一乐章，贝多芬特意使用了十分朴实的思绪，即使是这样的

构思还是能够建造出一种虚无缥缈的音乐效果，可以说贝多芬在

那个时候就在潜意识下与百年之后的德彪西印象派相吻合。他所

运用的艺术手法十分简单，从音乐最开端就使用了相对简单的三

连音营造出一个抑郁中带有绝望的开头，在之后的四个小节后，

旋律音乐中的#G在乐曲的中音区歌唱，这时右手要同时实现稳定

的三连音伴奏音乐与深沉的后十六分音符的单音乐曲。在之后的

第二个主题体现在B大调上，在音乐旋律的中问部分，最开始是

使用了第一主题，能够接连的三连音走入高音区，展现出一种稍

微焦躁的情感。之后缓缓地进入到第三段乐曲，安静地重现出第

一主题，在#c小调出现之后实质上是变化的第二主题。在音乐之

后，逐渐出现的基本动机平缓地进行下去，直到越来越虚弱地到

第一乐章舒缓结束。

在第二乐章中的四分之三的拍子是D大调的三部曲式形式，

也就是小快板。而这段舒缓又具有活力的乐章可谓是过渡性的乐

章，就像是甜蜜恋人脑海中回忆的倒影，温婉、甜蜜，有时候也

会突然出现一些情绪化。大师贝多芬似乎想借助这段乐章来抚

慰失去爱人之后的伤痛，寄托自己的哀伤情绪。一些音乐评论家

也曾经说过这段乐章是唯一一段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优美月光的旋

律。但是在贝多芬的内心似乎沉浸在炽热火焰的海洋中，这只不

过是一个完美的比喻抑或是一段悄悄出现的甜蜜记忆，不管怎么

样，可以说这段乐曲只不过是贝多芬内心中稍微休憩的插曲。我

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这段简短的乐章被李斯特用语言形容成

“在两个深渊中间的一朵花”。能够完整将伤痛哀愁的第一乐章

与充满激情残酷的第三乐章相结合，我们说贝多芬选择了与这两

个乐章完全不同的旋律色彩。

在第三乐章中，#c小调中的四分之四的拍奏鸣曲形式，有

着激动的急板。这段乐章就像是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钢铁流水～

样，快速湍急的大琶音展现出强大的悲愤力量，不断朝前冲锋。

强劲有力的音乐和旋就像是坚硬的盾牌在撞击，不断擦出野蛮的

火花，而接连滚动的音符就像是瀑布一样，每一个音符产生的旋

律都像是创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从d,N大的坎坷经历让

贝多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促使他成为了一个不断抗争命运

的斗士。在最后的一个音乐章节中有两个中心主题，它们有着强

烈的对比性，能够相互呼应，并且体现出贝多芬内心的强烈挣扎

与矛盾。这些十六分音符所组合而成的分解过程与弦琶音作为第

一主题，从下到上一种在冲击着，展现出贝多芬敢于挑战坎坷命

运的坚强精神，就像是尖锐的长矛来冲破阴郁的天空。在第二主

题中透露出干净与简洁，就像是年轻一代具有的清新气质，怀揣

着美好的信念来大声歌唱。而这两种主题相互呼应的模式十分多

元化，有时候相互交叉，有时候对比，就像是在贝多芬内心中斗

争与统一，展现出他心灵上的波澜。

二、 《月光》钢琴奏鸣曲艺术特色分析

一直到现在，依旧有许多人将美丽的传说与历史相结合起

来，但是根据音乐学者的调查分析，贝多芬关于这段奏鸣曲是没

有亲身经历过相应事件的。他所创作的《月光》钢琴奏呜曲之所

以有这样的标题，是因为著名音乐评论家莱尔施曾经说过， “这

段奏呜曲很容易会让人们响起了湖泊上的皎洁月光”。曾经贝多

芬说过自己的作品二十七号的两首乐曲都像是幻想曲，他认为

《月光》钢琴奏鸣曲的各个乐章之间需要衔接紧密，不能出现停

顿，这样才能够从最初的乐章用暗示性的形式而逐渐展开，之后

进入到复杂多变的终乐章，让听众感受到一种高潮效果。在这一

阶段的贝多芬音乐创作有着较多尝试性的创作，想要用创新的奏

鸣曲模式的原理来进行创作，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模式，将

奏呜曲模式融入在各个章节，可谓是具有里程碑的影响力，是后

面音乐作品所难以企及的位置。

结语

在《月光》钢琴奏鸣曲的音乐创作中，贝多芬显得不拘一

格，他能够大胆地脱离传统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奏鸣曲模式，在

当时的奏呜曲模式往往只是在第一个乐章中运用奏呜曲形式架

构，但是贝多芬的音乐却选择第三乐章为重点并且专门给予了其

奏鸣曲形式，可以说这在音乐发展历程中是跨越时代的，能够体现

出贝多芬过人的音乐天赋，与这首音乐奏鸣曲的重要意义。就像曾

经一位音乐评论家说过，“音乐声就像是瀑布一样宣泄而下，而出

神入化的钢琴键声竟然能够演奏出那么有力的声响，之后又变得如

歌如泣，听众们就像是融入到忧郁的音乐旋律之中。接着，音乐声

又一次激昂起来，代表着战胜世间苦难的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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