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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当中的“奏鸣曲式”研究
——— 第十首第一乐章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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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多芬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 ，他的 ３２首钢琴奏鸣曲将钢琴艺术推向古典音乐的顶峰 ，享有“新约

圣经”的美誉 。以第十首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为分析对象 ，从结构和演奏上对其进行分析 ，旨在探索作品的创

作规律和音乐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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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圣”贝多芬 ，德国著名的作曲家 、钢琴家 ，

是维也纳古典乐派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在世界音

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被誉为“新乐圣经”的 ３２

首钢琴奏鸣曲贯穿贝多芬早期 、中期 、晚期三个创

作阶段 ，清楚地记录了贝多芬创作历程和创作风

格的变化 ，带有一定的自传意义 。本文所分析的

这首奏鸣曲创作于 １７９８ － １７９９年间 ，是贝多芬早

期奏鸣曲作品之一 ，充满了许多丰富的表现方法 ，

充分体现了“贝多芬式”的音乐性格 ，第一乐章尤

为出色 。

　 　一 、贝多芬《第十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结构

第一乐章是一个 ２／４ 拍的快板乐章 ，运用典

型的奏鸣曲式写作而成 ，包含呈示部 、展开部 、再

现部和尾声 。结构图式如下 ：

　 　二 、《第十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呈示部（第

１ － ６３小节）

这是一个建立在 Ｇ 大调上的呈示部 ，曲风亲

切明朗 ，包含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四个部分 。

１ ．主部（１ － ８） 　主部为一个建立在 Ｇ大调上
的平行二句式乐段结构 ，谱例如下 ：

第一小节为主部的核心材料 ，由三个动机构

成 。如谱例所示 ：动机一是从弱起小节 、弱力度开

始 ，先上行八度大跳加下行四度的十六分音符构

成 ；动机二是前十六后八的节奏型 、下行四度加上

行二度构成的环绕音调 ，与动机一形成倒影关系 ；

动机三是第一小节左手伴奏声部的一级主和弦构

成 。核心材料在第二小节进行了重复巩固 ，至第

三小节时将核心材料进行上行二度模进并随后再

次进行重复 。伴随着 Ｃ３ 音的出现 ，整个主部音乐

于 ３／４处迎来短暂高潮 ，后用连续的下行级进方

式回落 。此后的五小节运用了动机二先下后上的

形状进行至第八小节前一拍 ，从而在 Ｇ 大调上以
收拢终止结束主部音乐 。从节拍上看 ，主部音乐

整体上采用了左右手错位的节奏组合 ，旋律与伴

奏声部重音产生后移 ，音乐形象幽默大方 。

２ ．连接部（９ － ２５） 　运用了新材料 ，分新材料

的初次呈示 、巩固 、转化与启下三个阶段 。

（１）新材料的初次呈示（９ － １２） 。 新材料的

“新”主要体现在 ：从第九小节末拍开始至第十小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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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以 Ｄ音作八分音符的同音反复加下行二度 ；

第十一至十二小节虽然保持 Ｄ 音的同音反复 ，但

改为使用十六分音符从而增加了音符的密度 。这

个阶段的和声主要是围绕主调 Ｇ 大调主 、导和弦

进行 ，未出现转调 。

（２）新材料的巩固阶段（１３ － ２０） 。巩固阶段

通过第十三小节的骨干音 Ｄ 开始 ，加入辅助音和

二度级进使旋律进行上下折转 ，第十四小节则将

主部第六小节的小切分节奏进行了拉宽变成两拍

大切分 ，和声上以 ＃ Ｃ 音为中介和弦转至主调的
属调 Ｄ大调 。 第十五至十八小节在节奏时值上

与第十四小节等同 ，同时加了装饰音予以点缀 ，在

旋律的运动方向上稍有变化 。整个阶段的伴奏声

部依然采用了琶音式的分解和弦 ，从第十九小节

出现 Ｄ大调的属音 ａ１ 音 ，且每一组的十六分音符

ｌａ音作属持续音运动 。转调的设计仿佛是在描写

人们也在内心开始了歌唱 。

（３）新材料的转化与启下（２１ － ２５） 。主要体

现在右手旋律声部 、快速的六连音音流 ；而伴奏声

部继续保持之前的节奏型 。在和声上这几个小节

始终是围绕着属功能和弦来暗示 Ｄ 大调 ，为进入

副部及其调性作了极其自然的过渡 。

３ ．副部（２６ － ４７） 　 在 Ｄ 大调上进行 ，按照副

部主题的发展脉络可分为副部本体 、突变发展 、结

束句三个阶段 。在音乐的材料 、和声 、结构上与主

部形成一定程度的对比 。

（１）副部主题本体（２６ － ３２） ，谱例如下 ：

如谱例所示 ，副部的本体阶段从第二十六小

节开始 ，旋律以下行级进为主 ，内声部采用三度的

和声音程 ，左手伴奏声部则用主音分解八度给予

点缀 。第二十九小节由主部的动机二派生而来 ，

随后的第三十至三十一小节在旋律上主要进行了

二度下行模进 。整个副部音乐相对于主部音乐更

显亲切和歌唱性 。

（２）副部主题的突变发展（３３ － ４０） 。此阶段

的旋律声部材料主要来自于动机一 。第三十五至

三十六小节的旋律半音上行给人以激动感 ，随后

的两小节是移位重复 ，第三十九至第四十小节旋

律声部由连接部材料派生而来 。整个阶段的伴奏

声部在材料上主要运用了单和双音的和弦分解 。

（３）副部的结束句（４１ － ４７） 。结束句旋律声

部的材料主要为连续四个三十二分音符以二度音

程关系进行环绕 ，至第四十五小节处以一串音阶进

入到第四十六小节柱式和弦 。伴奏声部以柱式和

弦加休止为主 。最后收拢终止在副调 Ｄ大调上 。

４ ．结束部（４８ － ６３） 　结束部以叠入的方式进

入 ，声部增厚为三层 。旋律声部的材料为双音的

环绕音型 ，来自于动机一 ，以二小节为单位序进至

第五十七小节 ；第五十八至六十三小节的旋律声

部主要是片断化的材料 。中间声部从第四十七至

五十一小节主要运用了同音反复的手法 ，第五十

三至五十七小节主要材料由动机三派生而来 ，随

后的小节主要在进行和弦的分解 。整个低音声部

先是以环绕音型进行呈示 ，从第五十八小节后出

现了个小调的属持续音 ，暗示了展开部开始的调

性 。整个结束部体现出了综合的性质 ，三个声部

最后完满终止在副调 Ｄ大调上 。

　 　三 、《第十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展开部（第

６４ － １２４小节）

这是一个运用了旧材料的展开部 ，分引入 、中

心 、准备三个阶段 。

１ ．引入（６４ － １２４） 　 引入阶段在主调的同主

音 ｇ 小调上开始 ，材料主要来源于主部 ，持续六小

节后至第六十九小节处用一个中介和弦巧妙地转

到关系大调ｂＢ大调上 。

２ ．中心（７４ － ９８） 　可分两层 ：

（１）第一展开中心第 ７４至第 ８０小节主要运

用了副部材料 ，在ｂＢ大调上进行 。

（２）第二展开中心第 ８１至第 ９８小节 ，旋律声

部先是移至左手声部 ，运用了主部材料 。第八十

四至八十五小节运用了连接部的材料 。此后 ，旋

律以一种规律模式进行变化发展 ，最后落于主音 。

整个伴奏声部伴奏音型来源于主部第五至七小

节 ，运用了倒影的手法作了略微的变化 。

３ ．回头准备 （９９ － １２４ ） 　 可分三层 ：假再

现 ———华彩 ———属准备 。

（１）假再现（９９ － １０６）始于第九十八小节后半

拍 ，在ｂ Ｅ大调上进行 。第九十九至一百零二小节

运用了主部核心材料 ，而接下来的四小节则在旋

律声部运用了副部核心材料 。 （下转第 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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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观者参与到设计的互动游戏中 ，体会汉字以不

同的方式带来阅读以外视觉参与的乐趣 。

视线流程 ，对视线移动规律的编排设计 。视

线流程不管在静态媒介还是动态媒介中均有意安

排画面中视线的流动主线 ，让阅读在流畅 、舒适的

主线中游动 。编排过程中不仅要保证阅读对象的

有效识别 ，同时以各异的视觉流程烘托别样的阅

读环境 。视线导线的流程可以是有规律 、有秩序 、

有节奏地偏重于相对规则 、理性的逐次运动 ，也可

以是偶合的 、随机的 、自由移动的 、轻松随意 、强调

感性的无规则运动 。视线在一定的平面空间甚至

可以展现维度上的变化 、空间上的转换 。新颖的

视觉信息传达能吸引观者的视线 ，别样的视觉流

程则能加深观者对信息的印象 。视线流程主线设

计为现代平面设计这一直观的视觉表达增添互动

的关系 。在设计中不仅对文字字体 、文字整体构

成的形状 、大小 、间距 、位置 、颜色上的处理 ，还要

考虑阅读中视线的引导 ，通过对文字及图片的有

序组织 ，增强文字的表现力 ，激发观众的视觉兴

趣 ，引导读者在不同的视线流程中顺畅地阅读 。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历史的积淀

中形成了特有的形态 ，并随时代流行趋势的变化

而不断发展 。平面设计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涉及

的领域越来越广 ，其展现的载体与媒介也越来越

多元 。汉字作为平面设计中重要的元素 ，其形态

的整体塑造随设计理念和传播媒介的延伸 ，给予

了设计师更多的创造空间 ，研究汉字的新形态也

成为了时代新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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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伴奏声部运用了主部五至八小节的伴奏音

型 ，是对呈示部的假再现 。

（２）带华彩的连接（１０７ － １１５） 。第二层的旋

律声部材料主要是环绕型的音阶 ，而伴奏声部 一

系列变化音的出现表明在调性上已由之前的ｂ Ｅ
大调转向了 ｇ 和声小调 。

（３）属准备（１１６ － １２４）旋律声部采用了主部

核心材料 ，伴奏声部的属音持续暗示真正的再现

部即将开始 。

　 　四 、《第十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再现部（第

１２５ － １８６小节）和尾声

整个再现部与呈示部相比 ，变化不大 ，同样包

含主部 、连接部 、副部和结束部 。 其中主部在 Ｇ
大调上呈示 ，连接部主要运用了音调移位重复的

手法 ，乐节有所拉长 ；副部调性仍在 Ｇ 大调上 ，体

现副部调性回归的特点 ，这一点也是奏鸣曲式写

作手法最重要的地方 。尾声（１８７ － ２００） 　篇幅不

大 ，运用了主部的核心材料 ，将乐思再次呈现 ，起到

了首尾呼应的效果 ，最后在主调 Ｇ大调上终止 。

通过对本乐章的结构进行分析 ，我们看到了

贝多芬的奏鸣曲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节奏永远

充满生命力 ，和声丰富多彩 ，曲式严谨又不墨守成

规 ，既有古典的音乐形式 ，又有浪漫的真切情感 。

此外 ，贝多芬对这首奏鸣曲的动机与旋律的安排

是采取了对话似的形式 ，创造性地发展了海顿的

对话特点 ，在音乐中表达了两种互相对立因素的争

吵言论 ，富有逻辑思维的想象 ，具有清澈 、朴素 、率

直等特点 ，在贝多芬早期奏鸣曲中占据重要位置 。

总之 ，在了解贝多芬作品时 ，应该对作品的背

景进行深入剖析 ，了解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本人

的思想和性格特质 ，从而更好掌握他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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