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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黼主要材料分析

卡米尔·圣桑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著名作曲

家、钢琴家、管风琴演奏家，是浪漫主义后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法国

音乐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民族音乐协会也为法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圣桑在音乐创作上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其创作几

乎涉及音乐的所有体裁和形式。而他对钢琴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在钢琴

协奏曲上，共作有五首钢琴协奏曲，其中以第二首<g小调钢琴协奏

曲》最为优秀，可以称之为圣桑钢琴音乐的代表之作。本着对作曲家

的喜爱，对作品的探索欲。我对其三个乐章的主要材料进行了初步的

研究，现分析如下。

第一乐章(Andante sostenuto)是非常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

同样具有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在这一乐章里，主要是通过三种

材料构成的，分别是：一、引子中的那段自由的琶音(第1小节)；

二、呈示部中的主部主题，即那段优美的抒情旋律(12到18小节)；

三、呈示部中的副部主题，即那段流畅而抒情的不断重复切分音的旋

律(32到37t],节)。其他部分基本都是这三种材料的变形或重复再现。

这三种材料中，其中第一种是最重要的，作者在引子、展开

部、尾声等多处使用了这种材料，更是体现出此材料的重要地位。这

段美丽的琶音旋律分别出现在乐章的最开始、展开部、再现部、结束

部。其各种再现和发展，令此材料非常完美，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

使作品的情绪异常饱满。

而在演奏的方面．此材料作为非常重要的主导旋律，其琶音技

术点同样是分布在引子、展开部与结束部三处，设计范围比较广。首

先是最开头的引子，声音均匀而有线条，节奏严谨而有韵律，乐句生

动。接着，在展开部中，琶音织体在节奏上有着相当大的弹性。在演

奏这段琶音之时，在自由摇摆的节奏中保持完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更形象的表达出那种游走于远近高低不同位置的旋律

效果。最后，到结束部中的琶音，虽然是引子的再现，但无论从和声

效果，音域使用，还是节奏密度等方面，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演奏到新材料出现时，音乐情绪就立刻要兴奋起来，来表现出这种

激动的效果。

在演奏这三段不尽相同的材料时，除了表现出各自的区别，也

有着共同的演奏方法。首先，在音量与音色方面，无论是单手弹奏还

是两手交替，手指都应该均匀地演奏。这样，更容易营造出一种流畅

而轻柔的音乐效果。另外，这三段律都没有标小节线，说明其节奏是

有一定空间的。当然，无论多么自由的旋律，都要遵循音乐的时值与

节奏。无论是快慢、还是强弱等变化，都要符合音乐规律，以达到自

然流畅的效果。

第二种材料，首先出现在呈示部的主部主题中，钢琴右手声部

缓缓奏出的那种船歌式旋律，高雅、抒情、优美、从容不迫，听起来

有如水波荡漾，令人抒情无限。在再现部中，也看到了第二种材料的

出现，而这次却是由乐队奏出，比以前更加的气势辉煌。最后，主题

旋律又以一种逐渐隐退的效果，在钢琴声部中出现，用来引出华彩段

落。

在演奏方面，这部分主题材料柔美而抒情，同时配合左手的摆

口囝黄河之声2012年第16MJ

]【圈
动性伴奏织体，另演奏有种水波荡漾的效果。要求左手中每个强拍与

次强拍的八度低音应当清晰有力，并富有弹性和节奏感。而右手的旋

律部分需要合理做出乐句的完整，与乐旬间的呼吸，同时要求整个乐

句保持流畅度与完整性。

第三种材料的出现是作为呈示部的副部主题，虽然只出现过一

次，在篇幅上是无法与第一、第二材料相比的，但是第三种材料的作

用却是无可替代的。第三种材料，其左右手分别为一拍与两拍的切分

音节奏，其两个声部错落有致，相得益彰，演奏效果既舒缓又柔美。

这一温文尔雅的材料的出现，缓解了紧张的音乐气氛，同时又自然的

衔接了不同主题的音乐。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演奏方面，在整个乐章舒缓音乐的大背景下，这段旋律一定要

缓慢、柔和、抒情、富有韵律。同时，弹出切分音本身的特点，即切

分音中间的长拍要弹出恰到好处的重音。两个手的重音不能相互干

扰，不可破坏旋律的美感。尽量让旋律展现出相得益彰的立体画面。

在第一乐章其他方式的一些演奏也有着自己的作用，当然，作

者主要是通过这三种不同的材料去表现作品，另作品步步推进，层层

递进，使音乐不断达到高潮。

第二乐章(AIlegro seherzando)是一首个性鲜明、节奏有力、

活泼明快的谐谑曲。这一乐章主要材料同样也有三种。分别是：一、

通过双手连续的和弦与音程构建出的分解和弦旋律(5一l 2小节)：

二、以附点节奏为主体的舞曲旋律(76--87小节)；三、快速轻盈流畅

的音阶式旋律(99—103小节)。第二乐章基本以这三种材料为中心，

通过展开等方法，另作品材料丰富而别致。

第一种材料作为主部主题，在第二乐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变化也较丰富，体现了作品的谐谑性效果，是整个乐章的核心。其在

乐章最开始的出现，基本奠定了整个乐章的基调。

演奏方面，为了达到主题所想要表现的幽默诙谐、灵巧活泼的

特点，我们对其中众多的和弦弹奏应注意一下几点：一、整齐划一。

因为主题旋律中的和弦大部分是双手同步节奏，所以为了达到完整统

一的和弦效果。应双手一起并慢速练习，不影响音色的基础上，渐渐

提速，逐渐达到作品要求。二、层次分明。主题旋律由不同和旋构建

而成，其中要有一个侧重的声部。通常情况下，旋律在高声部中，所

以我们在演奏时，要把手的重心往右侧靠拢，从而把所有和弦的高音

表现出来，让听总能清楚的听到正确的旋律。二、和旋乐句。本乐章

主题旋律活泼轻巧，但并不代表跳音。所以演奏这一材料时，在跳跃

的同时，还要顾及到句子的连贯。不能把和弦弹得过于短促，另乐句

失去了精致典雅和完整统一的效果。

第二种材料出现在副部主题中。快速的三拍子，加上附点节

奏，保持了诙谐欢快，同时又赋予了旋律的优雅。宛如一首节奏欢

快、旋律优美的舞曲，极具让人翩翩起舞的魅力。

演奏方面，由于副部主题是三个乐句的模进，因此每一个乐句

的头音地位比较重要，需要强调。同时，每个乐句的弹奏效果不可以

重复，应在力度或者音色等不同的方面做变化。另外，副部主题的旋

律中连奏部分较多，而左手的伴奏织体中节奏较鲜明，需要单独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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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咏叹调《不幸的人生溯
音乐分析与演唱处理

■鄢志莉

【摘 要】 咏叹调《不幸的人生》是歌剧《伤逝》中女主人公子君的咏叹调．是抒情性与戏剧性的完

美结合。本文从咏叹调《不幸的人生》的膏乐分析和演唱处理两方面入手．对歌曲演喝部分的艺术处理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旨在演啊中进一步准确地诠释作品。

【关键词1 咏叹调《不幸的人生》。音乐分析；演唱处理

一．咏叹调《【不搴的人生》背景概述

《不幸的人生》是歌剧《伤逝》中的著名唱段，也是女主人公

子君的咏叹调。歌剧《伤逝》是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在1981年鲁迅先生诞

辰100周年时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伤逝》改编而成的，词作者王泉、

韩伟。歌剧《伤逝》是中国歌剧史上的～部重要歌剧。与以往以中国民

歌为主要演唱形式的歌剧不同，它是以西洋美声歌剧的形式，结合原

著的具体内涵，刻画了涓生和子君一二人敢于向封建礼教抗争的青年，

同时也揭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

‘不幸的人生》是在歌剧《伤逝》在“冬”中予君的咏叹调。

剧情发展到“冬’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生活已经破裂。由于社会的重

压和生活的重担，涓生和r君已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涓生不得不违心

地提出分手，各自去寻求出路。这无疑是将子尉推向深渊，任她走向

死亡。子君在离开涓生后，哀叹自已天真、盲目的爱情、威严的父

习，以达到完美的效果。再一方面，在副部主题的旋律声部中，音程

与和弦之间的大跳连接也很重要，需要巧妙合理的运用手腕，让每一

个动作走在声音之前，与旋律融为一体。

第三种材料算不上第：乐章的丰体材料，但也nj现在第：乐章

的很多部分，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其快速十六分音符组成的琶音或

音阶，需要演奏者用自己较高的演奏技能，在手指跑动的情况F，表

现出清晰的音符和流畅完整的乐句。

演奏方面，由于此材料中，十六分音符在第二乐章中出现的篇

幅大，频率高．我们掌握正确的演奏技术。一、手指要贴键弹奏，以

最小的动作来完成每一个音符。 i、要合理运用手腕．准确的联系每

‘个爵符的走向。二j、演奏者需要理解并学握音乐的走阳，’止这些十

人分爵符IJr以史力Il爵乐化的持续进行。叫、nj两个r配合的乐句一}l’

烈下|衔接既要保持青色卡¨川，速度均匀，卉鼠衔接自然，还要避免衔

接中出现缝隙，做得自然连接、平稳过渡。

第三乐章(PreSt0)。和第一乐章相同，第三乐章同样是奏鸣

曲乐章。在本乐章中，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材料：一、塔兰泰拉舞曲性

质的旋律(5一13小节)：二、两拍复附点节奏型(49—52小节)。

第一种材料是第三乐章主部主题里最重要的元素，热情洋溢的

材料特点体表现其激动振奋的情绪，代表了第三乐章的主要风格。乐

章的主部主题．用激动、热烈的旋律表现出欢快而兴奋的大基调。在

展开部里不同的大小调中的变化出现，将音乐推向高潮．同时配以低

亲、社会的冷酷以及人生前途的黑暗渺茫。子君的悲剧同时也是当时

女性爱情悲剧命运的缩影。咏叹调《不幸的人生》，深刻探究了失掉爱

情后的子君那苦闷无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盲目追求婚姻爱情后的悔

恨。同时，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女性，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

的爱情，子君发出了“哪里是我的路程?’’这样的追问，这句追问可谓

是整部咏叹调中的最强音。

二，曲式结构分析

伞曲速度为中速，复三部曲式。

引f(1—6)+A(7—22卜 B(23--96) +问套(97一113卜A'(114～138)

l

[a(23·55)+b(56—77Ⅺ78—96)】

f f F F fcf f f

声部分解和弦伴奏织体的律动，使这一材料的热情本质发挥的淋漓尽

致，展现出一个栩栩如生、疯狂热烈的舞蹈场面。

第：种材料出现在副部主题中，其特点非常明显，用四分音符

的组合缓冲了之前快速八分音符照成的听觉冲击和节奏紧张，营造出

另一种声音效果的同时，在音乐情绪的连接卜却自然而连贯。同时，

材料中用四分双附点音符表现音乐的动力：大多强拍上持续的颤音，

支撑并巩固了整个强拍。相比第一材料的紧张快速，第：材料更加的

铿锵有力。

相对于前两个乐章的材料，本乐章的材料稍微简单了一些，技

术难点也相对较少。但在整个三乐章的快速演奏．大力度演奏的大背

景F，若想把每个爵弹好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本乐章对于指要求其

实足怍常商的，如能成功演奏，也足最为炫技的。

吊桑的作¨u11旋律优美、结构清晰，其感官J：的荚感给人印象很

深。然后，这位对法国音乐自．着深远影响。起着承上扁F作用的伟火

作曲家，后人对他的研究资料并不算多。本文正是通过对圣桑这首作

品三个乐章的主要材料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在当今大家对圣桑的研究

中，添砖加瓦。相信我们在越来越了解圣桑的同时，也会越来越喜爱

他及他的作品。总之．圣桑用其独具魅力的音乐手法．使其作品在音

乐长河中源远流长．那么就让我们在其作品中共同体味真正的音乐之

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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