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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第一钢琴三重奏》OP．8

■周雯旭

【摘要】 勃拉姆斯■经创作过3首钢琴三t奏．第一曹B大调(O P．8)作于1 85 3至54年间．勃拉

姆斯的自我批判精神令他不断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式并带来了一部。新。的B大调三重奏。这部B大调三t

奏原版总长为1 6 2 8小节。是勃拉姆斯篇幅较长的器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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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勃拉姆斯和他的宣内乐

勃拉姆斯1833年5月7日出生丁．德国汉馒

的一个职业乐师的家庭里。勃拉姆斯7岁时

随父亲开始学习学钢琴，十五岁时举办了一

场独奏音乐会，并在此时开始作曲。19世纪

60年代，他定居维也纳，把当时欧洲的这个

音乐中心作为他的第二故乡。

勃拉姆斯的所作了大量形式繁多的重

奏曲，大大提高了室内乐的地位。对室内乐

而言，叮以说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不仅是他自

己一生创作中最杰出的部分，而月．也是整个

室内乐发展历史中最精彩的部分。他的室内

乐在形式上延续了从海顿到贝多芬的古典主

义，而内容L却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在

所有音乐形式中，室内乐是最适合表现心灵

深处世界的一种音乐形式，特别是对J：生在

浪漫丰义时代孤独的占典丰义者勃拉姆斯来

说．室内乐t叮能是体现他独特的思想和表达

自己情感世界的最好方式。他的这些音乐每

一部都是倾情之作，每一曲都是来自心灵深

处的声音。

=，浅析《第一钢琴三I■》

钢琴三重奏也属于室内乐的一种．由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组成。钢琴三重奏与

传统的弦乐叫秉奏完全不一样。钢琴的加入

和弦乐部分的削弱n；打破了弦乐嗣有’P衡的

川时造成了‘种新的甲衡。

B大调第4钢琴二重奏。0p．8，这首勃拉

姆斯于1854年早期完成的第一钢琴三重奏，

是他发表的第一首室内乐作品。现在经常演

出和录音的是之后的修订版。B大调三重奏

是勃拉姆斯篇幅较长的器乐作品。全曲共分

4个乐章。

(一)第一乐章：活跃的快板．

原作在发展部中反复使用赋格手法，

修改版改对位法替代赋格。乐章以一个由钢

琴奏出的宽』“主题开始，显然勃拉姆斯自己

也很喜欢，从而未作任何修改。也许正是这

个主题所显示的力度和窄问感导致他大幅度

扩展和修改了随后音乐材料。这个主题延续

T60个小节才转入全新的装饰乐段，之后进

入更为柔和的第二主题。这个乐章最能代表

年轻的勃拉姆斯所采用的风格。

(二)第■乐章：谐谑曲。

又被称为小精灵之舞。这是这酋三重

奏中最具抒情旋律特色的乐章。开头的弦乐

{．分具订跳跃rI：．人提琴陈述部分有舒曼的

意味，Im钢琴nj分散和弦F的进行，弦乐和

钢琴的乐段艟|交替，一段较快的圆舞曲音型

引入民间风格的三声中部，中段与第一段所

表现的精灵们在寒夜中跳舞的气氛相反，碌

示出一种温暖的气息，结尾则充满阴沉晦暗

的情调，温暖却伤感．逐渐变得越来越活泼

的旋律走向结尾，缩减的B大调的柔板乐章

紧跟快板的乐段移动，丰富的织体和柔美的

抒情风格贯穿始终。

(三)第三乐章：柔板。

3段体。旧作速度是不太慢的慢板，修

改版是慢板。乐章的开头像一个赞美诗般庄

严，沉思而内省。虽然它没有力图成为整部

作晶情感的霞心．似它的作用远远不If：足‘

段『臼J奏曲。在原作中，闪L}】州部分‘j舒们特

的‘海边》有雷同之处，所以修改时删除，并

用升G小调热情的中段替代了它。这个美妙

的中段具有斯拉夫的风味。

(四)第四乐章：快板。

这一乐章是回旋曲，原作品是富有激

情的极快板，修改后的版本则用快板，原作

第二主题极优美．但因为被认为与贝多芬

‘给遥远的爱人》第六曲<离别之歌》有雷同之

处，所以在修改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庄严

的第：t题。修改版在发展方式上似乎拓展

得更为广阔。最具有激情和能量的是第一和

末乐章，尤其体现在第四乐章辉煌的第二主

题中，作曲家用新的音乐材料取代原有的，

使整部作晶显得更有力度和平衡感。为了有

助于简朴，他甚至把乐章的原速度标记从

“很活跃的快板’2燕为“快板”。为了与前面的

柔板形成鲜明的对比，终乐章由大提琴引入

令人不安和焦躁的情感主题。随着大提琴的

弱拍，从钢琴突然奏出的不平静的第二主

题。尾声中两个主题自由地在B小调发展，

强调着主题，并辉煌地结束。

大约枉这部钢琴三重奏出版后的三十

I，q年，勃拉姆斯的出版商请他修订部分早期

作品．其中也包括这首钢琴三重奏。勃拉姆

斯允许作晶的两个版本I司时存在，甚至建议

同时推销两个版本。将新旧两个版本比较一

下很有意思，也很令人受肩发。人们会感到

成熟而老道的勃挣姆斯将他年轻时的灵感进

行了再创作，像一位年老的作曲家在引领着

年轻时的自己，带着忠实和理解，从而使这

部作品不仅在技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表达得

更充分，更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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