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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复调性审美
            ——以奏鸣曲K576为例

陈慧敏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莫扎特晚期的奏鸣曲，都有着一种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气质，幽深淡远。而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K576是莫扎

特所写的音乐中最精美的、最伤感、最细腻的一首。无论是在调性布局还是结构模式或是复调与和声交织的写作手

法上，莫扎特都进行的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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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4月莫扎特创作了奏鸣曲K576，这一年是莫扎特人生中最

煎熬、悲惨的一年。由于对死亡的思考与理解，使他晚期的作品富

含哲理。但是，莫扎特的作品依然是安静祥和的，他从来不在音乐

中表现痛苦。

整首奏鸣曲共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快板，第二乐章是慢

板，第三乐章是小快板。

第一乐章的主题简约，由二声部的奏鸣曲式结构写成。由D大调

的主和弦构成了呈示部主要主题，接着右手重复一遍琶音的进行开

始出现音阶型的新对位旋律。

谱例一：

谱例二：

接着，副部主题在A大调上使用着主部主题的动机。莫扎特把渴

求看得高于一切的灵魂状态，使得整个音乐都生机勃勃。在展开部

的写作手法具有特别鲜明的莫扎特晚期作品的特点，主题动机中使

用了二声部的有终卡农式模仿，使得声部非常的充实。

再现部首先陈述一遍主部主题的音乐材料，接着连接部到副部

主题中一直使用了卡农的模仿手法。

莫扎特将对生命的渴望，对人生的感触和理解全部寄托在了

他的音乐上，使得他的音乐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可以说，不论是上

帝、还是大自然，是爱情的痛苦与欢乐、还是人生的光明与黑暗，

一切的一切无不渗透着莫扎特的情绪。

第二乐章的音乐可以说是莫扎特歌曲化钢琴奏鸣曲的精髓代

表。乐曲是抒情的慢板乐章，虽然是以主调为主，但是不难发现在

许多段落中都运用到了多声部音乐的写作手法和思维方式。莫扎特

把许多装饰的写法都应用在了音阶旋律的经过句上。独特的和声

效果融入进了自然的旋律当中。主题的进入将抒情缓慢演绎到了极

致，而紧接着的连串的十六分音符可谓是畅快淋漓、悠扬舒畅。无

法释怀的忧愁也成最动人的歌唱。

第三乐章是整篇奏鸣曲的重中之重。莫扎特晚期对对位法的痴

谱例三：

谱例四：

谱例五：

谱例六：

迷使得他用尽了各种手法将复调音乐巧妙地与主调音乐融合在了一

起，打破了奏鸣曲式与回旋曲式的界限，是的这个乐章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

呈示部的主部主题的动机活泼、轻快，它是由一些短小、短

促的音程组成。副部主题则加入了急促的十六分音符三连音，接着

旋律声部出现了双声部的对唱，在连贯流动的一长串三连音的映衬

下，惬意悠闲之感油然而生。

副部第二主题是舒缓而深情的三部和声。它就像冬日里的一抹

阳光，温暖着人们的心窝。是全曲中唯一较为舒缓、歌唱而深情的

主题旋律。歌唱着的下行旋律中穿插着一丝切分，仿佛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天真、直率的莫扎特。

在展开部中，作曲家的写作手法出现了一个不同于寻常的跳跃

性思维。他将奏鸣曲式和回旋曲式之间的区别巧妙的处理了，音乐

的发展虽说在意料之外但却异彩纷呈、大胆创新。加入了丰富的复

调的写作手法，左手和右手的流淌出来的音乐是那么的纯洁无暇、

天真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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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优美音质的构成要素

毛亚雄 冯双

(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声乐艺术美学中，演唱是重要论题之一，而演唱艺术则要通过优美的音质，准确且清晰的吐字咬字和行腔美

等来实现。其中，音质美是掌握声音造型的物质条件，音质既有先天的本质，也有后天的训练。音质，即声音的本

质，决定发声效果的关键。声乐演唱中不同音质的特色表现在:气息的深浅，音量的强弱，共鸣的明暗，音域宽窄.以

及声音是清澈明亮或深厚丰满或柔美圆润或是结实稳健。在声乐的演唱中判断音质是否优美，不仅是人本身的嗓音质

地或者条件，而是作为有声的音质，必须具备可供改善的音质条件基础上，还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与分析。

关键词：声乐演唱；咬字吐字；呼吸

一、巧妙的呼吸

呼吸是发声的原动力，是声音的源流和根本。在歌唱中，没有

气就没有歌声，没有正确的呼吸方法是无法有优美的音质。陈汝衡的

《说潭》曾提到“夫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薄，气

浊则音滞”。形象的概括了气息在歌唱中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可见

优美的音质前提是要以“气”为根基。人体的呼吸，肺活量，发声

器官的状态等，都直接影响气息的发挥及表现。声乐演唱里的呼吸

讲究于如何吸气，呼气，调气，换气，用气等的技能技巧问题。

声乐演唱中的呼吸与平常的说话不一样，歌唱的发声要求通

过巧妙的呼气吸气，以及气息的控制，才能达到构造完美音质的前

提条件。为了高度发挥声音的美，需要对原本的嗓音进行后天的训

练。呼吸不仅能作用于音质的发挥极其表现，且与字，情，腔都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呼吸与吐字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歌唱中乃至日常生活中吐

字与咬字都需要气息的支撑。歌唱中母音发挥关键性作用，所谓歌

唱也是母音的艺术，母音要通过气息的支持与作用才能对歌唱的表

现起到作用。子音虽大部分不震动声带，但也需要气息的支持，没

有气息就没有字，气息起到引字，导字的作用。光有气息没有字，

就会出现音包字，更不能光有字而无音。当气与字能有效合理的搭

配，才能出现圆润的音响。

呼吸与情，气因情生，情由气转。情，即喜、怒、哀、乐、

忧。在声乐艺术中，所要求的以情带声，声情并茂，都能直接说明

气与情的直接关系。在演唱欢快，喜悦的内容时，应气顺腔稳，喜

气洋洋，气息力度不宜过大，呼吸应该灵巧自如。演唱仇恨，愤

慨的作品时，气息力度大，具有较大的冲击气势。哀则为，哀从中

来，时断时续，演唱此类作品气息时强时弱。在演唱欢天喜地，气

盛声欢的作品时，气息因赞叹而饱满，因亲切而柔和。总之，随着

情感的变换，气息运用也随之改变。

呼吸与腔，在声乐演唱中，所谓的腔，是指头腔，胸腔，口腔

等共鸣腔体。腔体共鸣必定需要气息作用于共鸣体，气息通过一定

展开部的副部主题的乐思发展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十分出色

的扩充。一个声部跳进的琶音与级进的音阶与另一个声部旋律穿插

在一起、巧妙配合。时而主题声部与从属声部的交替转换，时而又

在音乐的进行中插入了如低声细语般的旋律。左右手柔和、温暖的

对位旋律恰到好处的体现了莫扎特超凡脱俗的作曲视角。卓越的思

维、美妙绝伦的乐思如泉涌般流淌着，将乐曲推向了高潮。尾声的

写法简洁明了，在一片安静祥和中结束了全曲。

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创作中体现的特别显著的复调性风格与

他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那一年，莫扎

特经历了亲人的离世、爱人的背叛，而自身卑微的地位和穷困潦倒

的生活更是让他无能为力。在面对各种突如其来而又无力抗拒的压

力下，莫扎特只能在他的音乐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于是他成长了起来，开始有了对死亡的预感和对人生的见解。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开始用音乐来表达对上帝的歌颂和对人生

的思索。复调音乐拥有着立体的的音乐思维、丰富的音乐线条、多

声部的穿插交替。种种复杂的写作方式中所体现的深刻的内在气质

是那么的寓意深厚。兴许正是这样的寓意才能表达对上帝的歌颂和

对人生的思索。就这样，莫扎特的音乐性格慢慢成长起来了。由

之前的天真无邪变成了庄严肃穆，由轻松自在的快乐变成了饱含寓

意的欢乐，由稚嫩的悲歌变成了饱经沧桑的诉说，对生活的深入洞

悉。这种复调音乐的写作手法及音乐体裁的运用，莫扎特一直坚持

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莫扎特擅长学习和模仿各种音乐体裁和

创作手法，他中早期的作品中也偶尔会出现一些复调的因素，那

也许仅仅处于模仿。但其晚期的作品特别显著的复调风格，乃至

全首乐曲中满满的复调创作正是对其历经沧桑、悲欢离合的生活

的冥思。

莫扎特的钢琴作品大部分都带显著的古典主义时期的特点。严

谨对称的曲式结构，精巧典雅的主调音乐，功能性的和声语汇，层

次分明的伴奏织体。而这首钢琴奏鸣曲K576无论在结构、调性、主

调复调交替以及乐思的进程各个方面都是大胆的创新。这相对莫扎

特以往的作品做出了巨大的突破，也成了莫扎特晚期作品的一大特

色。这种风格上巨大的改变，影响了古典主义后期的创作风格，对

后世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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