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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德彪西前奏曲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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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欧洲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
德彪西以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创作为目标， 开创了以清晰、 典雅为特征的
表现主义的创作风格， 这种新的音乐风格连接了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
也为 ２０世纪西方音乐语言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 文章对德彪西 《２4
首钢琴前奏曲》 中的第 ８ 首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进行了细致而深入
的分析， 并深入挖掘了德彪西音乐艺术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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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 德彪西是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作曲家， 音

乐革新家， 印象主义音乐的创始人。 他以其独特的音乐创作技法和完美
的美学思想， 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延续古典、 开创现代的 “印象主义音乐
大师”， 他的钢琴作品在钢琴艺术史上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使其成
为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２4首前奏曲》 完成于德彪西音乐创作的
中、 晚期， 集中而全面的体现了他独具匠心的作曲技法， 以短小的音乐
动机突破了传统调性的束缚， 成为德彪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被称为
“印象主义音乐的精华”。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是德彪西于 １９１０ 年根据法国诗人莱克特・
德・ 里塞尔的同名抒情诗创作完成的一首钢琴曲。 作者从诗句 “坐在鲜
花的越橘树从中的遥远爱人的温雅和妩媚姿态” 中获得创作灵感， 用清
纯的旋律， 描写了一个纯朴、 美丽而又温柔的少女形象， 风格清新、 恬
静、 优雅而充满活力。 本文从主题与和声、 调性、 结构等方面着手， 分
析这部作品的创作手法， 及印象派作品色彩性在其中的具体体现。
一、 模糊的曲式结构
作为法国派音乐的开拓者， 德彪西以打破传统音乐框架、 回复法国

音乐固有的表达方式为己任， 因此， 他的创作以小型作品为主， 作品在
结构上往往比较模糊、 松散， 既有着早期创作的音乐风格， 又包含了后
期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 而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这首作品恰恰体现
了这一点。
整首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乐曲主题的呈示部分， 采用了清

新优美的五声调式， 这一主题包含两个对比性的乐句， 第一乐句以类似少女
大波浪头发一样的三度进行呈现了乐曲的主题。 第二乐句， 是对第一乐句的
变化重复， 在和声的处理和编配上与第一乐句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第一材料是以连续的后十六分音型作为其节奏特点的话， 第

二材料就是以弱起作为节奏特点的。 整个第二段的音乐轻松、 活泼， 在
这里， 德彪西没有用大量的新材料充斥整个乐段， 也没有像其他作曲家
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扩充， 而是对原有材料进行了引申、 变化和再现， 连
续附点节奏的使用使得这一乐章又有了新鲜的元素。
从第２９小节开始， 作品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再现部的段落， 既不是单纯

的完全再现， 也不是变化再现， 而是把包含有印象主义特征的音乐材料进行
整合， 像少女的亚麻色的头发随风飘扬， 把人们带进了朦胧般的境界。
从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依稀见得这首钢琴曲的三部性结构的轮

廓， 但是和传统的三部曲式相比， 它的结构更自由、 更松散。
二、 柔美的旋律
德彪西作为优美的旋律大师， 在这首作品中， 他废除了古典音乐所

特有的对称性的长句结构， 避开了浪漫主义音乐常用的创作手法， 使乐
曲的旋律自由而富有变化的向前发展。
主题部分的音乐旋律从朗诵性的音调开始， 短小的动机简单而朴

素， 似乎像我们展现了一位身材优美、 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 接下来的
旋律以十六分音型为主要的节奏型， 具有波浪性特点的旋律和级进上
行、 下行的动机相得益彰， 构成了祥和、 宁静的氛围。 左手低声部开始
的休止， 仿佛将整个主题悬之于外， 作曲家将音符从节奏的束缚中解救
出来， 既削弱了节拍的动感， 又避免了旋律呆板的重音， 从而使 ３／4拍
不再带有圆舞曲的性质。
整首乐曲的旋律少了戏剧性的大跳音程， 有着平滑、 温和的特征，

浪漫行的音调随波逐流般的自由展开， 向我们刻画了有着飘渺气质的亚
麻色头发少女的形象。
三、 多变的调式调性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这首作品虽然只有短短的 ３９小节， 但在调性

布局上作者却煞费苦心， 在短小的篇幅中运用了转调、 离调等多种创作
手法， 五声音阶、 中古调式及全音阶的使用， 使整首作品犹如一幅印象
主义的绘画， 画中的女主人公轮廓飘渺， 光影闪烁不定。
德彪西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他的作品中运用大小调式以外的各种音

阶， 扩大作品调性的概念， 重视调式的表现力。 不管是充满神秘感的中
古调式， 带有东方神韵的五声调式， 还是独特的全音音阶， 都将调式中
的每一个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减弱了作品的调性感。 在第二部分
中， 作品经过几小节的模进和下行之后， 调式由原来的 ｂＧ 大调转到了
ｂＥ调上， 在旋律经过了多次的磨合之后， 又回到了原来的调性。
在这首作品中， 和声是最重要的表现手段， 作者抛弃了传统的和声

功能， 并通过增加和弦结构的可能性， 来减弱和声进行的功能性， 打破
了传统和声中以和弦连接与声部进行的创作手法， 使和弦脱离调式调性
而独立存在于乐曲之中。
总 结

德彪西的这首抒情小曲， 虽然结构短小，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
印象派音乐注重对自然、 景物、 色彩描绘的创作理念， 作为代表人物的
德彪西， 更加注重对于外界事物的瞬间感受， 而忽略音乐发展的逻辑
性， 强调音乐表现的朦胧感， 追求新颖的听觉效果， 采用多种调式来突
破节奏的均衡性， 并追求流动、 松散的感觉。
德彪西以自己的努力为后来的作曲家们开拓了新的音乐创作道路，

他终身致力于音乐创作， 以反浪漫主义的姿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德并开创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在他的作品中，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浪漫
主义的技法特征和音乐内涵， 它既继承了欧洲音乐作曲家的创作技法，
又为现代音乐家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成为贯穿两个世纪的桥梁和
纽带， 他在调式、 和声和节奏上的大胆革新， 为 ２０ 世纪的音乐做了初
步的探索。 （作者单位： 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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