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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开始
——浅谈斯克里亚宾五首钢琴奏鸣曲的音乐创作

骆　楠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校区  辽宁大连  116650）

摘　要：本文将通过分析斯克里亚宾第一首至第五首钢琴奏鸣曲的音乐创作，整理和说明浪漫主义的继承与神秘主义创新的开始；从

调式、和声与创作理念进一步阐述他独具特点的个性化的音乐语言, 哲学思想，宗教神秘主义等在作品中的运用与诠释，从而使人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斯克里亚宾音乐创作的基础与其哲学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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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诞生了一位许多人熟悉但并不深知的

作曲家，钢琴演奏家，他就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

宾(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1872-1915)。这位音乐大师在

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人文因素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他

独具特点的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他的音乐理念承袭了浪漫主义的创

作手法,早期的作品根植于19世纪浪漫派钢琴艺术大师的创作传统,

并开启了俄罗斯现代音乐之先河,而到了晚期他的作品直接闯入20

世纪先锋派艺术的领域,在同时代的俄罗斯音乐中独树一帜的成为

一种标志性音乐语言。

斯克里亚宾创作了十首奏鸣曲，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观念和实

践,不仅是他创作历程及哲学精神的阶段反映,而且是其高超钢琴写

作技法的具体表现。斯克里亚宾的十首钢琴奏鸣曲也可大致代表其

两个创作历程:代表早期风格的第一首至第三首，企图走出传统的

第四首和第五首,与完全“自我”风格的后五首。被称为“美国钢

琴第一夫人”的钢琴家露丝·拉雷多曾经评价说:“从斯克里亚宾

的一首奏鸣曲到另一首奏鸣曲，可以窥见他的人生轨迹”[1]。

斯克里亚宾早期的作品具有肖邦风格的痕迹,细腻的和声手

法、抒情的音乐语言,亲切明朗的曲式和精致的表达,又不失内心热

情的冲动,他深藏在音乐中缓慢变化着的和声色彩和情调总是让人

心动。《第一首奏鸣曲》创作于1893年,(f小调,OP.6)，四个乐章。

从创作手法与和声风格来看,该作品依然继承了浪漫主义时期音乐

的表现特点，还没有突出的独创性,保留了着肖邦、李斯特钢琴作

品的情韵,具体表现在第一乐章的呈示部的主部与副部的连接段、

还有接下来的副部,但作品也融和了斯克里亚宾“神秘主义”写作

思想的萌芽, 流露出他独特的音乐思维个性以及乐章之间已显出情

绪的飘忽不定的特质, 如紧迫的急板节奏之后以送葬曲的阴冷沉重

结束全曲,表现出作者极为沉郁透的内心诠释。《第二首奏鸣曲》

作于1892年,到1897年完成。(升g小调,Op.19)此作品有两个乐章，第

一乐章创作于1892年，第二个乐章创作于1897年，相隔虽有五年之

久的两个乐章，其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整体来分析

这首奏鸣曲，斯克里亚宾运用了传统与非传统的结合。所谓传统创

作手法表现在第一乐章中呈示部中主部主题和连接部，还有副部主

题都清晰完整的表现出来。在调式上，斯克里亚宾仍然沿用古典时

期使用的大小调体系，主和弦功能进行十分明确。非传统的创作手

法表现在调性布局与和声手法以及节奏处理上，如这首作品在第一

乐章的主部主题调性以升g小调为主，按照传统的创作手法在再现

部的时候副部应该是其关系调的范围向其主调回归，但这首作品的

再现部中主部主题不但没有运用原调，而且还和副部主题一起同时

进入了E大调。而同时作于1897年的还有他的《第三首奏鸣曲》。

(升f小调,Op.23) 为四乐章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具有新的思想标准和

表现力，在创作手法上打破了以往的音乐结构风格，音乐形象与调

性开始以模糊的轮廓来体现，表现出斯克里亚宾早期创作中的俄罗

斯气息。《第三奏鸣曲》被作曲家形容为“精神状态”的代表作
[2]。《第四钢琴奏鸣曲》作于1903年，(升f大调,Op.30)两个乐章奏

鸣曲。此时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已开始有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突显，创

作中的哲学思想已基本形成。在创作风格与写作技法等方面也与前

三首奏鸣曲相比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斯克里亚宾的第四奏鸣曲是受

到“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第一部作品，据说这首作品仅用两天时

间便得以完成。从理念方面，他认为音乐是人与神进入合一境界的

工具，音乐是一种情绪，一种色彩；从技法方面，他开始尝试和弦

构成以四度替代三度叠置，由此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技法的约束，并

在整体结构方面逐步摒弃分章套曲的理念，整体的统一性逐步占据

主导地位。该作品不仅宣告了斯克里亚宾创作中期的开端，而且也

标志着“神秘主义”思维在音乐实践中的起始。《第五首奏鸣曲》

1907年创作。(升f大调,Op.53)属于单乐章奏鸣曲，是斯克里亚宾但

乐章奏鸣曲的开始。整个作品是有两个副部的呈示部, 第一主题要

素形成终结部的标题用了他创作的交响诗“狂喜之诗”的精神和理

念,具有神秘感,类似幻想曲，在这首作品里斯克里亚宾使用了自己

独创的神秘和弦, 在和声领域寻求新的突破,戏剧性、色彩性增强,他

尤其喜爱连续三全音关系的属七和弦进行但不进行解决,这已成为

斯克里亚宾最具个性的和声语汇。音乐听起来仿佛有向上漂浮的感

觉,还出现了钟声荡漾的效果。

通过对以上五首奏鸣曲音乐创作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前五首奏

鸣曲划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和中期。早期是第一首至第三首；由多

乐章组成，用比较鲜明音乐形象，展示出对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传统

的继承，由此更使他获得了“二十世纪肖邦”的赞誉。中期是第四

首和第五首；这时的斯克里亚宾处于模仿时期，受瓦格纳影响，他

的创作通过乐思的飘忽不定、独特的音乐思维和构思、个性化的神

秘主义来诠释音乐创作的神秘色彩。

斯克里亚宾的音乐创作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年代,接触到

了一种被称为“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他凭借着对宗教的偏好和

灵性,再加以不断糅合通神论、古印度泛神论、古希腊神话、东方

宗教、尼采哲学等多样化元素在一起,斯克里亚宾开始尝试着音乐

自身的神秘主意思想的探索。斯克里亚宾把自己视为上帝，他在

自己的哲学日记中写道:“我是上帝!我是存在，我是空气，我是游

戏，我是自由，我是生命，我是极限，我是上帝!”[3]。

斯克里亚宾的创新特色：从纵向的和弦构成到横向的和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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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感染力、最令人难忘的片段。

接着,歌声进入尾声。高潮乐曲的尾声部分也是全曲的高潮部

分，演唱时要注意吐字的润色，要深刻体会此时蝴蝶夫人的心情，

并加入个人的艺术感触和演唱技巧，在全曲的最高音(如上图)得到

尽情释放，就像一个无助、悲伤的妇女在心碎般的呼喊。

这一段声音在中声区，节奏紧促，演唱时要注意情感的变化,

力度较前面开始加强,节奏也急促起来,好像内心的激动抑制不住似

的,上升到高音区上前进,最后在似是希望又似绝望的最高音——降

音上结束全曲。

通过对上述咏叹调演唱技巧的分析，使笔者对女高音歌剧选曲

时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熟悉歌剧及其创作背景是关键。当演

唱咏叹调时，对作品的熟悉是第一步要做好功课，要熟练掌握歌词

的主要内容和音乐的主要旋律。一方面，要反复朗诵歌词，把握歌

词的遣词造句等艺术特色，把词句的声调，把握重音，感受字音的

力度。另一方面，要掌握意大利的吐字和咬字。同时，默记曲谱和

掌握表情符号也很重要。其次，要有丰富的情感积累和生活阅历。

要多接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要有一定的阅历，要有感知和

辨别真善美的嗅觉，要有积极健康向上乐观的情绪，要有一定的知

识储备等。最后，要有一定的审美意识和追求，懂得如何去人声美

的艺术价值，在熟悉作品的前提下，能够声情并茂、栩栩如生地演

唱出来，即达到通过优美的声音来表达丰富的情感这一目的。

三、结语
本文结合了笔者近年来在学习、演唱中的几点心得体会，以帮助

更多声乐学习者更准确地把握作品艺术风格、更深层次地理解人物形

象，并力求对其在音乐素养的提高和歌唱声音的运用上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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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都有了神奇的突破；和声这一音乐表现手段凌驾于“旋律”“对

位”技法之上，旋律摆脱了一般的“调式”观念，深深融入到变

属的和声体系之中,二者结合成为合二为一体；斯克里亚宾曾对他

的朋友说：“你认为此曲缺乏对位法,但请你特别注意,用来对位的

音,都变成和声的要领,那些音不是像巴赫那样对位的,而是彼此调和

的。”

事实上，深入地研究斯克里亚宾的音乐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这种以神秘主义的意识和华丽的音乐风格为基础，以主观唯心

主义及神秘主义哲学思想为根源的理念，加之极力摆脱传统的音乐

创作的手法，在当时人们看来并不受欢迎，甚至对斯克里亚宾的音

乐创作产生怀疑和否定。但不管怎样，斯克里亚宾钢琴奏鸣曲以自

己的创新精神和敢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音乐艺术，拓宽了艺术范

围，创立了崭新的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在之后的音乐发展中曾一度

引起音乐界的强烈轰动。因此，正如俄国著名钢琴教育家涅高兹所

说:“……绝不能用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不能不

去热爱他创作的艺术之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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