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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贝多芬晚期的奏呜曲(只有五首)，都是在他完全耳聋之后畲j作的，其风格和早期作品截然不同(特别是他的最后三首奏鸣

曲，作品oP．1∞一一0P．111)，从充满矛盾和情感的戏剧化转变到沉思反省的哲学思堆中去．由于他晚年生活的极端悲旅和凄惨使他在
精神上隔绝外界，充分进入了内心世界的生活，在其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中运用了大量的赋格和变奏曲。使我们可以体验到其超凡，有禅
意的宁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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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有着与他相近的博大构思宏伟气魄和深邃

内涵，在其音乐作品中的地位仅次于交响乐，在整个钢琴音乐史中占有

极高的地位，被称为是钢琴家的”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一一巴

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齐名．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历时

31年，几乎是伴随着他的一生进行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的奏鸣

曲带有一种自传的性质，与他生活中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他的奏

鸣曲性格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征．从其早期的钢琴奏鸣曲中可以明显看

出海顿(特别是第一奏鸣曲)，莫扎特等前辈作曲家对他的影响：中期

的奏鸣曲逐渐具有了新的风格特征，浪漫主义风格逐渐渗入(比如他的

“月光奏鸣曲”oP，27NO．2)，大大扩展了钢琴奏鸣曲的结构，丰富

了表现力，使钢琴奏鸣曲这一曲式更加成熟，并赋予其无与伦比的精神

力量和深度；而贝多芬晚期的奏呜曲(只有五首)，都是在他完全耳聋

之后创作的，作品0P．1∞一一oP．111)，从充满矛盾和情感的戏剧化

转变到沉思反省的哲学思维中去．由于他晚年生活的极端悲凉和凄惨使

他在精神上隔绝外界，充分进入了内心世界的生活，在其最后三首钢琴

奏鸣曲中运用了大量的赋格和变奏曲，使我们可以体验到其超凡，有禅

意的宁静和平．

在贝多芬最后三首奏鸣曲中，凝聚着他作品的各种风格特征，是相

当耐人寻味的．在0P．1∞中，流露出贝多芬无以匹敌的“抒情”特

点。这首奏鸣曲洋溢着优美诗情的抒情性，是其晚年亲切浪漫性的突出

杰作．它以最美好的和最完美的抒情美形式表现了无比丰富的内容，体

现了极其强烈的诗意天性，高雅而梦幻般的寂静气氛笼罩全曲，人们常

称其为”巨人式的奏鸣曲”．用贝多芬本人的话说是：无可比拟的，是

精神，是把地球上的高责解除的人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是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将其摧毁的作品．由此可见贝多芬晚年在道德哲学方面所达到的

观念境界一一通过人群的生活来实现善的世界．

这首奏鸣曲量精彩的就是他的第三乐章，是由优美的行板和六个变

奏曲组成的，它是全曲的重心所在，是整个奏呜曲的构思基础．乐章写

的非常自由完美紧凑精炼的主题，和富于诗意的曲调一下子就能够吸

引住听者，其内容表达非常深刻。变奏的速度气氛性质的对比是别具

一格的，具有精美细腻的钢琴风格．所以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恩想

重要的进展。音乐的结构是静思的，是心平气和的奇美幻想。是灵魂被

骚乱后的宁静，它充满了象是抚慰自己心灵一样的情慷，整个奏鸣曲建

立在这样柔和而严谨的气氛中，启示出钢琴明亮音色的奇迹

OP．1lO是一首富于感情的安静作品，是贝多芬自由地处理奏鸣曲

式的典范，它以哲理性和洞察力的锋芒，深刻地表露出了贝多芬在用自

己的内在力量来滋养自己净化自己，体现了贝多芬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对

人生目标的意识——自我决定自我选择自我实现。该曲充满了贝多芬晚

年期问所特有的深沉情绪，它梭富有深刻的回想意境和安静的内向敏

感，虽然笼罩着一层悲叹的色彩，但也混杂着超越它的美梦，也可以看

见其力图有所突破而作的努力。这首奏鸣曲主题材料问的关系是非常精

妙的，主体就是“回到过去的年代”，他包含了极有特性的细节，活跃

着一种戏剧性的回升，吐露出贝多芬对往昔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故

人们称之为”追忆”奏鸣曲。完美表现了贝多芬的哀伤绝望以及对饥饿

贫困有深切的愤慨，同时又表露出他对从未得到过的温暖的家庭生活和

至高幸福的渴望。

这首奏鸣越没有献题给任何人，它是贝多芬在痛苦的晚年生活忍受

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巨大苦难的时期，于1821年12月完成的，是与第九

交响乐等庞大作品同时期写作的。在这首奏鸣曲贝多芬牢牢把握住了音

响和情绪的寂静流动。辐射出精神的热能是持久永恒的，其内容是深奥

的结构是宏伟的音乐是极为柔软的有机的，是古典美的完美体现。从

音乐中使人们感到的是有这里沉思的威严同柔美诗意的神秘结合，这个

奏鸣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体现的最为突

出，与其相似的还有他的弦乐四重奏‘大赋格>)，贝多芬在努力的确

信自己、塑造自己、忠于自己、把握自己。

贝多芬OP。11I这首奏鸣曲作为32首奏鸣曲这一精神发展道路的

终点，好似一座雄伟教堂刺破蓝天的十字尖顶。在这部作品中，提示了

贝多芬式的悲怆性(Palh∞)，以及对创作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经

过这种人世问现实苦恼的挣脱与看破，显现出与无言的顿悟相似的超人

世界。在这首奏鸣曲中，贝多芬重新采用了两乐章的奏呜曲式，在主题

思想的内涵上具有一种淡泊、宁静和超脱的性质，具有深刻恩辩性和抽

象性，它保存了德国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中的那些最丰富、最深刻的东

西。达到了其创作上的一个高峰，使他的天性表现的深刻而明哲，沉思

的处世态度使他洞察到了他内心情感的最深处。但是这首奏鸣曲所表达

的追求宁静、寻找宁静、渴望宁静的愿望，却使人们听到的是最多的精

神骚动，使贝多芬一生心路历程中的精神骚动，看到更多的是诗化的，

理想化的人的形象。由此可见，尽管两个乐章存在着锐利的对比和明显

的对照。但保持了巨大的、整体的统一，其音乐那深沉广阔的糠神已经

拓展到了无限的神秘世界之中。这首奏呜曲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内容上都

凝聚了贝多芬对奏呜曲的倾心研究和总结性探讨。表现出一种超脱的情

绪，充满了超人的思索内容，它陈述着代表光明面的力同代表黑暗面的

力之间的相互抗衡和搏斗，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超越的力和骚动，不愧

是其压轴的“永恒艺术”!

通过上述对贝多芬最后三首奏鸣曲所表达的思想境界的粗浅分析，

不难看出，由于贝多芬晚年生活的孤独、凄凉，使他在晚年的创作中。

一步一步走向了他内心的最深处。不止一个钢琴家说过：“不能在45岁

以前弹奏这三首作品。”正是因为缺乏经验和阅历的年轻人是根本无法

理解贝多芬在晚年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他完全隔绝于世。在他自己创造

的宏伟宫殿中，走向了他人生的最高点⋯⋯

我想，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幻想、幻想、⋯⋯降

临在白天的崇高的、丝毫不动的梦景⋯⋯秋风吹来了枯萎的树叶和飘过

的香味。但这些回忆已经失去锋芒；精神从回忆的蜡和暗金色蜜中筑成

自己的蜂巢、蜂房。精神统治着使他陶醉、使他痛心地事物，他蜷曲在

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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