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科．研．版|
2016年第3期 音体美教学

贝多芬作品《暴风雨》的音乐表现与弹奏技术

李雯雯

(瑞昌市采茶戏传习所，江西九江332200)

【摘要】贝多芬作品《暴风雨》这首钢琴奏鸣曲既是对海顿及莫扎特所创立的规则的遵循，又开创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新风格，把

古典主义音乐带入了崇高的情感境界．并对19世纪浪漫乐派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琶音的灵活运用，贝多芬的《暴风

雨》在节奏技巧上显示出高水准．同时这首奏鸣曲传达的主旨也得到了升华。该奏呜曲也是贝多芬音乐作品中音乐性与技术性完美结

合的典范，令其艺术气质得到更却显著的提升。探索该作品的音乐表现和弹奏技术，对于进一步探索从古典到浪漫时期创作手法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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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音乐史上久负盛名的音乐家，路德维希·

范·贝多芬(1770～1827)的创作风格展现了多重变化，

在其不计其数的音乐作品中，从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

作品到浪漫主义时期作品都有涉猎。诚然，全球热爱音

乐的人们都痴迷于他的奏鸣曲及交响乐作品。

贝多芬创作的奏鸣曲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与其交响

曲相比不相上下，他的九部交响曲自身的感染力在其

所有题材的音乐创作中是最强的。但同时贝多芬的三

十二首奏鸣曲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开启了明灯。《暴风雨》是贝多芬于1801年到次年间创

作的三首Op31奏鸣曲中的第二首。该作品具有两个

独特之处，首先，三个乐章均采用奏鸣式完成创作，相

对于以莫扎特作品为代表的传统创作方式而言，无疑

更具新颖性；其次，该鸣奏曲表现形式与内容更加自

由，琳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的自由灵魂。尽管尾声是以

悲剧式的和弦结束，但是舞曲性质的节奏、充满气势的

插曲在终曲尾声部分的出现，却在悲壮中振奋人心，充

分展现了英雄蕴藏的强大力量与昂扬斗志，在形式上

表现了贝多芬的独创精神，创作手法自然、灵活。其以

严整、纯洁、古典的音乐形式来展现被坚韧意志力所束

缚着的狂热的感情，即“普罗米修斯的不安的灵魂”，用

朴素、简练、准确的音乐语言表达波涛汹涌的情感。罗

曼·罗兰称赞其为“在花岗石的河道里的火焰的巨流”。

本文从曲式结构、钢琴演奏、作品风格等角度对《暴风

雨》进行论析。

一、贝多芬及其音乐风格

贝多芬作为音乐艺术历史长河中最耀眼的艺术家

之一，其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被人们

称作“乐圣”的他幼年家庭条件极差，而且童年就被严

重的耳疾影响，晚年丧失听力，但他在逆境中受到磨

砺，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和高超的天赋技巧，创作出极

具个人风格、充满力量的音乐作品。

概括起来，贝多芬的音乐特色可以用以下词汇和

语言来描述：真诚淳朴、磅礴宽厚、高贵不失力量，同时

又积极向前、饱含深睛。音乐史学家威廉·冯-伦茨将其

作品分为三个时段：在青年时期(1802年之前)时，既

对传统音乐风格有所继承，又另辟蹊径地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风格；现实主义时期(1802—1816)，成熟期，这一

时期反映、倡导、歌颂真善美，反对、针砭假丑恶，向往

人类幸福，呼吁世界和平的主题；沉思冥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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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1827)，这一时期升华了浪漫主义的音乐新风

格，同时更具幻想力，它彰显的时代意义是不可取代

的。

二、《暴风雨》在演奏中的音乐表现

1．形式与内容完美契合

三个乐章构成了完整的d小调《暴风雨》奏鸣曲。

通篇的奏鸣曲式令这部作品得以流传后世。作者通过

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的想象力和奏

鸣曲第一乐章独有的艺术形式：在暴风雨来临前期待

的心情铺陈开来，层层递进，乐符的巧妙搭配彰显在音

乐进行中的矛盾和乐曲的趣味性；d小调的属音开启

了第一章的主旨，伴以琶音和缓板；后由尾部的a音记

拍，隐匿与内心的探索、互换及迫切的恳求通过广板展

现出来；高音和中低音互相结合，牵引出第一章主旨悲

哀的情境，紧接着运用三连音伴奏预告风暴即将降临

的第二个主旨。在完全显示出焦急迫切的情绪之后，引

出了再现部。再现部富有戏剧性的冲突，同时由于其多

变的音调，反映出突变的节奏感。而最后的乐段以独特

的d小三和弦的延长逐渐收尾，让聆听者在激烈的乐

曲感受后拥有一种平和踏实的心情。

整体的第二乐章表现出作者丰盈的情感和朴实的

格调，标注为慢板，由b大三和弦引入，真诚的情感让

听众沉浸在第二章的幸福和沉静中，并暂且放下原有

的冲突和不适的感觉。

最后的第三乐章中，绵延不断的十六分音符以其

独有的节奏和律动性穿梭在伴奏音模式和主旋律中。

乐章显现出或明或暗的优雅旋律，钢琴独奏技巧被巧

妙地铺展开来。而其在节奏上却又为严格的统一陛，在

音色力度的演示中愈发细致和微妙。

2．作品的音乐特征具有音乐辩证性

众所周知，音乐主旨是音乐作品的最基本的核心

内容。贝多芬通过每部钢琴奏鸣曲作品的音乐主旨表

达出自己思辨性的艺术视角。思辨和辩证J陛让音乐的

类比主旨之间不仅相互契合，而且又充满冲突矛盾。这

样的独特艺术视角同样可以展现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

当中。显然《暴风雨》奏鸣曲的核心主旨完美地彰显了

这两类音乐哲学思辨的艺术特征。舒展的柔板、跳脱的

快板和宽阔静思的广板是三个相互独立的矛盾因素，

三者共同构成了第一乐章的基本主题。这三个冲突的

因素在情感和节奏上形成了生动鲜明的对比，两种截

然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展现在相同的一部乐章中，同时

也是这一乐章奏鸣、争斗又交织在一起的体现。另外，

辩证的艺术视角在每个乐章的联系和类比中也显现得

淋漓尽致：第一乐章的主旨有期待、盼望和追问；第二

乐章活跃质朴；第三乐章激动又热烈，它所表达的思想

境界是历经艰辛的奋斗过程，升华了音乐主题。我们完

全能够从辩证的角度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矛盾和统一。

不管是激情和沉思、苦难和幸福，都在律动的音符中相

互交织融合，随着乐曲的结尾达到和谐的统一。

3．节奏速度的鲜明类比

从最初的广板、快板和柔板开始同时嵌入一个乐

句中，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Op 31之第二作品共

采用了三种不同的速度。一开始的分解和弦展现的是

安静的力量和宽阔的视野，随后内心的焦灼通过快速

的少连线音型体现出来，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的

回音音型将乐句基调拉回到沉静安详的环境里。最后

广板和快板又在呈示部与展开部之间再次出现了对

比，使音乐不同的力度得到不同的扩展。

贝多芬在自己的109号作品中更加自如地使用着

节奏速度的变化。在第一乐章中，他将节拍和速度同时

变换，直接彰显了不同的快板和柔板的主旨，促成了乐

章的双重特征。

三、《暴风雨》的演奏技巧分析

因为《暴风雨》奏鸣曲共三部分乐章，每个乐章所

展现的主旨是不同的，不同的乐章和主题，其演奏技巧

显然有区别。

1．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充满想象力和独创性，具有鲜明的艺术

特征。在弹奏过程中从d小调起始，随着琶音和缓板，

在尾音a音开始打拍子，其中的各个音符都应当清楚

明朗。演奏者可以随性展示乐段的广板及快板，快板部

分有多个两音一组的小线组成，快板部分的二分音符

即等于广板部分的四分音符，所以不必如快板一样过

于轻盈欢快地弹奏。不仅如此，连续三连音在伴奏中必

须自然舒展开来，踏板应当节奏稳妥、均匀，不宜太过

急躁。轮到第二主旨时，当伴以活泼的旋律演示，谨慎

根据曲谱的乐旬断句来演奏。为了显示活跃轻快的演

奏效果，左手要采用非连续用法弹奏。在第一乐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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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小节，因为雷声渐行渐远，踏板也应契合整首乐章

氛围，踏板展示出的雷声环境，音效要由强到弱，意境

变得渐渐安宁，给聆听者一种忧伤哀愁的情境。综上所

述，弹奏着要时刻警惕演奏时自己对于第一乐章的情

感把握，因为此乐章氛围浓厚，感情充盈，也要注意配

合不同的踏板节奏展现乐曲的每个小主题。

淆例1

如谱例1所示，变换多重的琶音节奏伴随着十六

分音符、六连音和三连音。在练习此谱时，首先要注意

的是两手的配合务必自然流畅，就像同一只手演奏一

样，这里考验各个手指的配合衔接和独立演奏性，因此

练习时要适应慢慢放松，缓慢地进行高抬指练习。其

次，为了保障曲谱节奏的准确，按拍子练习是必须的。

最后，快板的手指弹奏要顺畅，力度恰到好处，保持均

衡，演奏手势务必轻盈快速，大指的移动也要敏捷。

2．第二乐章

在d小三和旋的延长音中，第一乐章缓慢结束。音

在延伸中逐渐减弱，最终趋于平静，而沉闷的小三和弦

又让人深感意犹未尽。此时，由温和、柔美的bB大三

和弦引领第二乐章慢板。和弦的琶音奏法让人在挥洒

自如的自由行为中感受幸福。此乐章让人将第一乐章

里营造的矛盾和不安的情绪暂时抛向一边，就像置身

于大自然之中，全身心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大自

然，是贝多芬永远感到亲切、神圣，由此倾心所爱的，是

贝多芬寻找灵感的宝库，是他在心灵受到创伤后寻找

慰藉之所，他想要的一切真情实感几乎都能够从大自

然中获得。

谱例2：

由于十六分音符的空符需要较强的准确性，这个

乐章的演奏难点便体现出来。此时我们需要放慢练习

速度，将原有的3／4拍变为以八分音符为一拍，一小节

有六拍。采用这种方法，密集的节奏如十六分休止符和
84

三十二分休止符将变得更为准确。此外，第二个难点即

左手三连音节奏的三十二分音符的演奏。在弹奏时，第

五指和拇指之间的搭配演奏以及八分音符的短音不可

太过急促，这四个音符都要弹奏得更加轻快，声音也要

较为柔美沉静，类似大鼓连续敲击的响声，或是肃穆的

前进步伐。

乐章的演奏进行由三连音、回音、交错的音区、不

计其数的停顿、小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装饰。同时，这

部分乐章也显示了钢琴整体的音乐性，栩栩如生的演

奏情景和连续的旋律、和弦使听众切身体会到了音乐

展现出的美丽风景。这部乐章将聆听者引入另外一层

境界，不禁使人想起大自然的绝妙风景、暴风雨过后的

祥和，甚至人生的秀美篇章。

3．第三乐章

十六分音符连续穿插在第三乐章中，其律动陛在

主导旋律和伴奏音型中都有完整的体现，表现出了舒

畅精妙的节奏，也展示了或明或暗的优雅变化。第三章

在演奏力度上要求细致入微，音乐节奏上的统一性也

十分严谨。需要对音色、力度、乐句起伏等各个层面上

的细致变换进行有把握的控制，不然就会导致整个乐

章的单调和乏味。

谱例3

乐章的主题起于一个弱起的小结，因此大拇指上

的力度应当尽量轻柔，音也随之轻缓，整个乐句应当温

柔一些。右手每句在结束时，八分音符顿音的过程中要

表现得像手要远离琴键似的轻柔结束。例如在第24小

节的演奏过程中，稳定节奏并且要务必注意节奏速度

上的精准性。简言之就是左手配合弹出圆滑的意境，同

时要在尾句部分融合收尾技巧和弹奏技巧，音准也要

统一，使聆听者感受到类似马蹄的踏步声。30小节作

为联结段；第49小节需要注意弱奏的表演技巧；55小

节要特别提出来练习八度音，尽力尝试演奏时使用手

腕，同时手臂也要更加放松和自然；81小节左手表演

的声部要彰显力度要加强；83小节中的八度也要作为

旋律突出；91小节的演奏方式要干净利落不拖泥带

水，左手的演示技巧要将和弦展现得更为丰满，稳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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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较慢地进行展开部的演奏。虽然展开部内容较多，

但是运用变换调性来表现明暗感情层次，显得更加丰

富多彩。贝多芬为了让展开部更加丰富、立体，利用多

种方式加强了聆听者的注意力，稳定乐曲维持在十六

分音符的跑动之中。演奏者清醒的状态在弹奏过程中

十分重要，要费心思地去聆听自己的指尖流出的每一

个音符，要判断音符是否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弹奏出

来的，让真情实感变成美妙的音符从指间流出，使音乐

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将95小节到98小节幻想是单簧

管、木管和长笛的solo部分。

在1 18小节使左手的主旋律换至右手，所以必须

清楚明了地听到音律的变换。再现部的起始部分在第

215小节有所体现，贝多芬使用离调等繁琐的技巧将

其展现出来，但弹奏的重要部分与呈示部分要几乎完

全一致；从323小节的结束部分开始，演奏的过程中要

渐渐提高紧张度，以每个“sf’违规率逐渐变强；需充分

地将减七和弦的效果在紧随381小节之后的三小节之

间弹奏出来，让乐曲营造出一种令人紧张的感觉。最终

利用弱奏的方式对全曲作一个终结。这种结尾方式对

于演奏者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全身心地投

入音乐之中；控制音符的表达，每一个音都要在节奏不

变的情况下均匀展现，不快不慢；演奏者要尽力研习每

个乐句的弹奏技巧，并且将其与整个乐章的特点融合

在一起，使各个乐句自由、自发性地传达给听众，这是

奏鸣曲本身严肃谨慎的性质决定的。

第三部分乐章结合了前两个乐章的内容，整体传

达的思想得到升华，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乐章的熏陶

后，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十六分音符在八分之三拍中

穿插在整个乐章里，每个音符都有生动的律动和节奏，

即使激烈的部分仍然有所展现，但是主旋律还是优雅

而细腻的。尽管存在很多转调，但是主旋律为小调，令

人对接下来的曲调心存期待。最后的音符D音经历了

长时间错落有致又蜿蜒不绝的弹奏后作为收尾，结束

了整个第三乐章，从而《暴风雨》奏鸣曲也走向了尾声。

《暴风雨》在节奏、技巧、内容、形式方面简直元可

挑剔，其展现的理论功底和演奏技巧让后人受益良多。

首先，总的原则就是独奏音乐都应当在自由度上享受

比大型合奏音乐更大的限度，如弦乐四重奏所代表的

室内乐就比交响乐享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一特点在古

典时期音乐上表现极其突出。其次，对速度标记不能简

单、机械地进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方式仅可作用于乐

曲最前的几个小节上。贝多芬在演奏过程中常常只对

该乐章中最快的部分进行速度标记，即控制在此速度

极限之内。就这种意义上看，在他的106作品中，那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怪异的节奏标志也并不是错误的弹奏

标示。最终，贝多芬立场鲜明地提出过，只有对音乐的

律动和速度进行有技巧的协调和转换，才能够使独奏

表演符合大众的需求。诚然也确实是这样，并且应当如

此，在钢琴曲的表演过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更具

生机和活力。就某一层面上而言，这类局部的节奏在弹

性上是否丰富、自如、妥帖是检验一个演奏家是否具有

应有的“乐感”的标准，也是检验一场演奏表演是否达

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具有艺术价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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