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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贝多芬作为西方音乐史上的集大成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优秀作品，其中，他创作的32首钢琴奏鸣曲，

被称为钢琴音乐中的“新约圣经”，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凭以不同凡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天分将

钢琴奏鸣曲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具美学思想，体现了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成为我们后人研究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风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识码：A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音乐上展现着无人可及的耀

跟光芒。通过研究贝多芬的奏鸣曲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其

中不乏对人生的经典感悟，给与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情感内

容上，他的作品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包容有丰富的内涵，可以

说，是贝多芬内心各种情感的汇集而产生的。本文将从多个

层面，浅析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的风格特征。

l钢琴奏鸣曲的形式

“奏鸣曲”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体裁之一，基本是指专供器

乐演奏的独奏曲，是经由器乐曲、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几百

年的演变与发展才逐渐定型的。通常有三个或者四个各不相

同的乐章组成。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种音乐形式由古典

钢琴奏鸣曲的三乐章发展为近代钢琴奏呜曲的四乐章，顺序

大约为：激情的快板——平静的慢板——中庸的快板——快
板或急板(奏鸣曲式——复三部曲式或奏鸣曲式——复三部

曲式——奏鸣曲或回旋曲式，抑或二者结合的回旋奏鸣曲式)。
其中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大多采用一种叫“奏鸣曲式”的结

构，且奏鸣曲式的结构比较复杂，一般包括三部分：呈示部、展

开部和再现部。
贝多芬创作的钢琴奏鸣曲，从青年到晚年创作风格一直

在变化，每个时期的风格特征各不相同，这与他所处的时代、

所处时代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2创作背景

2．1革命背景

贝多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正值法国大

革命、拿破仑战争等重大时期，也是全欧洲的一个由封建主义

向资本主义激烈变革的时期，革命思潮影响了全欧，同时也占

据了贝多芬的心，给了他很多启发，与此同时他大量接触与吸

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他先是从莫扎特，后来

又在海顿、申克、阿勃列希贝尔格和萨利耶里等人门下学习。

他在波恩通过同知识分子勃莱宁的交往，接触到当时许多著

名教授、作家和音乐家，并从他们那儿，受到“狂飙运动”的思

潮影响，深信众生平等，追求自由和正义，憎恨封建专制的压

迫。

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他的民主思想已逐渐成熟，而且在

革命年代中更加迅速的成长起来。在阴暗的社会条件下，他

仍然充满阳光与热情的创作着，在反抗封建专制的同时也通

过他的作品号召所有人民为争取平等幸福自由而奋斗。

2．2生活背景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贝多芬的肉体一直承受着莫大

的痛苦。贝多芬26岁时，耳疾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给他的身体，特别是精神上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担心

对手发现他的耳疾会因此而诋毁他，他甚至不敢参加社交活

动，不敢与别人交谈。此外母亲的癌症一直给他留下很深的

阴影，时至晚年，致命的水肿病又令他苦不堪言，最终将他压

垮。

2．3感情背景

当时社会门第观念浓厚，贝多芬的爱情生活屡次不如意。

他有一位学生是身为贵族少女朱列塔·圭恰迪尔，两人相恋，

但最终还是由于双方身份不同产生贵族社会的偏见，导致二

人分手。后来贝多芬作了《月光奏鸣曲》献给她，但她最终还

是嫁给了别人。贝多芬的恋爱以悲剧结束，这是令人绝望的

时刻，他异常痛苦，当时他甚至写下了遗书。所以他感情的创

伤和心情的复杂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也奠定了他的作品基调。

2．4学习背景

13岁时的贝多芬进入了宫廷乐队担任乐手，有了一个接

触并学习欧洲各国的许多优秀作品的机会。19岁时又进入波

恩大学，在那里学习了古希腊文学和康德的哲学论著。事实

证明这对他是受益匪浅的，尤其体现在他的晚期作品阶段。

“贝多芬力图通过主题的旋律与和声的运动去理解人生，把握

世界，因此，在本质上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哲学”。

2．5信仰背景

贝多芬是一位无神论主义者，但又信奉信仰，他曾在与侄

子卡尔对簿的公堂上大声宣称自己的行为绝对道义，有足够

的资格来抚养这个孩子。他把自己的人品看得相当重要，也

正由此使他的性情正直暴躁而又使别人看起来有点孤傲。而

他的品格也得到了伟大的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认可。

贝多芬的心无时不充满热情，可是由于生活种种的不如

意又使他的热情陷入非常不幸的地步，他总是交替地经历着

希望和热情、失望和反抗，这无疑成了他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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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创作背景的分析探讨，贝

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鸣曲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到贝

多芬用他的生命来书写着这些华丽的篇章，给我们留下宝贵

的财富。他依旧保存着乐曲的统一性，但他所重视的不在于

结构或基调之统一，而在于情调和口吻之统一。换言之，这种

统一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奏贝多芬奏鸣

曲中要尽可能到位地展示这些外表丰富变化，而内涵却高度

统一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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