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3期 

(总第 102期) 

灭罗芬晚期钢琴奏鸣酋中对赋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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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贝多芬晚期 5首钢琴奏鸣曲是 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经典之作，它是音乐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代表。尤 

其是晚期 5首奏呜曲对赋格的大量采用使得晚期作品显出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最重要的特征。贝多 

芬对古老的赋格手法不仅继承其精华更将赋格这样的创作技术进行的了变革与延伸。他的创新为后 

来的作 曲家开拓 了在赋格创作上 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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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文献中可以看到，贝多芬虽崇敬巴赫， 

并愿意从音乐风格、音乐素材到创作手法都回归 

巴赫，但他不愿与他人雷同的个性驱使他又超越 

巴赫。他不但只是单纯的继承巴赫的创作技巧，更 

是继承巴赫创新的精神。他如巴赫一样具有革新 

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得自巴赫以来 

赋格的创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并赋予了它新的生 

命活力。 
一

、拓展赋格的结构 

(一 )拓展 了赋格 曲的整体结构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加入赋格，在 

这以多乐章的套曲形式中，使赋格的结构更加庞 

大。在实质上，贝多芬将赋格的原则与奏鸣曲式的 

精神相结合。在赋格的创作中运用了奏鸣曲式的 

创作结构，对赋格结构上的突破是贝多芬赋格创 

作中最为重要的现象。在 OP106中的第四乐章的 

赋格中，整个赋格的结构被扩大到可以近似于奏 

鸣曲式容量的规模 ，见下表： 

根据此图的分析，这个赋格的乐章虽不构成 

“奏鸣曲式”，但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当于 “奏鸣曲 

式”容量的曲式，但因其再现部并没有出现完整的 

呈示部副部，并在调上回归的特征而并不是严格 

的“奏鸣曲式”，只是从整体规模上相近于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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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A B C D E F A 尾声 

l—l5 l6-52 85—149 I5O-158 159—249 250—278 9—335 336_366 337_4o口 

主部 主部展开 插部 副部 展开部 插部 再现部 

奏鸣曲式中结构规模和框架。在这个赋格中，每一 

个部分都得到极力的扩充，使每个部分都得到完 

满的发展。贝多芬将每个部分扩充到最大限度，使 

音乐的容量和张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仅主题的 

陈述就有 36个小节，较与其他赋格主题多为4到 

8小节相比，这首赋格尽显它的庞大容量。整首赋 

格具有主部，主部展开、插部，后两个部分可以看 

成是奏鸣曲式的连接部，还有展开和再现部。每一 

个部分在容量上都不少于一个奏鸣曲式所涵盖的 

容积，同时具有长达 9O个小节具有对比性的副部 

主题。从它分布容量上似乎相近于奏鸣曲式的主 

部 、副部、展开部和再现部的程序规则。因此在规 

模上具备了接近奏鸣曲式的庞大特征特点。 

(二)拓展赋格 内部组成部分的规模 

由于整体结构的扩展必然导致每个部分都得 

到扩充，而将局部扩展产生意义性的突破主要体 

现在两点 ： 

第一，体现在引子部分。在贝多芬的创作中， 

引子已经不在是简单的只起到速度或音乐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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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意义。OP1o6中的引子规模非常宏伟，共有 

l5个小节。这个引子具有独特无比的即兴性前 

奏，这段前奏是一个天才的大胆的草稿。【1]一开 

始显得犹豫不决，经过发展，音乐进入巨大的巨流 

中。这个引子已经包含了丰富的节奏组合、乐思的 

展开，表达完整的结构规模、和频繁的四次转调 

(卜 降 B——B——A)的庞大布局。这样的结 

构因其也具备了音乐结构中的 “主题陈述——矛 

盾激化——完满解决”的完整结构模式而形成小 

型序曲的特点，它超出引子以往多以只有起到速 

度、情绪提示等的意义更具有短小乐曲的形式。而 

真正更像引子的是 11到 15小节的连续四个小节 

的缠音。这个速度型的引子和 OP101一样，采用 

属和弦进入赋格主题的主和弦。在贝多芬作品里， 

总能常见到音乐的开始部分由属进入主的和声布 

局。在这两首奏鸣曲中的赋格的引子属主连接进 

入都使听者对音乐的发展怀有了期待感和悬念 

感 ，·而从属进入主和弦的解决使音乐的走向由意 

外、等待、想象得到解决与缓和的过程，也为音乐 

的重新发展寻找到了新的途径和出路。 

第二，体现在间插段。贝多芬加大了赋格间插 

段的写作规模，在创作上也显得非常自由，赋予继 

巴赫之后间插段全新的意义，对音乐也起到了推 

动作用，从而有利于乐曲的大规模的展开。在 

0P106长达 198小节的第一中间声部，共有 7个 

间插段，约 150个小节，而最大的问插段为 79个 

小节 (从 107—186)，[2]这种间插段大规模的拓 

展，将乐曲的结构扩展到如此庞大的结构，或许只 

有天才型的贝多芬才能做到。这样大规模、复杂、 

多样的间插段除了起到在结构上的补充和联系作 

用之外 ，对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整部 

作品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拓展结构的作用。 

二、主调织体与复调织体互相交融 

主调和复调织体的融合也是贝多芬晚期复调 

音乐的根本特征，是前期所保留的主调创作习惯 

与后期复调写作风格的交汇，也是交汇中自然形 

成的创作思维。【3】这种融合的织体形式灵活，兼 

有主、复调织体这两种的表现力，并为音乐发展中 

主复调织体的自如切换提供了准备。笔者认为“复 

调音乐主调化”和“主调音乐复调化”是贝多芬晚 

期作品中很重要的特点，两种不同织体的相互渗 

透使严谨的传统赋格发展具备了新动力，使主调 

音乐又具有了赋格音乐的特征，这种变革对在他 

之后的作曲家具有启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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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所处的时期是主调音乐盛行的年代， 

时代的变化和人们对艺术理念的追求使人们厌倦 

过于严谨的、讲究精确对位的复调音乐。此时，他 

们追求音乐旋律更加有流动感、歌唱性和具有更 

强推进力。例如，贝多芬将主题节奏采用规整的节 

奏型。而复调音乐为保持各个独立声部的相互独 

立性和更适合对位而要求回避这种节奏型，而贝 

多芬显然是受了主调音乐的影响，采用整齐划一 

的节奏对峙，使主题大多都缺乏节奏上的对比。 

另外，对题和声化也是贝多芬的创举，使刻板 

的赋格具有了主调音乐的歌唱性。在传统复调中， 

对题应具有严格的模式和要求。而贝多芬为使音 

乐有新的突破，瓦解了对题的传统意义，使对题不 

再只是简单的对位，而是为了让对题获得与主题 

平等发展的机会，而非单纯为了对位而限制了对 

题发展的特点。在贝多芬之后的作曲家一直沿用 

他在对题方面的革新并沿用至今。 

天才贝多芬将两者有效结合的重要意义在 

于：他将赋格的复调织体与主调音乐的织体相互 

交融为赋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而正是由于 

主调织体的融合使他的赋格音乐乐思的发展而更 

具有动力性。他注重赋格在主调音乐中的展开作 

用和表现力，而不拘泥于结构和对位的严谨和完 

美。减弱了精确对位的赋格和赋格与大段的主调 

音乐之间的衔接，让听者感受到两者音乐的自然 

过渡和非精密对位，而没有感受到明显的主、复调 

相互的转化而带来的断裂感，使音乐既获得宣泄 

又有深邃的双重表现力和音乐发展的连续性，为 

作曲家获得更多的表现音乐的手段开辟了新的思 

路。因此，在贝多芬的笔下，赋格再次谱写出了新 

的篇章。 

主、复调织体的相互融合最大作用就是丰富 

音乐织体的结构模式。由于主调织体的和弦分解、 

柱式和弦等的融入作为伴奏，使音响更加丰满，对 

音乐的展开和推动都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手段。关 

于二者相互融合的例子归纳为两种形式的交织 。 

这两种形态在四首作品中均有体现，笔者对其进 

行了归纳，并结合以下四首作品中的其中两首的 
一

个部分来做分析，笔者将二者的融合分成两种： 

第一种，交织型的主、复调织体。所谓交织型 

是指用主调织体衬托复调主题。0P101的第四乐 

章，这是一个民间性与复调性相互融合渗透的乐 

章。在四个小节的引子后，进入主题的陈述，经过 

28个小节之后，开始进入长 20个小节的主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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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织体，而主调音乐采用了主题的十六分音符动 

机式的模仿再进入副部主题。而在第一结束句时 

候，仍使用了音型式的动机性模仿，而左手却变成 

主调音乐和弦化的伴奏织体使音乐发展十分连 

贯。这个主要主题的第一动机在两个高声部之间 

形成呼应和暗示，它似乎是一种活泼的风俗性舞 

蹈。到第二结束句时，贝多芬采用了他惯用了音阶 

式跑动音型，加强了音乐的动力性。在反复后的最 

后 8小节衔接到展开部这一段的最后两个小节 ， 

用 E--C两个音符组成的双动机以双八度的形式 

出现，在休止符以后便是赋格，这赋格的主题是由 

末乐章主部主题的第一动机构成的。而展开部一 

开始是对主题的模仿，81．小调 ，对题转向下属调， 

到 167小节，主调织体再次出现，15小节后进入 

发展部的结束句。 

第二种，连接型的主、复调织体。所谓连接型 

是指前者是较为严格的赋格陈述之后紧接主调音 

乐的进入。OP110中的二个赋格，织体的交织是其 

主要的特点，它由主题的复调织体到主调织体的 

插部，再从复调织体到再现部及尾声的主调织体， 

这构成了这两种织体的循环和对比，从而符合了 

音乐发展的需要。第一赋格段主题是贝多芬内心 

的独自，是贝多芬以坚韧的意志力历经层层磨难 

后冲破内心的挣扎而获得心灵上的慰籍和宁静的 

过程 。 

【谱例 3】赋格 1 

在这首赋格 2中，并不像巴赫时代的赋格有 
一 个完美又完整的结束，而是在经由主题的减值， 

加上动机的有机组合，再经过素材的发展而将乐 

曲推到最高点，到了音乐情感发展到最高点而无 

法再发展满足贝多芬情感需求时，他便选择了放 

弃赋格的形式，转而采用主调音乐。运用主调音乐 

厚实而又丰满的和声产生洪流般的音响满足贝多 

芬此时对音响上的满足。 

【谱例4】赋格 2 

在这二首赋格中，主调与复调的融合打破了 

单一体裁的规整性，二者产生的作用导致了织体 

的宽松和变化，丰富了音乐的多变性。主、复二者 

相互融合使音乐具有了绵延的推动力，使听者在 

接受音乐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不同情绪，不同结 

构的对峙，达到了满足人类丰富的内心情感的需 

求。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贝多芬在赋格创作 

技术上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研究与继承，又有在刻 

苦的实践中博采众长，在汲取前人的成果上发展 

赋格。尤其在赋格与奏鸣曲的完美结合上开启了 

音乐创作中新的时代。此时的赋格已经具有主调 

音乐的旋律感，严谨的对位已经不是其最为重要 

的特征，它与主调音乐织体相互渗透、相互交织 ， 

打破了赋格音乐的严肃感、均衡感和厚重感，使其 

具有更加流动的主调音乐旋律达到丰富音乐表现 

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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