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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勃拉姆斯 (1833～1897年)，德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一生中创作大量作品，在交响曲、钢琴曲、室内乐等 

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作品风格遵循古典原则，但内容非常浪漫，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降B大调第二钢 

琴协奏曲》是勃拉姆斯两首钢琴协奏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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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881 手，是音乐文献 

中最为重要的钢琴协奏曲之一。钢琴技术艰深复杂，音乐内涵 

深刻，全曲共四个乐章，勃拉姆斯恢复了古典协奏曲双重呈示 

部的特征，音乐优美、激隋豪放、气势辉煌。本文在对《降B大 

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作曲家时代 
背景的了解、钢琴作品特征以及整体作曲风格的理解与把握， 

试图分析《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特征与艺术特色。 
一 《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背景与简介 
l 878年春，勃拉姆斯来到意大利旅行，这一欧洲南部的 

国家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勃拉姆斯开始 

构思此首乐曲。而后，因为要创作小提琴协奏曲而搁笔，一 

直到 1881年3月，再度访问意大利之后才回国并最终于夏天 

完成了这部杰作。《第二钢琴协奏曲》构思完整、结构严谨， 

同时具有史诗般的宽广和勇士般的气概，被称为带有钢琴独 

奏声部的四乐章“交响曲”。由于这部协奏曲最早构思是在《第 

二交响曲》完稿之前，因此它与 《第二交响曲》有着许多共 
同的特点，如对生活欢乐的赞颂以及关于伟大祖国的形象描 

绘，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其身影。因此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 

曾说过：“再没有别的钢琴作品能比它更伟大了。” 

二 《降 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结梅形式 

这是一首形式与内涵在当时者 艮不寻常的钢琴协奏曲。形 

式上，它不同于传统协奏曲三个乐章的结构，从莫扎特、贝多 

芬时代起，经舒曼、肖邦以及之后的作曲家所创作的协奏曲， 

基本上都属于三乐章结构，而勃拉姆斯则为他的这部协奏曲增 

加了一个陕板的谐谑乐章，使其变成了四个乐章。 
三 《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分析 

1．第一乐章 

第一，《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长达约 

my,your,the，this等。它的本意是指 “高低，起伏”的意思，但 

它常用作喻意，表示 “盛衰，成败，苦乐，好： ”等意思。例 

如，Likemostmarried coupleswe’ve had Ourups and downs，but 

life’S like that．像大多数的夫妻一样，我俩的婚姻波折迭起 ，但 

生活就是这样。 

第二，相关短语。beat up and down来回奔走；run up and 

down 跑来跑去 ；look up and down／eye someone up and down 

仔细打量某人；pace up and down走来走去。The weather is up 

anddown．天气变化太快。在分析up和down的用法过程中， 

本人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孩子们在谢舌的过程中喜欢 

用up：Waitup等一下；holdup举起来；shutup闭嘴；cleanup 

打扫一下；stay up晚点睡。而大人们更喜欢用d一~)WI1：Calm down 

冷静；slowdown 慢一点；sitdown 坐下；putthatdown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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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是Allegronontroppo(不太陕的快板)，在降B大调上 

采用完整的奏鸣曲形式写成。这个乐章的钢琴声部比较难演奏， 

从技巧上，它包含着各种力度层次的处理以及三六度音阶的上 

行等较为复杂的技术；在音乐上，它需要一种坚定的情感来表 

达隋绪，因而，勃拉姆斯曾为此而说过：“这不是为小女孩而写 

的乐曲。”音乐开始，由圆号奏出两小节组成的第一主题动机立 

即扣住听众的心，钢琴推迟一／J、节跟上，像影子一样进行模仿。 

谱例： 

接着钢琴的一段独奏把乐曲带动起来，乐队之后也加强 

了主题的色彩，和声加倍，主题又一次地传人听众的耳中。 

第二主题很快就出现了，它是抒情的，优美如歌，这段主题 

非凡的新颖和浪漫主义的魅力起着主导作用。 

四 结束语 

英语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词汇是语言学 

习的基础，所以掌握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关键。词汇记忆长期 

以来都是英语学习者的老大难问题，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中 

的对比记忆以及顺口溜的记忆法促进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兴趣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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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副部以两手反向的大跨度跳跃展开，乐队跟着钢琴也渲 

染出轻松的气氛。结束部以钢琴一段独奏开始，恢宏的气势 

展现而来，强健有力的和弦以及左手分解八度的跳音把曲子 

引入第一个高潮，并热情地结束了呈示部。 

展开部转到 F大调，还是用了第一主题的素材，并与开 

头一样，由圆号引出主题，钢琴接着演奏。之后乐队奏出旋 

律，钢琴声部用一连串的琶音渲染整体气氛，把主题变得更 

加有动力，虽然钢琴的琶音只起伴奏的作用，但正因此使得 

乐队的旋律更加有气势，更加醒目。随后，钢琴声部用和弦 

的连接奏出动人的旋律，听起来犹如梦幻般的感觉。钢琴与 
乐队之间的对话 (231～234小节)，也让这一段变得更加融 

合，在一段柔美的梦境似的旋律之后进入再现部。 

再现部回归到降B大调，但马上转入 g小调，重复呈示 

部的旋律。在尾声之前的这部分再现，除调性之外，基本是 

按照呈示部的内容去安排的，没有什么变动，从这点可以说 

明勃拉姆斯创作上的古典仍然一直保持着。在尾声出现之前， 

乐章中有许多地方掀起高潮，时而是钢琴和乐队的许多应答， 

时而出现一些休止和静寂，充满光辉和活力的主题经常反复 
出现。尾声中，钢琴用华丽的琶音伴奏，并在坚定的和弦衬 

托下以辉煌的结束而肯定了这个乐章的一切。 
第一，乐章写得厚重而有力，贯穿乐章的主题，由雄浑 

的圆号引入，钢琴加以应答。在乐队协奏下的钢琴时而温婉 

优美，时而热情壮丽，从而创造出伟大动人且具有英雄性的 

乐章。 

第二，第一乐章的演奏特点。第一乐章技巧牲比较复杂， 

作曲家使用了左右手交替、八度和弦连接、分解琶音的远距 

离大跳、快速跑动、三度的六连音等一些有难度的技巧。在 

演奏时，我们应逐一解决每一个难题，而不能使其放任自流。 

分解琶音的远距离大跳，也就是手指扩张技术是勃拉姆 

斯很喜欢的一种技术和手段。这种大跳所起到的效果非常显 

著，在右手高音单旋律出来后，两个层次的音乐感觉也跃然 

而出，两只手反向进行使得和声色彩更明显，音响效果带有 

颗粒感，听起来更加活泼。 

谱例： 

这段在练习时要注意，先分开手去弹奏，并且要把句子 

连好，最后一个音要用小指去弹，两只手合在一起时，要注 

意两手是否对得整齐。在勃拉姆斯晚年所作的 《51首练习》 

里面，也有许多手指扩张技术的训练，我们在此可以借鉴一 

下。在第 9、14、21、44条里，有九度、十度以及十一度的 

练习，可以从这些练习里去掌握手指的扩张技术。 

发展部中有一段三六度交替，勃拉姆斯的双音练习多强 

调二四指与三五指的连接，在弹奏中应注意这一点。他的这 
一 技巧贯穿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左右手的和声相同，右手 

双音的演奏，极大地渲染了乐曲的气氛，和声色彩更为浓重， 

音乐感觉更加饱满。 。 

谱例 

2O11年 12月 

三六度弹奏时，注意高音声部的连接，底下的音手指断 

开弹奏。练习时，可先按照正确的指法弹奏出高音声部，并 
且演奏快的速度，然后再加入低音声部，这样，两个声部的 

层次听起来就会比较明显，并且声音也会更加连贯。双音技 

术也是勃拉姆斯一个重要的技术难点，在练习中，第 23、43a、 

46a首，都是双音弹奏的练习。 

2．第二乐章 

第一，第二乐章勃拉姆斯称之为 “迷人的谐谑曲”，但奏 

鸣曲式结构非常清晰、规模庞大，给人以深沉之感。这个乐 

章前段柔美，中段以后狂飙奔放，后段钢琴音色优美动人。 

这个乐章是Allegro appassionato(热情的快板)，d小调 

开始，采用的 3／4拍子。音乐直接从钢琴独奏的第一主题开 

始，它带有自由、即兴的特点。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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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主题在钢琴的波浪撞击般的进行中向上翻滚，从效 

果上来看，这段音乐相当于结构自由的谐谑曲，它充满着火 
一 般炽热的激情、饱满有力的节奏以及紧张的冲突，也掺杂 

着疑虑、渴望、沉思和冥想。一般来说，谐谑曲本应听上去 

非常幽默，然而，在这里，作曲家表达出了比较严肃的内容， 

这点与贝多芬在晚期创作时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主题随后紧接着出现了很抒情的由小提琴和中提琴 

奏出的美妙的音乐： 

谱例： 

这段音乐的音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配器上采用 

乐队演奏，并用弦乐的高音乐器，这与前面钢琴演奏的第一 

主题表现出来的颗粒性和坚定的感觉形成了反差，使产生出 

的安静、沉稳的音色更加突出并打动人心。 

之后乐章对前两个主题又进行了一次重复，加深对这两 

个主题的印象。副部和结束部都自然地带入乐曲的中段，并 

由开始的d小调转入色彩明亮的D大调，音乐突然让人感受到 

豁然开朗，与之前呈示部所展现的虽然振奋却带着阴郁的色彩 

截然不同。乐章的中段生动欢快，节奏坚定有力，非常活跃。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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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奏出坚定沉稳的音乐后 ，钢琴随之跟上，用八度的 

连接展现了这一乐章的幽默，之后，更是用了最抒情的旋律 

表达了作曲家的对未来的憧憬。但随后又转入展开部开始的 

坚定和弦，这次由钢琴展示给听众。 

再现部把主题的旋律换给乐队，并与钢琴交替地进行， 

这里更显示出钢琴与乐队配合的融洽。最后在钢琴单双音的 

交替中很辉煌地结束了第二乐章。 

这个带有间奏性质的诙谐曲乐章，就像是巨人的嬉戏， 

深沉中寻求幽默，抒情中迷恋律动，坚硕里向往小巧。这大 

概也是勃拉姆斯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 

第二，第二乐章的演奏特点。这个乐章中以和弦的连接 

居多，在长达 400多小节的乐章中，和弦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此在练习时，我们就要注意怎么样才能把和弦连接做得很 

连贯，并且听上去不死板。在弹奏中，突出每一个和弦的高 

音很重要，因为高音代表着旋律，只有旋律连接得好，曲子 

听起来才会完整、生动。弹奏时，要注意右手的小指和左手 

的大指，这两个指头基本上控制着旋律，右手一般容易突出， 

但是我们要同样注意左手，这样 ，层次感才会更加鲜明。 

谱例： 

这一乐章演奏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连线，这样，才 

能把分句做得更细，句子之间的划分才会更明显，乐句之间 

才会更清晰。如上谱例，每一个连线都要注意稍微弹奏要断 

开一些，句子听起来就不会没有呼吸。二乐章弹奏时还有一 

个难点就是在中段的八度连接，怎样才能把八度弹得更快， 

并且连接得更清楚： 

谱例： 

作曲家在八度连接开始的地方标注了 sotto voce(轻声 )、 

PP(很弱)、legato(连贯)。在弹奏时我倾向踩左踏板，控制 

音量 ，并把高音尽量弹得连贯，而低音靠手一带而过 ，不在 

琴键上停留时间过多，以免妨碍高音旋律的行进。并且建议 

手大的人用四五指分别作为八度黑白键转换时连接高音旋律 

的指法，这样弹奏会更加自如。在勃拉姆斯的 《5l首练习》 

中，八度的练习占了较大比重，推荐第 10、11、13、32、4O、 
41等，可以起到很好的训练的作用。 

3．第三乐章 

第一，第三乐章是Andante(行板)，采用的是6／4拍子， 

三段体的曲式结构。音乐体现了作曲家在大自然中所怀有的 

那种崇高的祷念之情。勃拉姆斯写过许多动人的艺术歌曲， 

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都特别注重旋律的线条。在这一乐章， 

他同样创造出极美的旋律，而这个旋律开始由独奏大提琴奏 

出，那深沉的音色令人无比的感动与向往。在这一乐章里， 

独奏大提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没有它，可能也很 

出彩，但由于大提琴的出现，整个乐章被串联了起来，音乐 

被渲染得更加深沉，更加令人神往。 

在这里不免要提到的是，作曲家在这一乐章里，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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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钢琴和大提琴同样提升到比较重要的位置．．我f『j听越水 

宛若是个二重协奏曲，大提琴低沉委婉的音色搭配 l 钢琴『』ll 

梦幻般交织的和声，让音乐变得更加生动。勃拉姆斯采用的 

这一配器，也显示出了他那带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在他之的 

的作曲家，除非是写到这是为某两件或■件乐器所写的 套 

曲，一般称为二重或三重协奏曲，几乎没有人在创作}办奏【抖1 

的时候，用像勃拉姆斯的这种创作手法。而勃拉姆斯也Jr刨 

了一个先例，在他之后的肖斯塔科维奇也有过，他的 铡 

琴协奏曲中加入了独奏乐器小号，给人以耳爿一新的感觉 

谱例： 

II 

大提琴奏出的旋律给人以无限的遄想，作曲家用人捉霉 

这一乐器，有着独特的音乐感受，因为在极弱的乐队伴奏卜， 

用大提琴的A弦演奏具有沁人心田的作用 、之后，ij题交r{J 

大管和小提琴再次演奏，接下来才是独奏钢琴 场 、独套钠 

琴演奏的乐句是变化过的进行，对乐队厚实的音响起剑 r修 

饰润色的作用，就像是寒冬过后，万物复苏的春夫刮 j-． 

阵春风吹过的感觉。当乐队再次进入时， 乐比开始变得鲜 

明多了，在钢琴接过乐队的主题后，钢琴给我们 现f} ·种 

独特的、梦幻般的感觉，两小节的舒展开的琶音，让我仃j有 

了，片刻的宁静。接着加入主旋律，让听众回到现实中来 这 
一 段可以去想象成描绘大自然的场面，在钢琴主题到来[』、f． 

感觉好像是森林里 ，所有动物们徜徉在阳光下。接着剑 J 35 

小节的时候，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一长段的颤旨连接，快速 

的琶音跑动，加上和弦之间的连接，使得画面转向r阴冷的 

下雨天。最后一段音乐又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到_r梦境叫lI，川 

光洒在大地上，湖面l 波光粼粼，清风徐徐吹过．夜色儿比 

的美。作曲家又用到左手的长琶音，加 卜美妙的旋律，史=l I 

显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这个乐章听起来义会让人联想⋯是 

否是作曲家的爱情故事，这么的凄美、热烈、感人，不免 

人感慨作曲家和他恋人之间的感情经历。 

这一乐章虽然中问出现了一些高潮，旋律线条也自荷 

定的明朗成分，但给人的感觉总是比较暗淡 这是 为 乐 

主题的发展一直是以柔淡的乐队作为背景，节奏使用的也是 

轻重不明显的 6／4拍子，乐队的音色使用的也是比较轻柔 勺̈ 

乐器音色。这样，使整个乐章带有了夜曲的性质． 

第二，第三乐章的演奏特点。这 一乐章在弹奏时婴 盥 

音乐的色彩性。整个乐章给人以梦幻 、忧郁的感觉，所以手 

在触键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过硬，弹奏时要保持轻柔，声 

要优美。中间一段在第 36小节时，要浮意与前一段的对比 

开始的第23小节，钢琴第一次出现，要保持弱的感觉， 

手在触键时，可以贴键演奏，弹奏的感觉是声音逐渐远上，I 

相对之后进入主题，仿佛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感觉。第39 

小节时，钢琴的两个声部要明显，并这时需要注意内声部，旋 

律是内外声部的结合，并以j拍子为单位，要做m声 的变化．． 

谱例：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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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乐章弹奏时的技术难点并不多，相反，我们需要更 

加注意音乐上的内涵。弹奏时，要突出旋律性，旋律是音乐 

的基础，音乐形象的本质是集中在旋律上的。这一乐章的旋 

律尤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富有表现力。其次，弹奏 

时要把握作曲家对这一乐章的特点，它的布局是怎样的，它 
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可以想象成是自己的一段爱隋故事，会 

对这一乐章的感受更加深刻。 

4．第四乐章 

第一，第四乐章是Allegretto grazioso(优雅的小快板)， 

采用的是回旋曲式，用 2／4拍子写成。音乐一开始就是独奏 

钢琴的表现，在此，钢琴终于发挥了一件独奏乐器所应起的 

作用，明朗、轻快的主题跃然而来。 

谱例： 

钢琴独奏过后，是乐队模仿主题，并进行发展。这个乐 

章因为是回旋曲的曲式结构，在主题呈现之后，有两个插部， 

这两个插部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乐章的曲式结构如下： 
A+B+C+B+A+A+B+C+B+A+尾声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作曲家是怎样安排这一乐章的 

整体结构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两大段，也就是有 
一 次反复，可以看成： 

(A+B+C+B+A)+ (A+B+C+B+A)+尾声 

第一插部B由木管乐器和弦乐器奏出，节奏特点与匈牙 

利吉 卜赛风格相同，从而使我们联想到勃拉姆斯的 《匈牙利 

舞曲》。 

谱例： 

I，retl／vo l‘ ’ 

—、l 

在乐队奏出插部主题的同时，钢琴在上方用一连串的单 

音与和弦的交替演奏，感觉到一种轻快无比的气氛。 

第二插部 c由独奏钢琴引出，非常欢快的节奏旋律，四 

分音符接着快速十六分音符的节奏，让人不免想到节日里大 

街上那喧闹的场面。 

谱例： 

在这之后，乐队的弦乐器以很多拨弦作为伴奏肢体，突 

出了乐曲的灵巧性。而在之后，独奏钢琴又有许多的华彩段 

落，为整首乐曲装点着斑斑星光。乐曲在第三次出现主题的 

时候，没有完全再现，而是把主题的后半部分拿出来演奏， 

调性也没有变，还是呈现在降B大调上，钢琴与乐队之间交 

相辉映，构成欢快的气氛。 

结束段，勃拉姆斯又做了一个大的CODA段落，因为在 

2011年 12月 

整个曲子的进行下，如果草草地结束，就会显得虎头蛇尾， 

而扩展整个结尾就会感觉曲子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最终 

在伟然、光彩的乐队音响的陪衬下，钢琴与乐队激情地结束 

了整首乐曲，造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第二，第四乐章的演奏特点。第四乐章有不少的技术难 

点，主要体现在三度的音阶和左右手交替进行的八度三连音 

上。在 105小节时，出现了三度的六连音，弹奏迅速是它的 

难点。类似的地方还有266小节： 

谱例： 

双三度是弹奏钢琴中比较困难的一种技巧，如肖邦的三 

度练习曲，或是李斯特的超技练习曲都有着类似的技术，而 

在演奏大型乐曲中，这样的例子则数不胜数。一是，指法很 

重要，在弹奏双三度的音阶时，选定一个合适的指法是演奏 

能否快速或音乐是否连贯的一个重要方面。诸如上面谱例中 

所标出的指法，一般来说适合正常人的手指。二是，弹奏时， 

注意高音声部的连接，因为几乎不可能让所有的音符都保持 

非常连贯，所以，当高音声部连接得很好时，从我们的听觉 
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指法转换的过程中，低音声部稍微 

不要把时值弹得太满，有助于高音声部的连接。这个技术在 
演奏时如果弹清晰非常困难，因此，钢琴家 Leichter也在谱 

子中标注了另外一种指法，就是在七连音中，以三个音和四 

个音为一组，第一个音和第四个音弹奏双音，其他只需要弹 
出高音声部即可，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但是鉴于技术 

难度过高，所以也是可取的。 

在快进入结束部的时候，有一段钢琴华彩： 

谱例： 

这一段，作曲家标注了速度是J=138，因此给这一段添加 

了不小的难度。练习时，要注意左手琶音的最高音与右手的 

高音形成旋律的连接，所以要格外注意音乐的连贯性。左手 

的琶音要尽可能地轻巧，右手放松演奏，并要体现出前后的 
变化，声音色彩对比要明显。 

四 勃拉姆斯的艺术特色 

勃拉姆斯的音乐具有着双重性格，他不仅有德国的朴实 

无华、严谨庄重，也有着维也纳的浪漫温柔、热情奔放。他 

把古典主义的形式与风格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相结合，创 

作出前所未有的·《降 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o他与贝多芬 

不同，贝多芬的创作在不断地变化，早期和晚期的风格有着 

很大的差别。但勃拉姆斯却始终保持着所有作品风格的一致 

性，他始终如一，这样，他的音乐在古典基础上进行加工， 

再创造，形成了他成熟、严谨而又不失浪漫的艺术风格。 

[责任编辑：王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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