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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创作与演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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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秀峰n1

贝多芬是德国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世界作曲巨匠，其一生共创作了32首钢琴
奏鸣曲，并且将钢琴奏鸣曲的表现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峰，为后来人的音乐创作留
下了宝贵的财富。研究贝多芬钢琴奏呜曲的创作及演奏方法是后进音乐人孜孜
不倦的事业．对此，本文结合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对其创作方法与演奏方法
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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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作品历来被认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人们往往

在惊叹于其作品中音乐技巧的出色运用外，还经常被其作品

中所富含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所鼓舞，被贝多芬蕴含在作品中

的情感所打动嘲。作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巨作，《热情》奏鸣曲

被普遍认为实现了对有力而庞大的乐思的极致发展例。因而，

一直以来，凡是研究贝多芬的创作必要涉及到《热情奏鸣曲》，

基于此本文展开详细研究，具体报道如下：

一、贝多芬生平简介及其奏鸣曲作品分析

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作曲家作品的创作，我们必须要将作

品与作曲家的生平、社会背景以及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因此在

对贝多芬‘热情奏鸣曲》进行分析前，我们要先大体了解贝多

芬的生平及其全部32首奏鸣曲。

‘(一)贝多芬生平简介

贝多芬，全名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德国最伟大的作

曲家、钢琴家以及指挥家。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

年．

莱茵河畔一座小城一波恩，出生于—个音乐世家，其祖父为
波恩宫廷乐团乐长，父亲为宫廷男高音歌手，可以说贝多芬从

小便饱受音乐的熏陶Ⅲ。贝多芬的音乐生涯从很小就开始了，

其父一直想将其培养成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因此贝多芬在

很小的时候变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然而，从后世的角度

来看，这一时期贝多芬接受的音乐教育是比较杂乱的，缺乏系

统性，直到其12岁时开始正式和聂斐学习音乐。

聂斐是当时—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在他的教导下，贝

多芬的音乐视野更加开阔，并且聂斐还经常向贝多芬介绍一

些优秀的德国古典艺术作品。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仅使得贝多

芬对音乐有了系统而正规的教养，而且还提升了贝多芬对艺

术的见解，为其后来不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贝多芬在其30岁时创作了第一部交响曲，实际上在此之

前的4年前，也就是1796年，贝多芬便开始发现自己患上了

耳疾，直到1801年才完全确定自己的耳疾无法治愈。而正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贝多芬凭借着自己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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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在贝多芬遭受的生活苦难和精

神危机达到顶峰时，他开始创作《英雄交响曲》和《热情奏鸣

曲》，这两部作品也成为其乐观主义作品的代表，受到无数后

来者的追捧。

(二)贝多芬奏鸣曲的简析

贝多芬一生一共创作了35首奏鸣曲，其中32首有编号，

同时也是贝多芬全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将这32

部作品赞为钢琴音乐的《新约全书》⋯。另外，这32部作品充

分对贝多芬一生的音乐风格进行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对其

风格的转变以及其所处大时代下钢琴音乐风格的转变进行了

充分体现，因此后人对贝多芬奏鸣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32

部作品中。

贝多芬的32部钢琴奏鸣曲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其一，

在贯通北德乐派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克莱门茨、杜塞克

风格的和声、厚实的钢琴织体以及八度加厚旋律等；其二，贝

多芬此时开始探索钢琴奏鸣曲的表现力及结构功能，在奏鸣

曲方面开始出现革命性的突破，而且这一时期也奠定了其作

品在后世的崇高地位。其三，贝多芬开始钟情于浪漫风格的

作品，而这时期的作品虽削弱了戏剧性及动力感，但是却增强

了抒情性与美感。

《热情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中期的代表作之一，并且贝

多芬本人也认为《热情奏鸣曲》是其钢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啪。

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全部作品中最富激情的作品，并且众多音

乐评论家对此也纷纷赞同，认为该曲好比“火山的爆发、火山

般的奏鸣曲或者花岗石河床中的火流”，拥有“火一样的热情”。

一直以来，音乐评论界普遍认为该部奏鸣曲：集有德意志音乐

大师的最大特征，内在的动向，以音乐的形态体现，精神内容

决定形式，音乐艺术的奇迹出现于形式和情感处于同意义的

时候。总之，《热情奏鸣曲》被评论家认为思想性和技术性达

到高度统一，同时具有极其深刻悲剧性，蕴含着激烈的矛盾冲

突。因此该作品成为后世人们研究贝多芬或者贝多芬作品所

无法避开的内容。

二、《热情奏鸣曲》的创作分析

(一)热情奏鸣曲的创作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热情奏鸣曲创作于贝多芬创

作中期，是这一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代表作。《热情奏鸣曲》的

构思开始于1 804年，此时是拿破仑夺取法国政权称帝的一年。

拿破仑称帝这一举动沉重的打击了贝多芬，使得贝多芬对认

为拿破仑能够将法国人民在君主暴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

望破灭。所以拿破仑称帝使得贝多芬对其彻底失望，同样也

使贝多芬清楚的认识到自由需要由人民自己争取。同时，这

一时期贝多芬的耳疾不断加剧，其爱情和友谊都出现了挫折，

其常处于内心孤独的状态，因此这一年是贝多芬心情最为沉

重的一年。再加上贝多芬一直受到德国“狂飙”时代的影响熏

陶，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又深深打动了他

f3J，以上一系列的事情都成为贝多芬创作《热情奏鸣曲》的前

提。然而大师终究是大师，贝多芬并没有被一系列的挫折打

垮，而是重新挺立，与悲剧进行殊死搏斗，并在战斗中被鼓舞、

被考验、最终将自己坚毅的意志、伟大的激情全部融入到作品

中。因此他创作的《热情奏鸣曲》处处渲染着幸福和生命的使

命，不是在远离暴风雨和苦难的歇息中，而是在孜孜不倦的斗

争进行中的气氛。

(二)《热情奏鸣曲》的创作特征分析

正如前文所说，《热情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中期的代表

作，因此其在融合古典奏鸣曲结构的接触匕，又具有极强的表

现力和结构创新，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对引子的应用十分巧妙。贝多芬对引子的应用与

常人不同，他赋予引子更多新的含义。因此，在贝多芬的奏鸣

曲中，引子往往像音乐会或歌剧序曲一样发挥简略概括、暗

示、启发以及过渡说明等作用。因此在贝多芬奏鸣曲中，引子

往往作为前言或者独立部分出现。

第二，不反复呈示部。古典奏鸣曲中，我们常常以第一个

反复记号为准，将其之前的全部内容称为呈示部。贝多芬对

这一方面进行了创新，使用不反复呈示部。

第三，充分保证连接部、展开部和结束部的独立性。贝多

芬奏鸣曲与古典奏鸣曲不同，其连接部、展开部以及结束部都

具有独特性，并且以上三部分的篇幅和艺术高度也是其他古

典奏鸣曲所无法达到的，这亦属于贝多芬奏鸣曲的创新。

第四，尾声的创新。贝多芬奏鸣曲中，尾声的篇幅被拉

长，同时贝多芬还赋予了尾声更多独立的意义。具体来说，贝

多芬引用主部、副部的音乐材料，混合性发展尾声，并对尾声

冠以更加具体化的内容。

贝多芬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融合了许多前任的艺

术创作成果，例如：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亨德尔音

乐的英雄性、巴赫音乐的哲理性、海顿音乐的谐谑性、格鲁克

歌剧的戏剧性、莫扎特音乐的抒情性；最难能可贵的是，贝多

芬将前任的特点融合为整体的同时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

的音乐风格，用自己的音乐给后人带来无数的快乐以及巨大

的精神上的鼓舞。

(三)《热情奏鸣曲》的创作技法

评论界认为：《热情奏鸣曲》具有非常完美的形式、结构以

及统一的活动的脉络，从而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

体。该奏鸣曲的调性为F小调，作为贝多芬的最爱，被认为代

表着贝多芬阴暗的超人式激情。

以作品的第一乐章为例：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其整个音

乐形象都联系着主部主体，而且第一乐章省略了双纵线的分

离，进而就省略了呈示部的重复，这种形势下乐章直接进入展

开部，并且展开部的规模、尾声的规模都得到了明显的拓展。

[1】徐敏Ⅸ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结构分析》音乐时空2015年。

[2]g苗《贝多芬钢琴奏呜曲<英雄性>情感特征表现的初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

【3】丁玲《贝多芬<热情>奏呜曲第一乐章演奏分析》，音乐大观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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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情形下的展开部能够展现最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尾

声也具备了第二展开部意义。

第一乐章历来被后进者所推崇，认为其曲式完全能够表

达想要呈现的内容，而且第一乐章结合了回旋曲的特点和奏

鸣曲快板的特殊戏睦性，同时发展早期尾声倾向，使得奏鸣曲

开始出现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以及尾声等四个系列的冲

突。另外，贝多芬《热情奏鸣曲》达到了最高紧张度的动力，并

且其逻辑性、简练手法及构思的统—也是绝无仅有的。

三、《热情奏鸣曲》的演奏

乐曲的演奏并不是按照乐谱简单的弹出来，而是在演奏

过程中需要融入自己的情感以及采用一定的技巧，只有这样

演奏出的音乐才更能符合作品的本意，才能更好的洞悉作者

的意图，才能在演奏过程中完美的融入个人思想。对此，文章

以第二乐章为例对演奏的情感及技巧把握进行详细分析。

(一)情感的把握分析

《热情奏鸣曲》第二乐章为变奏曲，其与激昂奔放、暴风骤

雨搬的第一乐章以及冲动疾驰的第三乐章存在明显的对比，

其深沉优美、富含沉思默想，可以说是一首庄严的心灵之歌。

第二乐章具有古希腊精神的宁静以及静穆的伟大，充满着高

尚的情趣和出于内在的善良。该乐章包括端庄的主体和三段

变奏曲，一切的音乐都是安宁、幸福的静观。

第一变奏按照八分音符进行，需左右手演奏，于切分步伐

中表现低音声部，并且于右手明确兴起。总之，第一变奏富于

主题⋯。

第二变奏以右手十六分音符的平静进行为基础，需注意

此时应该鲜明演奏出分解和弦中隐藏着的主题；清晰浮现左

手的低音声部，从而避开了第一变奏中的切分音郁滞。

第三变奏作为第二乐章最杰出的部分，对其进行演奏时

需要以左右手交替在三十二分音符进行织体基础上进行交替

鸣奏。这种演奏方式能够充分表现乐章所蕴含的对美好理想

的憧憬，进而使得原有庄重的气氛逐渐活跃，气氛逐渐明亮，

情感逐渐温柔亲切嘲。当然，第三变奏的演奏并不仅限于此，

在最高潮时演奏者需要对位法及音区进行移动，从而再次表

现出主题的庄重，并表现出内在的雄厚和抒情的沉思，并通过

低音区与高音区的对照，使听众感受到在一个人深沉的心灵

中投入的亮光。

(二)演奏技巧分析

第二乐章主要是节奏稍快的行板，为降DJ(i,l固，3／4拍，变

奏曲形式。通常来说，这种形式的乐章在陈述了基本的主体

后，即可通过几次变化式的重复来展开。虽然与第一、第三乐

章相比，该乐章不够激昂、雄烈，但是其整体仍然要表现出贝

多芬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以及乐观主义情绪。因此在演奏第

二乐章时，演奏者的双手要有较强的协诃}生及整齐性，触键要
均匀饱满，声部层次要区分开来，做到多声部具有独立的线

条，需要理解感情上的冲突，做到音色上的对比，音色变化要

丰富，每个音都必须要交代清楚，节奏要平均且具有连贯性。

下面是每个部分具体的演奏技巧分析：

第一部分主题(1-16小节)：乐章第一部分是重复乐段，以

不完满的完全终止为乐段终止。乐句的开始要注意从五音位

置起，高音旋律的表达要到位，由于乐章主题比较庄重，因此

弹奏应该保持沉稳连贯，且声音与节奏要具有淳朴的形态。

这里要注意下双附点节奏，弹奏时要准确的弹出双手的双附

点音符，同音换指也要准确无误，要确切的表现s邱。演奏时

还要按照谱面上所标注的，音量的渐强与渐弱表现要到位。

第二部分(17．32小节)：与第一部分相同，该部分也是重

复乐段，结束为完全终止。这里是第一变奏，而且也是P的音

量，要有既轻又结实的触键。要注意声部之间声音的层次，左

手的低音声部是旋律主导要突出，右手和弦音时值要到位，要

演奏得更轻，到了第29小节是旋律的高点，需要声音洪亮饱

满，这样的演奏才能将主题音充分地表现出来。

第三部分(33-48小节)：这里是第二变奏，右手同时承担

了主题声部与分解和弦两个声部的角色，手指需要控制得好，

把声部区分开来，建议右手单手进行练习，分声部分层次的练

习。左手声部是低音旋律，触键要厚实饱满，到了第4l小节，

左手带主题的双声部与右手十六分音符以二重唱的方式遥相

呼应，同时把主题推向高点，这里要注意左右手声部表达要平

衡好。

第四部分(49．80小节)

这里开始是乐曲的第三变奏，三十二分音符的演奏需要

手指轻巧均匀，左右手交替的主题旋律音乐气息要长，触键要

缓慢有力。注意旋律上每个sf音的表现要到位，fr的地方声

音要饱满。这个变奏既细化到三十二分音符，又是全曲音乐

表现的制高点，因此在演奏时，要随着音乐线条的起伏，内心

也要有所起伏和投入，感情表现也要到位。

尾声(91．97小节)

尾声又重新回到主题形态，使之继续扩展出十六分音符

的旋律，这里的十六分音符演奏要注意歌唱性。乐章最后的

两小节由两个波音组成，注意第—个波音的演奏要由慢到快

再到慢，第二个波音与和弦的结合，要演奏得迅速有力。

总结

综上所述，作为贝多芬的代表作，只有了解了《热情奏鸣

曲》的创作过程以及演奏方法，我们才能把握作品中所蕴含的

作者的精神与情感表达，才能体会作者的创作初衷，从而真正

演奏出作品的精髓。本文率先分析了贝多芬生平及其奏鸣曲

作品，随后对《热情奏鸣曲》的创作进行阐述，最后指出了应当

注意的演奏方法及技巧，为《热情奏鸣曲》的演奏实践贡献绵

力。

(责任编辑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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