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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bert Sonata in A Major D664 Op.120（1825）第一
乐章音乐分析

汤 蕾
（上海大学 音乐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舒伯特是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开拓人与奠基
者，他继承了维也纳古典音乐的传统，是大家熟知的“歌曲
之王”，实际上，他一生的成就并不简单地表现在创作艺术
歌曲的非凡天赋上，22首钢琴奏鸣曲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本论文主要对 A大调奏鸣曲 D664做出具体分析，这部作品
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歌唱性最强的作品，浪漫主义色彩非
常浓厚。
关键词：舒伯特；A大调奏鸣曲；音乐分析

弗朗兹·舒伯特是初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同时也是
19世纪奥地利德国艺术歌曲的开拓人。1797年，他出生在维
也纳郊区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舒伯特很小
就表现出音乐天赋，对奥地利当地的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作
品接触比较早。1808年到1813年期间，舒伯特在家乡的教堂合
唱团担任乐队小提琴手和歌手，这期间，他同时还在修道院学
习，并拜师萨利里，学习歌曲创作方法。这一阶段，他接触了很
多维也纳音乐大师，并迷恋巴赫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创
作能力，在音乐创作实践和乐理知识方面都有显著提升。舒
伯特在17岁时，就已经创作了一些室内乐与奏鸣曲、两部交响
曲、144首歌曲、四部喜歌剧等；1818年，舒伯特将教师职务辞
掉，专心致力于音乐创作，“自由艺术家”的音乐创作生活由
此开始，尽管生活清贫，但是他很享受这种自由创作音乐的状
态，从来都不依附权贵。［1］1828年，舒伯特在清贫和疾病缠身
的情况下离开人世，只有32岁。
舒伯特可以说是将其短暂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音

乐创作，留下了伟大的、宝贵的音乐遗产。在舒伯特的创作范
畴内，艺术歌曲是最主要的领域，他一生中创作的歌曲数量达
到600多首，所以才得到“歌曲之王”的称号，他的艺术歌曲
有极强的诗意、歌唱性，并且能够抒发丰富的情感，借助音乐
形式，舒伯特内心矛盾、孤独、茫然的感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他的艺术歌曲也非常关注钢琴伴奏所发挥的描绘
性衬托作用，对表现艺术形象、表达歌曲意境起到了非常关键
的作用。但是，他的成就并不简单体现在艺术歌曲方面，在钢
琴艺术创作方面，他也成绩斐然。舒伯特创作的钢琴奏鸣曲
数量达到22首，它们延续了古典主义严谨热情的特点，有古典
主义奏鸣曲的形式，与此同时，还兼具浪漫派奏鸣曲先驱的特
点，有极强的幻想特点和诗意，他的奏鸣曲主要关注调性转变
产生的不同效果和借助和弦伴奏的旋律演变，再现过程中，也
不会进行修饰。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大多第一乐章以具有抒
情特点的对白开启，使用歌曲抒情的中庸速度，富有歌唱性，
曲调很柔和，而且旋律和主题非常明确。在古典主义发展阶段
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慢乐章中表现歌唱性旋律，但是舒伯
特奏鸣曲的歌唱性与抒情性是在乐曲整体中全面贯穿的，他
借助这种方式，通过音乐作品来展现自己的情感。《A大调奏
鸣曲》（D664）是舒伯特在进入成熟创作阶段的伟大作品，充
分展示了他的创作特点。
《A大调奏鸣曲》（D664）有特殊的创作背景：舒伯特1819

年夏天和自己的好朋友弗格尔一起去奥地利北部游玩，在他
们当时借助的旅店中，旅店店主的女儿克拉给了舒伯特创作
灵感，由此而创作了这首 A大调钢琴奏鸣曲。与贝多芬奏鸣
曲比较来看，这首奏鸣曲发展部分的紧张感不足，这可能也正
是舒伯特奏鸣曲的特点，他更为关注多个主题的共存与融合，
期望音乐的歌唱性更强。［2］本文在下面的内容中具体解析这
首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其第一乐章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中
庸小快板，A大调，4/4拍；内部一共划分为三方面内容：呈示
部、展开部、再现部。
呈示部（图示）：

呈示部（1～47）

         主部（1-20）              副部（21-42）                 结束部
   A         B           A             A            B      
  （1～8）   （9～12）  （13～20）  （21～33）（34～42）   （42～47）

呈示部由主部与副部构成；主部有三个部分，形式是 A、
B、A，曲调富有极强的抒情特点，非常优美，在弱拍附点节奏
上，音乐开始；第一个部分，1-8小节，是由两个平行乐句构成
的，总体来讲，结构具有方整性的特点；在第八小节收拢性终
止于 A大调的主和声上。在第二部分中，B段调性转化关系
小调升 f 小调，弱起的附点节奏织体通过加厚八度的方式来
表现。第三部分属于再现乐段，调性还是由基本的两个乐句
组成，重新回归 A大调，最后在20小节，以三连音的上行音阶
作为织体表现方式，为之后副部伴奏的声部奠定基础。呈示
部副部为21～42小节，副部也划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
21～33小节，开始部分的构成要素是两个重复乐节，于 A大调
的属音 E开始；33小节连续三连音形式下行音阶，非常自然地
过渡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38小节和声织体以非常突然的方
式加厚，右手反复重复和弦、左手八度，表示马上就要产生高
潮，但是实际上并未产生高潮，力度显著降低，最终到 E大调
结束；42～47属于呈示部终结部分，力度不断地减弱，好似回
想副部主题，重复乐句音区也慢慢地表现出低沉的状态。呈示
部副部有很多转调与离调，情绪显著变化发展，音乐朝着积极
的方向发展，最终到达呈示部高潮。
展开部（图示）：

展开部（48～79）

    第一部分                      连接部                          第二部分
   （48～57）                      （57～65）                        （66～79）
    升 f--E-- 升 c 

这部钢琴奏鸣曲的展开部相对而言比较短小，有典型的
复调特点，其将显示部的主部材料和副部材料展开全面融合，
并加以深化延伸，内部划分为三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利用显示
部主部主体的丰富材料，和前面比较来看，由两个乐句构成，
音调比较低沉，最后在57小节终止在升 c小调主和声中，伴随
调性变化，音乐色彩也在发展。第二方面57～65小节属于连接
部，充分利用呈示部三连音音型材料来开展。最初的节奏是很
疏离的，逐渐朝着紧密的方向发展，最初的附点八分音符之后
演变为连续不断的八分音符三连音；旋律的形态最初是单音
旋律，之后变化为八度柱式和弦，有很强的震撼力。第二方面
66～79小节属于准备部分，内部能够具体地划分为6+8方整性
的重复乐句结构，力度不断减弱。
再现部：
再现部80～133小节，其主部和副部的主体全部都通过

主调 A大调上来表现，保留了最基本的状态；再现部最终
127～133小节属于尾声部分，充分利用呈示部材料，开始和结
尾有序前后呼应，结尾处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综上所述，舒伯特作为创始浪漫主义音乐的创作者，他的

音乐作品将抒情性和歌唱性充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继承和
延续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创作方式，另一方面又借鉴了许多
歌曲性的曲调，展现了具有创新性的个性化艺术理念。舒伯特
创作《A大调奏鸣曲》（D664）的阶段正是其创作比较成熟
的阶段，相对于之前的创作阶段而言，舒伯特在这个阶段勇敢
地研究和开创了自己的音乐特点。本篇论文具体学习和解析
了这一奏鸣曲第一乐章，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舒伯特饱含情感
要素的钢琴奏鸣曲，这为之后深入研究和学习（下转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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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壁画装饰材料中板型材料的运用
张琳洁

（运城学院 美术与工艺设计系，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不同类型的板型材料都有不同的装饰感，在现代
装饰壁画中板型材料成为装饰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
文就板型材料材质的装饰美和艺术创造性来谈谈在现代装饰
壁画中的运用。
关键词：壁画装饰材料；板型材料；材质美

1 装饰材料中板型材料的多样性与综合表现
现代壁画中的板型材料与现代装修有着莫大的关系，工

业化的进程使得运用于现代装修中的板型材料不仅运用于现
代装饰壁画，而且运用于各种装置艺术中。这些板型材料壁画
不仅可以依附在建筑物上进行装饰，而且还可以不依赖于任
何物体作为一种单独的个性化的物体所呈现，它处于我们随
处可见的城市公共艺术中，成为现代环境艺术中一种富有表
现力的艺术形式。因为材料自身的独特性，也使它在色彩以
及造型的设计中，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壁画的
表现力和装饰性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得到展现，其表现方式也
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有的通过材料的质地来传达壁画的主
题，有的通过材料的造型形象来传达壁画的意义，也有的通过
材料的肌理来表现。总之，多样性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更加丰
富的表达壁画的内容以及精髓所在。
在一幅壁画作品中，有些壁画不仅仅是一种材质的表现，

二是多种材料的综合体。比如运用几种不同的板型材料，软硬
皆有，统一并且和谐，既能表现出不同的质感和肌理效果，也
能在造型的装饰性上达到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壁画的
设计中，往往单一的材料会给人一种简约的感觉，利用同一种
材料在它的造型、色彩上做出不同的改变，既体现材料的统一
美感，但也在统一中又有不同的表现手段和韵律美，使现代板
型材料壁画有一种独特的、简约、大气的视觉冲击力。
2 板型材料的艺术表现及艺术语言
2.1 板型材料的艺术表现
在进行板型材料装饰壁画设计中，从构成形式上可以使

用点、线、面简约的设计理念来打动观赏者。首先，我们可以利
用板型材面的表现形式来塑造主型，使主型可以更突出，并且
主型的形体感和块体更强。利用点的形式来区分画面的疏密
关系，并且利用线的形式来使整个画面连接起来，让壁画整体
看起来有节奏和韵律且和谐简约，增加其装饰感。在板型材料
设计简约的理念上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何造型的特点来设计制
作，将板型材料加工成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几何形状来将画面塑
造成具象或者抽象的造型形象，以及将画面由二维的转为三维
空间的立体表现，这种三维立体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壁画中还不
算多，所以也是一种新型的表现手法，从而产生一些新的艺术
形态，不同的起伏错落美和不同的节奏律动的新型现代壁画能
够给人一种新颖的视觉享受，所展现的壁画形式丰富而又有韵
味，这样简约而具艺术性的塑造特点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加强主副型之间的互补，互衬关系。
板型材料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可以从板材料的色彩、肌理

以及质感上表现的。材料的色彩主要以它的色相、明度、亮度
和纯度的不同变化和对比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心
理效应。色彩的统一和变化是板型材料在艺术表现中的主要
特点 . 由于新型的板型材料不断在设计中得以利用，而且在市
场中得到良好的反响。板型材料的肌理在壁画设计中也是丰

富多彩的。人们通过对板型材料的色彩、光泽、肌理、形态以及
硬度、形状产生特有的感觉，并且根据板材的肌理效果制作出
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装饰壁画。
材料质感会使人们看到某一种材料会产生一种感觉。例如，石
材给我们的感觉是坚硬，冰凉，光滑的。而木质板材给人的则
是高雅，安逸的感觉。在板材装饰壁画中钢材铝板则给人一
种精致与细腻且比较高端的感觉。利用板型材料的不同色彩、
肌理和质感，则可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艺术创作手法。
2.2 板型材料的艺术语言
在艺术的研究上，每一种装饰壁画中运用到的板型材料

都有它自身具备的艺术语言。在板型材料的造型语言上，首先
可以分为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写实的板型材料壁画是古朴与
细腻且通俗易懂的，是壁画语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装饰性壁
画是视觉冲击力比较强的，用途广泛，适合在任何场所任何地
点进行装饰点缀。其次是通过具象的或者抽象的艺术语言来
表达壁画的主题，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来从不同的角度来
传达壁画的语言。人们利用不同种类艺术材料的表现形式开
创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语言，使人类视觉艺术得到前所未有
的改观，使新的艺术风尚和新的创造思维不断地产生。
3 现代板型材料与现代壁画的融合以及材料美的运用
在装饰壁画艺术的发展中，壁画艺术在不断地完善并且

提高。到了现代壁画，多样式的装饰风格使得板型材料在现代
壁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的发展促使各种不同的
板型材料在现代壁画中得以使用，审美的提高使得各种工艺
手段以及人们越来越要求质量上的精美与细腻在现代壁画中
的凸显，所以现代壁画的发展以及应用与板型材料的装饰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壁画装饰艺术近年来蓬勃发展。板型材料的制作也

在不断地发展。板型材料在装饰壁画中的使用是壁画发展的
一种必然的趋势，板型材料的运用使壁画在艺术造型与材质
属性上更能达到作者的艺术旨意和观赏者的赏心悦目，并且
充分展示出了人类艺术的独创性与审美性，他们凭借材料自
身的特点，把各种板型材料运用于现代壁画的创作中，不仅解
决了人们看待以往壁画亘古不变的视觉，也使现代壁画更具
时代感和装饰感。
板型材料在现代壁画中运用是多方面的，可以根据设计

中的想法将不同的板型材料进行加工，实木板的雕刻叠加填
色、不锈钢的变形弯曲、铝塑板的拼贴小块堆积等等，让不同
的板型材料变形夸张，使它们本身的属性发挥的更加完美甚
至突破，使得板型材料的材质美在现代壁画中发挥得淋漓尽
致，也让现代壁画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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