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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

源自战争年代的艺术瑰宝
——普罗科菲耶夫“战争”奏鸣曲简析

马亚琼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创作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三首钢琴奏鸣曲，是
普罗科菲耶夫最重要与最成熟的钢琴作品，它们在20世纪钢
琴音乐创作史上留下了具有普氏风格的重要印迹。本文试对
三首作品的创作风格做了概览式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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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苏联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从
整个西方音乐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创作史领域，还是钢琴
艺术发展史领域，普罗科菲耶夫都写下了浓浓的一笔，其影响
力为世人所瞩目。
1 普罗科菲耶夫之于钢琴音乐创作史的贡献
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领域广泛，几乎涵盖了音乐体裁的

所有领域。其中，钢琴作品的创作是他最具特色的音乐，不论
是钢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还是其他钢琴作品，一直贯穿于他
三个不同时期（国内求学时期、侨居国外时期、回国定居时期）
的创作生涯。这些作品充分地体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美
学观念与钢琴演奏美学观念。在音乐创作史上，普罗科菲耶夫
可能是最难进行流派划分的作曲家，他的创作没有被特定的风
格所局限，在有些理论家看来，他的创作具有多元、易变、自成
一体的特点，带有“超流派”的特征。当然，不管理论上如何
进行总结、评价，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作品创作还是独辟蹊径，
较好地权衡了现代观念、现代作曲技法的创新运用与古典形
式、传统音乐语言的有保留继承之间的关系，写出了既具创新
性、又能为听众所能广泛接受即兼具可听性的作品，这对于很
多以单纯追求观念与技法上的“标新立异”、却在可接受性上
表现欠缺的20世纪的现代钢琴音乐来说，的确显得弥足珍贵。
普罗科菲耶夫在钢琴艺术史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创作方

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钢琴演奏观念上的创新，开创出真
正现代的钢琴演奏风格。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是德彪西捷足
先登成为了20世纪钢琴音乐的先声，他侧重于将钢琴看作是
一件无槌乐器而追求朦胧纤柔的音色，追求对于光、色、气氛
的描绘与变化。而普罗科菲耶夫的观念恰恰相反，他是最早
将钢琴视做打击乐器的开路先锋之一，让钢琴真正变成了有
槌的乐器，在作品中把钢琴作为打击乐器的特性发挥得淋漓
尽致，追求干、硬、金属声般而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颗粒性声
音。而这些做法，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作曲家们的钢琴音乐
创作。所以，有理论家认为，在1910年之后的数十年中主宰钢
琴写作的并不是德彪西和拉威尔的印象派风格。把钢琴视为
打击乐器的现实反而“深入人心”，深深影响着普罗科菲耶夫、
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和欣德米特等人的钢琴音乐创作。此
外，普罗科菲耶夫还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如第六钢琴奏鸣曲、
第五钢琴协奏曲）应用了“col pugno”（用拳头捶击）的演奏
技巧，可以被看作是1945年以后的先锋派作家用胳膊、手掌在
键盘上敲击这些“先锋”做法的先行者吧。
2 三首“战争”奏鸣曲的创作简析
1933年，普罗科菲耶夫回国定居莫斯科，从这一年开始直

到作曲家逝世的1953年，往往被理论家们称之为他创作的最
后一个时期即“回国定居时期”（1933 ~ 1953）。这个时期也
往往被看作是作曲家艺术上最成熟、多产的一个时期。它以
早期“狂飙”式的大胆探索以及十余年在国外从事艺术创作
的大量实践为积淀，在回国后也就是第三个时期，在技法上仿
佛是趋于保守实质却是把现代技法与古典形式、内涵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制成了自成一家的普氏标签，在彼时的苏联创作
出了被认为是“最有特色与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而三首
钢琴奏鸣曲（第六、七、八）即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钢琴作品，
这三部作品于1939年相继着手，并于1944年之前的战争中相
继完成，因而被称为战争奏鸣曲。这三首作品的创作持续了

整整五年，它们气势宏大，充满战争气氛，表现粗犷、强悍的性
格，其中既有惨无人道、穷凶极恶的恐怖情景，有时又交织着
抒情的段落，表现对和平的回忆和向往。它们是普罗科菲耶夫
最好的钢琴奏鸣曲，为普罗科菲耶夫钢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
新的一页。无论从规模还是构思、结构、演奏技术等方面，它们
都反映了20世纪钢琴艺术特征的彻底的革新。
《第六钢琴奏鸣曲》是三首战争奏鸣曲中规模最大、技术

最难的一首。从创作上来看，它结构庞大，以复杂的内容以及
忽而辛辣可怕、忽而细腻抒情的尖锐对比著称，使人想起普罗
科菲耶夫早期作品中魔鬼的气质，作品让人感受到明显的战
争气氛。作品采用传统的曲式结构，现代、新颖的音乐语言，赋
予了作品20世纪的音乐品质。同时，在演奏技巧方面，它又有
着全面、复杂、艰深的特点，显然，作为把钢琴视作打击乐器的
钢琴家，普罗科菲耶夫对钢琴演奏美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敲击性的触键方式、托卡塔式的节奏、各种滑奏、远距离大跳、
双手交替快速跑动等技巧被全方位地得以展现，为这首立意
独特的战争奏鸣曲增添了技术美学的色彩。这部作品最早由
作曲家本人在一次电台广播中亲自弹奏，随后由钢琴家斯维
亚托斯拉夫 •里赫特在公开音乐会中首演了这首奏鸣曲。这
部作品可谓是普罗科菲耶夫巅峰之作。所以，从内容到形式、
从表现到技巧，这首作品带给了听众全新的音响体验与心理
感受，从而成为20世纪钢琴音乐文献中最常上演的经典曲目
之一，同时也成为考验演奏者演奏技巧的“试金石”。
《第七钢琴奏鸣曲》是最强有力的一首，也是最杰出的一

首。与第六钢琴奏鸣曲同一年起草，最终在1942年仅用了几天
时间便一气呵成。奏鸣曲由三个乐章构成，有着第六奏鸣曲
同样的魔鬼气质，第一乐章是一个不安的快板，更确切地说是
一首魔鬼的谐谑曲——惶恐不安的旋律型，执拗机械的持续
低音，赤裸裸的节奏结构，尖锐重浊的调式和声，悭吝枯燥的织
体，赋予了这一乐章旋风般放肆尖锐的特征。优美如歌的第二
乐章以其温柔的主题轮廓，张弛有度的速度，明亮的调性色彩，
与激昂的第一乐章形成强烈对比，正像第六奏鸣曲的抒情乐章
一样，让人不禁联想到普罗科菲耶夫歌剧中浪漫的爱情篇页。
第三乐章是以离奇的7/8拍子进行的动力性托卡塔，节奏鲜明，
律动强烈，大块的和弦织体伴随急速不停的节奏音流，使人联
想起具有无穷力量的俄罗斯勇士为胜利而战的画面。
《第八钢琴奏鸣曲》不同于第六与第七奏鸣曲，第一乐章

以温柔忧郁并充满迷惑性与离奇性的主题展开，既没有可怕
的喊叫，也没有狂暴的神经质的飞腾，情绪抒情自然；第二乐
章是小步舞曲节奏的梦幻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形象内容与第
六、第七奏鸣曲的抒情乐章基本相近；在第三乐章里出现了许
多大胆的、戏剧性的东西：急速的三连音经过句，顽皮热情的
主题，“塔兰泰拉”式的弹性节奏等等。在钢琴演奏技巧方面，
既复杂又丰富，是普氏钢琴技巧成就的高峰之一。此曲由埃米
尔·吉列尔斯在1944年首演，并获得成功。
三首战争曲作为普罗科菲耶夫最杰出的作品，为其钢琴

音乐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作品充满了各种具有创新性、现
代性的作曲技巧与演奏技巧，同时这种技巧又用之有度，巧妙
地与音乐的表现内容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它的确创造出了
属于20世纪的、新颖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钢琴音响，引
领了20世纪音乐听众新的美学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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