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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

浅析德彪西钢琴练习曲《为复合琶音而作》
陈 璐

（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德彪西作为印象派音乐的鼻祖，他独特的创作风
格在现代音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德彪西作于晚期的
《12首钢琴练习曲》是其重要的钢琴文献之一，已成为音乐会
常用曲目，甚至成为各大比赛的规定曲目。本文通过分析其中
第十一首《为复合琶音而作》，来分析德彪西的典型性创作特
点及音乐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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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作为印象派音乐的奠基人，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段
和崭新的音乐思维为世人展现了音乐表达的新的可能性。他
的创作理念及敢于创新的精神为其后的作曲家树立了一面旗
帜。在德彪西众多钢琴作品中，其创作于晚期的《12首钢琴练
习曲》实为浩瀚的钢琴文献中一部绮丽之作。这套作品虽为
练习曲题材，但是每首作品都渗透着德彪西独特的标志性的
创作手法。在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每一首在针对某一特定钢
琴演奏技术的训练中都融入了德彪西在和声、节奏、织体等方
面独特的音乐创作理念和音乐语汇。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
可以说这部《12首钢琴练习曲》是德彪西钢琴作品创作的缩
影，是诠释德彪西钢琴作品的珍贵作品。
第11首练习曲《为复合琶音而作》以琶音为主要训练目

的，谱面可让人联想起李斯特的音乐会练习曲《叹息》。但这
首练习曲无论是在琶音这一技术种类的扩展还是音乐发展的
布局都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本文以这首练习曲为例，阐述
德彪西典型性创作手法在练习曲这一体材中的表现。
1 五声音阶及全音阶的使用
五声音阶因没有大小调体系中存在的导音，而弱化了主

音的调中心地位，使得音乐显得空灵流动。本首练习曲的第
1小节为由降 A、降 B、C、降 E、F 构成的五声音阶。德彪西
将这些音按照四度、三度、六度音程关系来排列，组合成为一
组环绕式琶音的六连音动机。虽然这组琶音是以降 A为宫
音的五声音阶，但降 A音并未处于主要节拍位置，所以听觉
上并没有降 A为中心的感觉，所以这使得乐曲从一开始便带
有了一种“德彪西式的”空灵飘渺并有带一丝神秘气息的音
乐氛围。
全音阶这种完全屏弃了调中心概念的平均音阶在德彪西

创作中非常常见。这首《为复合琶音而作》第2小节在高音区
琶音内镶嵌了一条带有附点节奏的旋律动机，这个动机由降
B、降 A、降 G三个全音组合而成。
以上两种音阶的结合使得乐曲前两小节完全没有建立以

降 A为主音的概念，直到降 A音出现于第3小节的左手低音部
分和第3小节第3拍属音降 D向降 A音的进行才得以肯定了降
A的调中心地位。
2 四度、五度的使用
在德彪西作品中大量可见四度、五度音程的连续进行，或

由四、五度构成的平行和弦。而其中尤为多见的是纯四及纯五
度的使用。德彪西在音乐中描绘空间感的需要导致了他对类
完全协和音程的偏爱。如《被沉没的教堂》开始的平行和弦
是以八度加音形成纯四、纯五度的平行。这种和弦进行的音响
效果完美体现了水面平静清澈又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这段
音乐成为了音乐研究者研究德彪西和声样式的典型范例。
在《为复合琶音为而作》中，第2小节第1拍左手是以由降

G音为始的纯四度音程组合而成的琶音，第2拍为第1拍下行大
二度的平行分解和弦。正如上文提到的《被沉没的教堂》一
样，这种平行进行方式是德彪西的典型性和声写作手法。
3 高度复杂的节奏
3.1 不规则的音符时值
德彪西崇敬大自然，并善于观察大自然。他本人受到印象

派绘画及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善于描绘自然界如风、雪、雾
等自然现象的变幻莫测。不规则音符时值的使用是德彪西的
音乐风格特点之一。德彪西在节奏方面打破了小节线的专制，

对于他来讲，节奏不再是平庸的韵律，而是表现自然界光影变
幻的一种手段。为达到这一音乐效果，德彪西会大胆使用前
人很少使用的音值及节奏组合。例如，在《水中倒影》中，第
1和第2小节采用极长和一连串极短的音模仿水的撞击声。
在《为复合琶音而作》中，典型性不规则的音符时值组

合出现在第38、39小节。在这两小节中，以降 E音长波音为
持续背景（在39小节记谱改为降 E的等音升 D）。第38小节右
手两组六十四分音符向中音区五度音程的动机跳进后，第39小 
节右手四分休止符后出现七连音琶音向低音大二度音程跳
进，八分休止符后出现四个三十二分音符的动机，最后八分休
止符的延长记号使音乐戛然而止。
3.2 复合节奏
复合节奏是指不同节奏在同一单位拍中的平行进行。在

《为复合琶音而作》的第2小节，右手高音延续乐曲开始的六
连音节奏型，而左手为四连音。这种四对六的复合节奏型产生
了一种节奏上参差对峙的音乐效果。此外，又如在第16 ~ 19小
节出现的右手六连音与左手抑扬格节奏性的组合。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左手的十六分音符不应与右手六连音中的十六分
音符同时发声。但乐曲开始处出现的镶嵌在六连音琶音中的
旋律节奏与第16 ~ 19小节完全相同。因这些旋律音要与作为
背景的六连音琶音连带一起弹奏，所以这里的附点节奏的音
是与六连音的最后一个音在同一时间点上发音。故以此推断，
在实际弹奏中，第16 ~ 19小节中双手各自的十六分音符也可
以同时发音。
3.3 不同数量的连音
德彪西在这首以琶音为主要训练目的的练习曲中，呈现

了不同形态、不同音乐功能的琶音。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四分
音符为单位拍的六连音外，还有十五连音（第20小节）、七连音
（第26小节）、十二连音（第59小节）等；以及以八分音符为单
位拍的十四连音（第7小节）、九连音（第28小节）等；此外还
有以附点八分音符为一个单元的十三连音（第46小节第3拍）
等。这些连音考验着演奏者对时值的精确掌控能力。
4 远关系调的频繁转换
频繁地转调是德彪西作曲风格的特征之一。虽然在《为

复合琶音而作》中的转调并没有如练习曲的第五首《为八度
而作》那样频繁和多样，但在乐曲中段（第25 ~ 49小节）中
依然在两个远关系调（降 A大调与 A大调）中频繁转换，并
在第38小节转到降 E大调，第39 ~ 45小节转到 B大调。这种
调与调之间随意并频繁的转换，是德彪西抛弃了传统的框架
束缚的表现之一，他大胆运用不同调之间色彩的对比，使音乐
充满意外与强烈交错感。
5 结语
德彪西创作的《12首钢琴练习曲》，在以某一钢琴技术类

型为写作目的的基础上，融入了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及音乐表
现手段。在《为复合琶音而作》中德彪西充分发挥了他的
想象力，将其惯用的创作手法融放入到这首作品之中，使得这
首练习曲音乐内容丰满、技巧绚丽，琶音这一技巧完全为其梦
幻、飘逸、瞬息万变的音乐内容而服务。德彪西对于音乐史的
贡献不仅仅是对音乐作品数量的扩充和创作理念的创新，更
是后人勇于尝试、勇于打破既有思维模式的精神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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