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评论】

浅谈贝多芬奏鸣曲“热情’’第一乐

章的创作及演奏处理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 Ud W i g V a n

Beethoven)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

家。他的一生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

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

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1部清唱剧与3

部康塔塔，另外还有大量室内乐、艺术歌曲与舞曲。这

些作品对后世音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他

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

人们习惯把贝多芬的作品按风格和年代分成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大致划分到1 802年，这一时期，贝

多芬的音乐创作风格正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作品有6

首弦乐四重奏OP．18、前10首钢琴奏鸣曲(到OP．

14)和前2首交响曲；第二阶段到181 6年左右，此

时贝多芬的创作风格已基本确立，主要作品有第三至

八交响曲、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的配乐、《克里奥

兰序曲》、歌剧《菲德里奥》、G大调和暑欧调钢琴奏
鸣曲、小提琴协奏曲、四重奏OP．59(《拉祖莫夫斯

基四重奏》)、OP．74和95，以及直到OP．90为止的

钢琴奏鸣曲；最后一个阶段的音乐风格变得更加内

向、反思，包括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迪阿贝利变奏

曲》、《庄严弥撒曲》、第九交响曲、四重奏OP．127、

130、131、132、135和弦乐四重奏《大赋格曲))(OlP．

133，原为OP．130的末乐章)。

一．创作背景

“热情”奏鸣曲创作于1 806年，是贝多芬中期奏

鸣曲创作中的巅峰之作，也是整个钢琴音乐史中最为

经典的作品之一。整部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巨作以

其生动、深刻的音乐形象，概括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

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雄面貌，它所表现的深刻的悲

剧性，激烈的矛盾性和顽强的精神在贝多芬乃至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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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作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关于这首作品，贝多芬

自己曾说过“去读一下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吧!

”，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的里曾说过主题表现的

是人类的智慧和毅力必将战胜大自然的力量，这一主

题与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热情奔放、英雄气概的中心思

想完全吻合。这首作品所表达的精神比贝多芬过去对

英雄性的理解更为明确，其创作达到了思想性与技术

性、理智与情感的统一，将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庄严、浪

漫主义的感性与张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

首奏鸣曲所表现的悲剧性的深刻、矛盾冲突之激烈和

斗争之顽强，都是史无前例的。

贝多芬于1804年到1806年完成的这首奏鸣曲是

献给他的热情崇拜者弗朗兹·冯·布隆思维可伯爵的。

弗朗兹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擅长大提琴演奏，他的妻

子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他们对贝多芬那超凡的天才

与精神十分了解，从1 799年起，贝多芬就和伯爵家

族有亲密的往来，伯爵的一家属于具有自由思想和富

有教养的匈牙利贵族阶级。1 807年维也纳美术工业

出版社出版了这首((热情奏鸣曲》，热情这个名称不是

贝多芬所题的，而是被出版商克朗兹起名为“热情”，

其真正含义不详，然而，这个称号很好地表达了这部

作品的实质，因此也就经久不衰地固定沿用下来了。

二．作品分析

《热情》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整首作品中最精华

的一个乐章，集中体现了贝多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

法。贝多芬为了表达他强烈的激情，打破了传统奏鸣

曲式的原则，把呈示部的反复省略了，直接进入展开

部，并拓展了展开部、尾声的规模，使展开部的矛盾

冲突最尖锐，尾声具有第二展开部的意义，这些都是

他在调式结构上的一些创新。第一乐章是快板，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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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ftJ',调，奏鸣曲式。以下从((热情》第一乐章各部

分的曲式、内涵及演奏技巧来分析。

(一)呈示部

图1．呈示部曲式结构图：

呈不部(1一“小节)

主部主题 连接部 副主题 结束部

1一16小节 17—35小节 35—51小节 51—64小节心阻固圈日
1．主部

谱例1．主部主题动机一

呈示部的主部主题为单一性开放式主部，由三个

动机发展而成。动机一是由相隔两个八度齐奏f小调

的分解三和弦构成，弱起主部主题以悲剧性，神秘性

统一为一体的，音乐十分寂静，渲染了神秘的气氛。暗

示着这是处在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死亡一般的沉静，弹

奏时应注意节奏韵律。

谱例2．主部主题动机二

主题动机二由带附点和辅助音的和声式旋律构

成。旋律声部暗含的C—D—E，中声部G—A—G，

低声部E—F—E。这些音符的链接构成了一套很小的

和声动机，这也这首乐曲的动机。第7／J',节右手_E到

F的颤音很有标志性，左手DVIl7不和谐的因素渐渐

的表现出来了，使人感觉躁动不安紧接着解决到了

TSVI和弦，预示沉闷的心境。弹奏弹奏颤音时要轻巧，

控制力度。

谱例3．主部主题动机三

主题动机三是一个短小的节奏型动机。左手低声

【音乐理论】

部添加的四个和弦外音，这些音符让人想起了贝多芬

Ⅸ第五命运交响曲》中阴森恐怖的命运抠门之声，早已

乌云密布的天空变得更加低沉，放佛是黎明前的黑

暗，压抑沉闷。因为这个动机在这里是首次出现，所

以要严格按照原定速度来弹奏。在起着连接作用的1 6

—35小节连续出现三次P与ff的交替，象征着沉思

与斗争，表现出一种愤怒，呐喊等反抗力量的积聚，弹

奏时要把动机一交待清楚，把左手三连音节奏的韵律

弹出来。整个第一结束主题象征一股旋风，这是一种

充满爆发力的发泄，这爆发力在第二结束主题左手旋

律依次下行的三次反复中消磨殆尽了，表现了理想的

破灭和紧张、愤怒的情绪。

在内部结构的和声进行上，主部主题一开始采用

上行／j．,--度的模进对主题进行发展，乐段最后停在f

小调的属和弦上，是带开放性结构，整个曲式结构属

于不规整的乐段。

2．连接部

呈示部的连接部以主部主题材料为基础进行发展

变化。开始时重复主部主题，但稍有变化，加入一小

节和弦将节奏撑开，非常类似主部主题的第二乐句。

和声方面先在主调f小调上短暂停留，然后经过e小

调转调进入副部主题卫A的属和弦，为开放性结构。

3．副部

呈示部的副部主题材料包含主部主题材料因素，

节奏型相同，但将主部主题材料中的抒情性因素加以

发展，与主部主题对比不大。和声方面建立在主调上

三级调的大调因素，即平行大调玉A上，并在同名小

调上以完全终止结束，属于乐段性质。第二乐句稍加

扩展。

4．结束郝

呈示部结束部材料是根据副部主题材料变化发展

而来，属于织体性音型旋律。和声方面将副部末尾调

式玉a小调主和弦上的终止加以重复，主持续音确定

稳定调性，属于收拢性结构。

(二)展开部

图2．展开部曲式结构图：

展开部(65—134小节)

引入部分 基本部分 属准备阶段

65—78，J、节 79—122，J、节 123—1 34，J、节嘲雕托丑固狂哥圈甘朋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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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部材料是由引子主部主题的动机一发展而

成。展开部的引入部分篇幅较为短小，包含了基本部

分的预先转调，从E大调转向#f小调，结构属于乐段。

这部分主要运用了复调技术手法，如下行三度模进，

纵向可动对位等。和声方面，始终在从属调性上，调

性顺序为e小调一c小调一毛A大调一tD大调一tG

大调，可分为两组调性逻辑，一组是以下行三度的调

逻辑进行，如e小调一c小调一tA大调；另一组则

以五度调逻辑顺序进行，如b D大调一t G大调。之

后副部材料主题在109小节后出现，经过一系列转调
t D大调一五B大调一五b小调一t G大调一样F—b

—G—C，进入属准备阶段。这个部分由于动机一带

着明朗的调性在五、六连音的烘托下穿梭在高低音区

中变化发展，因此应注意把握好五、六连音的节奏韵

律，音量不能过重，注意突出动机一的旋律。

(三)再现部

图3．再现部曲式结构图：

再现部(135—204小节)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135-150小节 151—173小节 174—189小节 190—204小节删 嗍 国

再现部中各部分主题均会到主调调性上，再现顺

序与呈示部一致，主部主题三个动机有了新的结合方

式。动机三作为低声部持续音型出现，连接部回到F大

调上。这部分在属持续音的衬托下，矛盾的冲突在延

续，增加了激动气氛，在弹奏时要控制好属持续音的音

量，突出主部主题。连接部用F大调和弦开始，与呈示

部的连接部形成对比，色彩明亮起来，更富有力量。

(四)尾声

图4．尾声曲式结构图：

尾声

主部材料副部材料 展开 副部材料连接部 主部材料

205-210小节21卜217小节218—238小节239—248小节249—256小竹257—262小节

目 圆圆圈}一

再现部结束部之后有一个篇幅长大的尾声，再次

依次出现主部主题。弹奏时要突出左手旋律声部，右

手声部弹成背景音乐。副部主题调式由f—t D，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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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发展部，以主部主题材料动机基

础上运用分裂、模进等方法做调性变化，继而加大音

乐的紧张度。紧接着依次出现副部主题和主部主题，

调式为f。整个尾声将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以减缩

方式再次重复一遍，非常具有典型性。

整段乐曲多以十六分音符琶音快速上下跑动，使

音乐掀起了一阵高潮，音乐形象越发坚定，情绪也进

一步激昂，左右手轮流交替的强奏和弦使激情达到顶

峰。最后伴着P—PP—PPP音量，旋律由高音区往

低音区下行，力度逐渐减弱的感觉，最终结束了第一

乐章，表现了胜利还未实现，斗争还需继续的寓意。

三、结语

“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曲式结构将奏鸣曲快

板的特殊戏剧性挖掘至深，达到了音乐形式与内容的

完美结合，在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创作中占有重要地

位。它所表达的革命因素，那自由、冲动、神秘而恶

魔般的精神，是“音乐乃表现自我的一种样式”的基

本观念。与贝多芬早期奏鸣曲式的相比，这首作品在

某些方面突破了奏鸣曲式的表现程度，如巧妙运用简

短集中的音乐材料作为动机发展全曲、摈弃呈示部的

反复、更加注重调性的发展逻辑、呈示部中结束部调

式的改变、更为提升了尾声部这一音乐附属结构的音

乐功能等等。奏鸣曲式在经历巴赫、海顿、莫扎特等

人的发展后，在贝多芬手中达到了难以逾越的成熟高

度。作为钢琴音乐的“新乐圣经”，其对古典主义音乐

的总结与对浪漫主义音乐的启迪，无论在各个方面都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去细心研，究更

深层次的挖掘作品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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