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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舒伯特一生创作出数十首钢琴奏鸣曲，而《A大调钢琴奏鸣曲》无疑是其中技巧最鲜明、艺术特色最突出的一

首作品，成为其奏鸣曲创作成熟期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在简要梳理《A大调钢琴奏鸣曲》产生背景的基础上，结合自

己欣赏、处理和表演该钢琴曲的经验，系统分析了其创作技法特征，总结出其个性化艺术特色，借此一窥舒伯特钢琴作品创

作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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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彼特·舒伯特于1797年1月31日出生于维也纳，在随后短短31年的生命中，创作出600多首歌曲、22首钢

琴奏鸣曲、19首弦乐四重奏、18部歌剧、10部交响曲等作品。其中，钢琴奏鸣曲虽然数量较少，但部部经典，兼具古典乐

派和浪漫主义双重艺术特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舒伯特对于美丽、梦幻、伤感、忧郁的青春的认识与赞美。《A大调钢琴奏

鸣曲》无疑是其中一首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

一、《A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背景

舒伯特生活于十九世纪初的维也纳，这一时期正是封建复辟的时代，高压政治、文化专制、经济萧条使整个社会生活在

一片暗淡、萧索、恐怖之中。年轻人不再寄希望于平等、自由、博爱、理性的国家，而是充满了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和对美好

未来的希冀。艺术家或是借古喻今，抒发个人惆怅，或是讴歌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或是直面现实，憧憬未来，寻求精神寄

托，舒伯特便属于此类艺术家。

1819年夏天，舒伯特在奥地利史泰亚城旅行过程中创作出《A大调钢琴奏鸣曲》。该作品虽然规模结构比较小，但却调

性明亮、旋律抒情，表现出同类奏鸣曲少有的诗意感、幸福感与朝气感。舒伯特评价该作品为：“用自己黄金般的幻想去填

充周围空虚的世界。”而盖克拉乌克里斯则认为：“《A大调钢琴奏鸣曲》拥有民间音乐所特有的纯朴和简练、温婉和亲切，

令人心醉。”

二、《A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技法

《A大调钢琴奏呜曲》采用古典三段式的结构框架，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第二章为三部曲式，第三章是奏鸣曲式，其

均表现出个性化的结构特征和技法特色。

(一)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采用古典奏鸣曲主乐章的曲式结构，如图例1所示，主要包括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四个部分。各部

分内在对比鲜明，外在不具有任何冲突，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图例1《A大调钢琴奏呜曲》第一乐章曲式结构

段落 呈示部 展开部 再现部 尾声

材料 主 连 副 结 主 连 副主 主 连 副 结

48—5 57—6 65—7 80—9 100—l 121—12

小节 1—19 20 21—41 42—47 99 127

6 4 9 8 20 b

A一4f— 工一e— C—D一 A一4f—

调性 A—E E—e E-"f A-e e—A A A

A 口 A

《A大调钢琴奏鸣曲》的呈示部出现两个并置的主题。首先，在A大调上出现了一个结构为A+B+A’的主部，如图2所示，

主部主题首先从A大调主和弦级进下行，回绕至低八度的E音再级进上行，最终在主和弦上结束。

图例2《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章呈示部的主部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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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部在主部和副部的调性、音调、形象上发挥着桥梁作用，虽然仅有一小节，但却通过音阶的形式补充主题，稳定A

大调的调性，进行转调过渡，运用升D音为副部调性的出现奠定基础。副部谱例如图例3所示，反复乐段组成主题，调性转

为D大调，呈现出舒缓、宽阔的音色效果。其在完成高音区的表现之后，经过五个小节，在低音区反复一次，犹如主部主题

回声般的继续，经过四个小节之后贝0进入结束部。这一部分既是呈示部的尾声，也是总体上的高潮，六个小节以相同音型在

不同音高上进行一次，进一步巩固了调性，最后在E大调上结束演奏。

图例3《A大调钢琴奏鸣曲》呈示部的副部谱例

展开部是通过改变呈示部三个主题材料的音区和调性所构成，包括主部主题的展开、间奏音型的展开、副部主题与主部

主题交替的展开三个部分，借此进一步强化了音乐色彩性与情感表现力。再现部如图例4所示，再次拓展了音域的宽度，采

用八度演奏代替呈示部右手单音旋律，由E大调主部演进至A大调，从而呈现出一致的调性与和谐的结构关系。

图例4《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再现部谱例

尾声部分是对开始材料中小片段的重复出现，尤其是最后两节之间的休止符，不仅给人以余音缭绕、情韵绵长之感；

而且营造出一种深邃沉郁的情境氛围，升华了第一乐章的情感主题，激发了听众无限的联想和想象。

(二)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采用行板、3／4节拍的三部曲式结构，单主题贯穿于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之中，呈现出结构简单但紧凑严

密的特征。如图例5所示，呈示部是由主题A构成，包括15个小节，分为卜7和8—15两个乐句；展开部包括B和A’两个

乐段，主题形式没有变化，仅仅是加以移调和装饰性的处理，强化了其活泼性、愉悦性特征，期间也对其反复加以变奏，从

而产生对比鲜明的调性效果。这对于强化展开部的浪漫、愉悦的情感色彩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的再现部主要包括50至75

小节之间的26个小节，是对呈示部的综合再现，但并非是完全的再现，而是将第二乐句去掉，增强情感表达的紧凑性与递

进性效果，展现其作为乐章结尾部分点明主题、升华情感、引入高潮的艺术特征。再现部的音乐最终回归至呈示部的主题调

D大调，营造出一种深沉、抑郁的情境氛围，犹如在冥想、思索、追问、探索中结束第二乐章。

图侈。 5《A女调钢墓去瞳曲》第一乐音曲式结构

展开部
段落 呈示部 再现部

B A’

小节 1—15 16—32 33—49 50 75

调性 D 4f—A G D—d—D d D

这一乐章展开部中B和A’两个乐段呈现出平衡、对称的音型与长短特征，整个部分犹如一系列的和弦所组合而成，呈

现出完美的和声性效果，而和声又内在地表现出一种多层面的、非平衡式的音色美感。这充分展现了舒伯特丰富多样、细腻

内敛的情感特征。

·154·万方数据



李萌《舒伯特<A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技法与艺术特征研究》

(三)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采用的是快板6／8拍的奏呜曲式结构，如图例6所示，主要包括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四个部分。除

了展开部是对主部不断变化展开而没有对副部展开以外，其它各部分的主副部之间对比鲜明，结束部也以主部材料来完成的，

与第一乐章基本相同。

图例6《A大调钢鬈塞鸣曲》第=乐童曲式结构

呈示部 展开部 再现部 尾声

段落 主部主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题展开

123—14 140—15 156—18 182—20 204—21
小节 l—19 19 34 35—65 65—84 85—123

O 0
0 3 6

主要
a+a’ b+b’ a+a b+b

材料

调式 A E =F一4c D A A

首先，呈示部并置出现两个主题，一开始便呈现出建立在A大调基础之上的主部主题。如图7所示，这一部分通过音阶

级进构成旋律，从头至尾表现出强烈的流动感，a和a’是并列行进的双句体，中间通过不断变换和声，进一步强化了此乐

段色彩性与动力性的音色效果，不断重复主旋律后进入连接部的准备部分。

图例7《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章呈示部的主部谱例

呈示部中的连接部拥有16个小节，比第一乐章呈示部的连接部略长。一开始的第l小节既是主部主题的结束部分，同

时也是连接部的开始部分，随后的5个小节，进一步补充了主部主题，接下来几小节的重复是转调行进和对副部E调性的属

准备。副部主题是由一系列的乐段所构成，如图例8所示，作曲家采用高八度重复进入第二次旋律，由此既拓展了乐句，而

且也增强了旋律，调性转化成E大调，第52至65小节进一步补充了副部主题，使整个段落呈现出平衡、协调的结构。呈示

部的结束部分连续出现了几个长音和弦，暗示着情感高潮的到来，随后运用小节拍重复强调主音的出现，在不断上行的旋律

中结束呈示部。

图例8《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章呈示部的副部谱例

第三乐章的展开部是采用呈示部主题材料所形成的过渡结构，以#F小调进入，在9l小节处终止，随后运用不断变换的

和弦与调性持续拓展展开部，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在113小节出现属和弦，为再现部的到来奠定基础。再现部中的主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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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从下属调D大调上再现，副部主题则是在A大调再现，进一步提高和弦的紧凑性，使整首乐曲持续向前发展。尾声部分

又出现了开始材料中的各种小片段，保持左手持续音，增强了其调性的稳定性。

三、《A大调钢琴奏鸣曲》艺术特征

浪漫主义音乐虽然因国家、民族、区域、个人的原因而十分复杂，但基本上都倾向于追求民族性、情感性、自然性的审

美理念。《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为舒伯特一首代表性浪漫主义钢琴作品，也表现出一系列共通性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

首先，该钢琴作品摒弃了古典主义音乐以动机来表现旋律的创作技法，而是运用绵延性的、对比鲜明的、自由舒展的技

法来展开旋律，诸如第二乐章展开部的两个乐句，音型、长短均衡匀称，内在却表现出一种不平衡之美，从而赋予作品以强

烈的歌唱性、抒情性的情感意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舒伯特细微的情感变化特征。基于此，部分艺术家将《A大调钢琴奏鸣

曲》称之为“拥有柔美如歌、直入人心的迷人气质”。其次，该钢琴作品的旋律在重复、级进、模进过程中，表现出“可歌

性”与““Fly．,⋯性”的特征。前者是指钢琴作品具有与歌曲相似的气质、线条和性格，后者则是指钢琴作品具有与人声声部演

唱所对应的音区、音域和织体。诸如《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无论是气质、线条和性格方面的可歌性，还是

在音区、音域和织体方面的能唱性，都如同是为抒情女高音所创作出的一首钢琴伴奏曲。这充分展现了舒伯特钢琴作品所具

有的独特的歌曲性的特质。第三，舒伯特对于和声的运用，既继承了古典主义技巧，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主义特色，包

括正三和弦、副三和弦、不协和和弦、变和弦、持续音，或者是运用功能与色彩进行，或者是运用局部和声与调式性和声进

行等等，以迎合不同情境下、不同类型情感思想表达的需要。第四，舒伯特有意引入了复杂的节拍与节奏，来增强作品的自

由性与洒脱性风格，诸如通过重拍变化来显示明确有力甚至惶恐不安的运动，运用诸如三对二、二对三之类的节奏来打破单

一的节拍形态，以此丰富乐曲节奏的意趣、情韵和思想。第五，该钢琴作品还充分展现了舒伯特“以情为主、以乐传情”的

音乐观，也即是艺术家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不再停留于对现实的、有形事物形象的刻画与赞美，而是致力于表达个人内心真实

的体验、感受与追求，以表达内在精神世界为己任。这是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与浪漫主义艺术家所共同的价值追求。

总体来说，舒伯特在继承古典主义音乐创作理念与创作技法的同时，也在有意地按照浪漫主义的思想对古典主义进行解

构，使其创作出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兼具“古典性”与“浪漫性”双重技法特点和艺术特色。由此也成就了舒伯特个性

化、创新性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使其能够在暗淡、萧索、恐怖的社会环境之中翱翔于由想象、憧憬所编织的伊甸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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