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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摘要】《f 小调奏鸣曲》( 献给约瑟夫．海
顿 )（Op．2 No．1）是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
曲中的早期作品 , 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经典的
曲式特点,代表着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最初风格。
这对于演奏者学习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起到
了较好的启蒙作用。本文将以《f 小调奏鸣曲》
第一乐章所体现的具有交响乐化的音乐风格为
出发点，运用音乐史学、音乐分析学等方法，
进而对该作品的力度处理、速度把握、音乐形
象等方面进行有机的阐述，为正确表现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的演奏风格提供一些基本的的理论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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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钢琴教学中 ,《f 小调奏鸣曲》（Op．2 No．1）的

第一乐章可以说是奏鸣曲中的必弹作品 , 这不仅是因为该
作品篇幅较短 , 结构简洁 , 演奏技巧较易 , 更重要的是 , 从
这部作品中已经可以窥见贝多芬日后独特的创作风格。相
对于莫扎特早期的钢琴奏鸣曲，从贝多芬的这部作品中很
少看到海顿等前辈作曲家的影响，这对于演奏者区分海顿、
莫扎特与贝多芬奏鸣曲的不同风格，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安
东·鲁宾斯坦曾经说过 ：‘Allegro 中，一个音符也不象海
顿和莫扎特，它充满了激情和戏剧性，一张愁眉不展的贝
多芬面容。……其中没有一个音象海顿和莫扎特……。’”①
虽然同为交响乐创作方面的大家，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较之海顿、莫扎特更具有交响乐的特色，因此，在对这部
作品的演奏中，应当首先掌握这一基本演奏风格。

一、对交响化音色的联想与模仿
首先要经常聆听交响乐，尤其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这

对于理解贝多芬钢琴作品交响化的风格可以起到直接的作
用。其次，还要了解交响乐中各乐器的音色。交响乐队是
一种大型的管弦乐队，一般包括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
和打击乐组等四个组别。其中弦乐组包括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和低音提琴 ；木管组包括短笛、长笛、双簧管、单
簧管、英国管、大管等 ；铜管组包括圆号、小号、长号、
大号等 ；打击乐组则有定音鼓、小军鼓、大鼓等。通过对
交响乐的欣赏及不同乐器音色的认识，逐步积累脑海中对
交响乐队音响效果的印象，才能在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演奏
中，对某一音型、某一旋律做出交响化的想象，进而在钢
琴上模仿出某一乐器的音色。

在《f 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中，1—8 小节的主题段落，
从 c1 开始连续上行又折回的旋律动机，处于钢琴的中高音
区，用跳音、弱奏的方法演奏，声音显得明亮而富有弹性，
这与乐队中小号的音色比较接近。第 7 小节强有力的短琶
音可使人联想到竖琴的声音。

 

连接部 9—10 小节是在中低音区模仿 1—8 小节主题
的旋律，声音较低沉且具有弹性，接近大管的声音。11—
14 小节在中音区模仿主题的动机，在具有跳跃感的同时，
又运用全音符增强了旋律的歌唱性，这一效果可尝试模仿
单簧管、双簧管的声音。连接部 15—19 小节的旋律运用
了级进加大跳的形式，音乐的气势逐渐增强，仿佛由一支
长号的独奏进而到几支长号齐奏。

副题 20—25 小节，低音区用分解八度的持续音形式，
让人联想到乐队中低音提琴闷雷般的效果，为高音旋律做
了和声背景上的烘托，营造出压抑的氛围。高音区的下行
旋律则体现了叹息式的音调，轻柔、细腻，若模仿长笛的
声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第 22、24 小节的两个 sf，
像是给人突然的警示、威吓，用大管强奏的音色可以表现
这一效果。

二、对突强音 (sf)、强后即弱（fp）的处理
纵观贝多芬的这首钢琴奏鸣曲不难发现，在演奏力度

的提示方面，贝多芬式的风格主要体现在突强音上。在弗
雷德里克·拉蒙德编订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版本中，
呈示部副题第 33—35 小节左手低音三次使用 sf，而且还
是在本来就处于节奏重音位置的切分音上。第 37—39 小
节变化重复这一片段时，左手在移低一个八度的大字组音
区中又一次运用了三个 sf，依然是在切分音上。

如果说第 22、24 小节的两个 sf 像是大管强奏，第
33—35 小节的三个 sf 像是低音提琴强奏的话，那么第
37—39 小节的三个 sf 就好比是定音鼓的强奏，震撼力十
足。再来看一下展开部，在第 57—80 的 24 个小节中就用
了 14 个 sf，其中 73—80 小节更是左右手频繁交错运用
sf，由于所处的音区同样较低，其产生的爆发性的效果也
仅次于呈示部。这就要求演奏时，不仅要弹出突强这一音
乐记号的基本含义，更要在踏板的配合下，将贝多芬所期
望的交响乐的效果充分表现出来。其次，强后即弱所造成
的听觉、心理的巨大反差，也是贝多芬式风格的又一体现。
这一力度符号主要体现在展开部中，进入类似副题旋律前
的第 55 小节所使用的 fp，与呈示部进入副题旋律的第 20
小节所运用的渐弱，是有一定区别的。其一，在左手分解
八度的力度变化方式上，前者是第一拍强奏后，第二拍开
始就弱下来，而后者则是从第一拍到第四拍依次减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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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者是在渐强的过程中突然降低了力度，后者则是在
下行的八度后，本身就已经有渐弱倾向的前提下，又继续
做的渐弱。在第 81—90 小节中，虽然没有出现 fp 的标记，
但根据编者所补充的小写的力度标记不难看出，这一段音
乐中也多次提示了强后即弱的演奏要求。

三、对整体速度与局部速度变化的把握
节拍器发明于 1816 年，而《f 小调奏鸣曲》则创作于

1796-1802 年间，因此贝多芬的这首钢琴奏鸣曲似乎没有
明确的速度提示。每个钢琴演奏家的速度不一样，甚至同
一演奏家在不同时期录音中的速度也不一样。速度太快，
显得过于急促，会消弱音乐性。而速度过慢，则不能表现
贝多芬所期望的音乐效果，整个乐曲会变得沉闷、无力。
就笔者教学以及个人演奏的实践来看，每分钟 112 拍的速
度应当是比较适中的。而对于速度的变化而言，则是需要
十分谨慎、科学的。著名钢琴家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在其著作《古典风格》中认为，古典主义时期的
独奏音乐与交响音乐在速度和节奏处理上有明显区别，独
奏音乐可以有个性化微调，而交响音乐则强调统一性与严
格性。其中提到贝多芬奏鸣曲中的速度问题，可以作为对
贝多芬钢琴作品演奏速度问题的科学诠释。其一，“不能机
械地理解速度标记，因为它可能只对乐曲最前的几个小节
有效。” ②旅居德国多年的著名钢琴大师陈宏宽先生在一次
讲座中认为，贝多芬的速度标记主要指的是该乐章中最快
的片刻，也就是提示演奏者不要超过这个速度极限。其二，
“贝多芬明确要求，一次够格的独奏表演，应该在节奏步
履上有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调整。确乎，只有这样，音乐在
时间中的真实行进才会获得生气和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局部性的节奏弹性伸缩是否自如、是否丰富、是否妥
帖，是一位演奏家是否具备‘乐感’、某次演奏是否具有艺
术质量的一个关键性指标。”③贝多芬同时强调节奏与速度
调整不能过分。罗森深刻地指出，“贝多芬希望，无论步履
节奏出于表情的驱动如何变化，一个乐章应该从头至尾听
上去似乎保持一个速度。”④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为如下观点 ：整体上的速度应当
是稳定的，个别地方可以适当做一些伸缩，也就是在浪漫
主义音乐经常被提到的自由速度。例如呈示部主题部分第
7—8 小节，在巴伦博伊姆大师的演奏版本中，从带短琶音
标记的柱式和弦开始，到带装饰音的 f2，，再到最后一个
e2 之间的时间就明显被拉宽了。第 27—30 小节最后两拍
的大跳，速度也稍稍加快了一点。呈示部结尾的 41—48
小节则运用了一定的弹性速度，正如贝多芬所强调的，是
个性化的微调。

四、对作品音乐形象的理解
众所周知，贝多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挫折，这决定

了他的作品与海顿、莫扎特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贝多芬的
音乐里，清晰而鲜明显现的‘贝多芬式’从一开头就有‘冲
动’，‘极其明显的男性、意志般的行为’——‘一切都已
竭尽了’。”⑤《f 小调奏鸣曲》开始部分连续上行的分解和
弦充分表现了这一情绪，在上行至最高音后做三度的折回，
且均给人以不完满终止的感觉，表现了犹豫不决、疑问的
语气。这一冲动似乎是在表达内心的愤怒、不满，与命运
抗争的思想在这里已初露端倪。这一疑问直到第一乐章结
束时才连续的强有力的和弦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在这中
间的部分应该可以看作是冲动的进一步发展。在副题部分，
连续下行的音符加上乐谱要求的弱奏，构成了叹息式的音
调，或许可以理解为贝多芬在与命运抗争时流露出来的无
奈、悲伤等消极情绪，而其中的几个 sf 的突强音，是对这

一情绪的否定，好似不甘于被命运摆布而说出的“不”字。
的在短暂的叹息和纠结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是几次上行的
模进，由此引出一段有力的音阶，以及在音阶背景下的强
有力的切分音旋律，表达了贝多芬重新振作起来去抗争的
意愿，在呈示部结尾的那个密集有力的和弦处，这种意愿
被进一步强化。展开部延续了这种意愿，从第 67 小节开始
是一段铿锵有力的旋律，低音声部的定音鼓式的敲击，与
中声部突强音形成了呼应，像是在与地狱的魔鬼搏斗一般。
而后这种斗争式的旋律在第 81 小节开始延续到了中音区，
加以装饰音予以渲染，之后逐步减弱。在再现部，主题的
再现以强奏出现，说明此时的内心已不像开始时那么犹豫
不决，虽然之后副题变化再现时又经历了一段叹息式的音
调，但这已不影响再现部昂扬奋进的基调了。整个乐曲最
后结束在 f 小调的主和弦上，虽然小三和弦常使人感受到暗
淡、悲凉的色彩，但强力的弹奏为这一音调增添了英雄主
义的情绪，体现了一种即便失败也不退缩的勇气和意志。

结语
对于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奏鸣曲而言，贝多芬的《f

小调奏鸣曲》Op．2 No．1 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充满了斗
争式的音调，“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突
破，是与他身处得的时代分不开的。贝多芬的一生处于欧
洲整治大动荡的时代…他的一生目睹革命、流血、斗争、
失败、反抗等事件，作品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⑥这客
观上促使贝多芬的钢琴作品更具交响化的特色，更具大幅
度的力度对比和变化，也更具情感性。而情感的迸发使得
演奏者在速度上难免会有伸缩的时候，这也预示了后来浪
漫主义音乐中弹性速度的出现。只有从本质上理解贝多芬
和他的时代，才能准确而又个性化地表现贝多芬的钢琴奏
鸣曲。《f 小调奏鸣曲》（Op．2 No．1）第一乐章正是我
们认识、理解贝多芬及其音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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