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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可夫斯基于 1873 年 10 月 27 日
在莫斯科完成了《 六首钢琴小品》。Six Pieces 
Op.19 ，于 1874 年 1 月以单曲的形式出版，5
月才正式以套曲的形式出版。本文分析的是最
后一首《原创主题变奏曲》（ Thème Original et 
Variations） ，又称“F 大调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in F Major ，题献给赫尔曼·拉罗恰 (Herman 
Laroche) ，在作品中，作者既乐观自信又苦闷彷
徨；既肯定生活又带有强烈悲剧情绪，通过戏
剧性的变化渲染色彩，赋予深刻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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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调主题变奏曲》作品主题为 F 大调，3/4 拍，
不过分的行板，接着是十二个变奏及急板的尾声。

一、主题
主体，F 大调，结构为再现单二部曲式。旋律带有混

合利低亚调式风格特点。象一首俄罗斯的城市歌曲。A 部
分为典型的方整乐段，由两个平行关系的乐句构成（4+4）。
第一乐句以 III 为半终止，第二乐句以 V 级和弦形成开放性
的乐段结束。B 部分也是由两个 4 小节是乐句构成的方整
性乐段。第一部分（b）为对比部分，由两个重复性的乐
节构成。第二部分为再现句，以 F 大调完全终止结束。

二、变奏部分
变奏Ⅰ、Ⅱ ：均属于严格变奏。变奏Ⅰ仍然是再现的

单二部曲式结构，旋律从主题的 4 分音符变为八分音符为
主，大量的和弦外音、局部和声的改变、以及流畅的低音
进行使音乐更加从容。变奏Ⅱ加入了六连音的节奏型。低
音的旋律线条比变奏 I 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在节拍及调式
调性上都没有变化，所以变奏Ⅱ也属于严格变奏。

变奏 III、Ⅳ ：变奏 III 最大的改变是主题结构由原来的
再现单二部曲式结构转变为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音乐
从音乐体裁到结构、形象，均发生了变化，主题材料的展
开也很明显，所以属于自由变奏。再加上调性的转换（F——
bB——C）也增加了音乐的对比因素。同时，当音乐发展
到变奏Ⅳ，也形成变奏曲第一次高潮。显然，上述变奏Ⅳ
已经不再是歌调，而是非常钢琴技巧化的音乐。它快速、
轻巧、敏捷，采用 9/16 拍，由于力度一再迅速渐强，所
以冲击力很大。音乐已完全不保留原始主题的完整句法，
但那上下行三音级进的旋法和发展确是以主题材料为依据
的。右手对位的第二句材料也来自原主题对比句中同音反
复加向上大跳的音程动意，但在此改成了同音反行向下大
跳，变得十分自由。结构改为再现单三部曲式（其中第一
部分 F 大调，为“4 ＋ 4”的开放乐段。中段对比规模不大，
结构分裂为“2 ＋ 2”，d 小调，材料来源于原主题的对比句；
再现回 F 大调，为“4 ＋ 5”的收拢性乐段）。

通过重点分析变奏Ⅳ，我们当对自由变奏的含义有了
基本的了解。

“变奏Ⅰ－变奏Ⅳ”：
音乐都是在主大调 (F 大调）的基础上，对原始主题进

行一系列的变奏，所以也可以认为，从“变奏Ⅰ－变奏Ⅳ”，
就相当于变奏曲宏观结构中的第一个大的呈示性部分 ；

“变奏Ⅴ－变奏Ⅸ”：
音乐的变奏好象是换了一个角度。因为在这一大组变

奏中，调性不再统一固守在主调 F 大调，音乐内容也更加
丰富多样，所以，它们相当于变奏曲宏观结构中的对比性
大中部 ：

如变奏Ⅴ以其抒情的歌调作为新的变奏浪潮起点 , 激
烈的节奏跳跃之后是一段优美抒情的旋律。柴可夫斯基巧
妙的使用调性转变 F——bD 大调使音乐增添一些独特风
味。其音乐的结构也变成了复乐段的形式。

变奏Ⅵ虽然在 F 大调，却改用了赋格段等复调陈述手
法作为自己变奏的主要风格特色 ；采用了卡农手法交辉相
印，利用力度的变化“p －ｆ”来表现音乐。音乐的结构
依然是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变奏Ⅶ好象是表现俄罗斯人民的宗教生活，音乐变得
古朴肃穆，带有 a 弗里几亚调式色彩。乐曲中活跃的气氛
转为深思。这个部分的音乐结构转变为单一部曲式，织体
也变为四部和声式织体。

变奏Ⅷ在 d 小调。该变奏音响丰厚，气势宏伟，它处
于变奏曲第二次高潮的部位。同时，为了避免第二组变奏
在音乐形象上脱离原始主题太远。变奏Ⅷ在主题旋律和结
构上，均有较明显的提示原始主题的倾向，重新采用了与
原始主题陈述格式相同的再现单二部曲式。快速的七和弦
向前推进，在节奏、织体上与前面形成鲜明对比。

变奏Ⅸ象一首轻快典雅的玛祖卡舞曲轻快的跳音，利
用三十二分音符华彩、活跃的节奏，将俄罗斯民间风俗体
现的淋漓尽致。在 bB 大调，采用了再现单三部曲式。似
乎反映着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另一面。

“变奏Ⅹ－变奏ⅩⅡ”：
音乐调性回归，所以在总体结构上看，这一组变奏具

有再现性的宏观结构意义 ：
变奏Ⅹ采用 f 小调（该变奏曲的主小调）准备 F 大调

再现。它又是一曲抒情的歌调，仿佛少女在低声吟唱。很
容易使人回想起变奏曲开始的主题陈述。但是作为再现性
变奏，这支歌调，陈述得更加从容（采用再现单三部曲式），
主题旋律也在对位声部的装饰下被处理得更加委婉细腻。

变奏Ⅺ好象是一曲凯旋式的进行曲，旋律由三和弦附
点节奏方式表现出来，被注明象舒曼风格，回 F 大调。其
再现单三部曲式的中段有排比式的展开，再现也有结构扩
充。它掀起了第三组变奏的高潮。

变奏ⅩⅡ的结构回到单二部曲式。调性主题得到了真
正的再现。在固定低音上进行和声变奏，描述暴风雨过后
的片刻安宁。造成作品内部的对比。说明音乐已接近尾声。

三、尾声
F 大调，急板。音乐材料和结构均与原始主题有关，

但出于总结、演奏的需要和速度的关系，主题和结构被成
倍地括大了。在作曲家比较自由的音乐材料和结构处理中，
尾声展现出一种浪漫的、即兴和含炫技性的音乐风格特点 .

“F 大调主题与变奏曲”是作者内心世界深刻与外在
表现含蓄最直接、最真实的流露。只有从音乐本质深入挖
掘，对音乐内涵加深体验、对每个音符的疾徐轻响及其包
含的思想透彻的感悟，才能够准确的把音乐自然的化成自
己的灵魂。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柴可夫
斯基在变奏曲创作在变奏曲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
把变奏曲的写作推向一个高点，创作手法、演奏技巧均突
破了当时保 守的规则，赋予变奏曲这一古老的音乐创作手
法以新的活力，具有高度的音乐表现力，并对后来作曲家
的变奏曲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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