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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贝多芬中期钢琴奏鸣曲的创作风格特点
■文 / 赵一洁

【摘要】贝多芬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是西方
音乐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其特有的艺术处理、
创作手法和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将他的音乐风格
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世研究古典与浪漫交替
时期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必要的依
据。中期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创作的鼎盛和关
键时期。到目前为止，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多是对贝多芬中期钢琴奏鸣曲创作手法的探
析，从情感教学的角度剖析贝多芬中期钢琴奏
鸣曲情感特征的研究还为之甚少。因此，贝多
芬中期钢琴奏鸣曲的情感特征和情感教学研究
对于演奏者在演奏中全面把握贝多芬中期钢琴
奏鸣曲的风格特点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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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中期的奏鸣曲，进一步摆脱了古典主义奏鸣曲
的旧有形式和传统手法，把情感内容作为他一切创作的源
泉。他对古典奏鸣曲式进行了大胆的突破，预示着他的情
感倾向也开始慢慢向浪漫主义靠近了。

一、创作背景
1、革命即将胜利的鼓舞

1815 年欧洲全面复辟，社会宗教体制及其观念面临崩
溃，人们的思想情感走向突出以“个人”感觉为中心的个
性之路。革命时代的特殊思想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贝
多芬的精神世界。他对真、善、美的赞颂，对假、恶、丑
的斥责，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对自由的渴望，这一
切情感都成了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主题。为表达这种主题，
贝多芬全身心地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音乐创
作。他的音乐记录着他的良知、凝聚着他的理想、塑造着
他的全部思想历程、体现了他的人格力量在现实中的物化。

2、耳疾和情感失意的折磨

贝多芬耳聋的最初迹象是在创作初期，之后日益严
重，开始逐渐失去听觉。这对于一位音乐艺术家无疑是最
致命的打击，耳聋成为贝多芬一生的磨难和痛苦。同样在
爱情道路上，贝多芬不断向往幸福的婚姻，却一次次被爱
情欺骗和抛弃，以致心灰意冷。最终当他把全部的个人情
感倾注在其爱侄身上时，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回报。这一切
生活的不如意使他无能为力，他的事业、前途、自信和骄
傲曾一度陷入绝境。然而现实的磨难从未使他放弃对理想
的追求，他深刻地明白只有音乐才可以给予他快乐和必胜
的自信，他振作起来下决心要同不堪的命运作斗争。

二、创作特点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特征
1、创作“幻想式”奏鸣曲乐章

贝多芬在 1801-1802 年所创作的两首奏鸣曲（作品
号二十七之一，二）都加上了“幻想曲似的奏鸣曲”。这两
首奏鸣曲逐渐脱离了古典形式，成长为真正的，新型的，
戏剧性的钢琴奏鸣曲，它反映了贝多芬奏鸣曲在形式完整
性方面的探索，也标志着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浪漫主义因
素的真正体现。自海顿以来，维也纳古典派奏鸣曲的音乐
高潮通常是在第一乐章里体现，而贝多芬在《月光奏鸣曲》
中却把高潮置于最后一个乐章，全曲感情都在不断地对立

和统一中向终乐章涌进，得到最极致的释放。创作“幻想式”
奏鸣曲乐章充分表现出这时期的贝多芬个人情感的炽热、
激动、不安和他骨子里大胆的幻想主义色彩，贝多芬以愈
来愈积极的热情走向自己的理想。

2、将“葬礼进行曲”引入到奏鸣曲中

这一创作特点在作品Op.26 第三乐章中大胆体现，这
个乐章也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唯一被改编成交响乐形式的
乐章，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个独特性的尝试。贝多
芬放弃了曲式第一的观念，渴望在音乐中融入崭新的情感内
容，已向浪漫主义音乐的表现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葬礼进
行曲”具有庄严、阴沉、肃穆的特点，它运用进行曲音乐的
音调基础，顽强地反复沉重的和弦，像是人们怀着悼念的心
情缓缓前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姿态表达了贝多芬对
为民族斗争而奉献自我的革命志士的悼念和对英雄功绩的赞
颂。英雄的形象常常抓住了贝多芬的创作想象力。

3、对奏鸣曲曲式上的革新

3.1、极大扩展展开部和尾声部。如贝多芬在《热情》
中打破了古典钢琴奏鸣曲结构布局的常规，把展开部建立在
呈示部材料的基础上，并融入一个全新的、节奏果断的主题，
进一步巩固情感中的意志、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而在处理结
尾时也将其大大扩展，在沸腾的音乐达到顶点时插入一个急
板（Presto），使那种沸腾的热情再次冲破所有的束缚，卷
起了宏伟雄壮的兴奋，预示着革命的即将胜利和对人们的精
神鼓舞，成为所有奏鸣曲中最有震撼力量的结尾。

3.2、部分套曲各乐章均采用奏鸣曲曲式。《暴风雨奏
鸣曲》各乐章在结构上尽管都使用奏鸣曲式，但它们所蕴
含的情感内涵却不尽相同：第一乐章充满了紧张和激情，
极富戏剧性；第二乐章则描绘了一幅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
充满无尽幻想的画卷；第三乐章表现的是一种急速、不安
的虚幻无常的美。这种乐章之间情感表达的矛盾与统一的
创造性的相互关系，把贝多芬对展现大自然威严、壮观和
力量的暴风雨特殊的爱，对大自然田园生活的向往表现得
淋漓尽致。

3.3、打破古典奏鸣曲曲式的对称结构，第一乐章不

一定必是奏鸣曲式。如作品 Op.26 第一乐章为变奏曲式，
此乐章鲜明地表露了贝多芬标题性构思的独特成就。他在
极力简洁、压缩形式的同时继续发展和深化奏鸣曲式的宏
伟性，流露出当时的贝多芬尽管身陷悲痛却仍然希望回归
于大自然，向往宁静、幻想般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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