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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的有 31 个小节。

2.Dependent Transition(Dtr.)
该 部 分 由 15 个 小 节 组 成 ， 由

154-168 小节， 在长度上比呈示部的

Dtr.长了一些。 在旋律上，前五小节的

两个声部的旋律片段相互交替模仿 。

在和声上，这个部分极不稳定，它从 F
大调的 l 级开始，然后不停转调，最终

落在 V/F 上。

3.Second Tonal Area(STA)

该部分和呈示部的 STA 一样有

16 个小节，从 169-184。 同样地，由两

个重复的 period 构成，每个 period 根

据和声及旋律又可划分为 4+4 的模

式，前四小节由 F 大调的 l 级走到 HC
上,后四小节再由 F 大调的 Vl 开始，结

束在 F 大调的 PAC 上 ， 由此构成了

Parallel Continuous Period。 不 同 的

是， 呈示部的 STA 由 F 大调转到了 C
大调， 而这个部分则是回到并一直停

留在 F 大调上。

4.Closing Section(CL.)

这部分从 185-226 小节，相较于

呈示部的 CL.，这部分CL.的长度较长，

规模更大些。在 225-226 小节，出现了

F 大调 —l（PAC）的完全终止式，从

而进一步巩固了调性。从旋律音型上来

看，基本模仿了呈示部的 CL.。 两大部

分不同的地方在于，呈示部 CL.是在 C
大调上，而此部分则是在主调 F大调上。

5.Coda
该部分由 227-239 小节结束，长

度上与呈示部的 Codetta 一样。 且多

次出现了 F大调 ii6— —l 的终止式，

最后四小节双手相差八度一直都在 F
大调的 l 级上做同向进行，为的就是再

一次强调全曲回到了 F 大调。

二、值得继续探究的部分

（一）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结

构规整均衡， 大多数乐曲都是以四个

小节为一个乐句， 八个小节为一个乐

段。 也有部分乐曲采用以八个小节为

一个乐句， 十六个小节为一个乐段的

结构形式 。 但在莫扎特的这首钢琴奏

鸣曲中， 乐句的小节数似乎就不是那

么规整对称了。 在对乐曲的分析中发

现，乐句的长度除了有常规的 4 小节、

8 小节， 还有 6 小节、7 小节、9 小节、

10 小节、12 小节、13 小节等多种不同

长度的结构形式。 笔者认为，在古典主

义时期，乐句不规整划分的这一特点是

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讨论的问题，那么

它又会对这个时期曲子的风格及演奏

者的演奏技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呈示部的 Closing Section 中,
在 81-82小节的阻碍终止之前， 出现

了长达 5 小节的 C 大调 ii ， 从 76-80
小节。 同样地， 再现部的 CL. 中，在

218-219 小节的 Deceptive Cadence
出现之前，F 大调的 ii 从 209 小节开始

一直延续到了 217 小节， 但和呈示部

有所区别的是， 再现部的 ii 是先延续

不动，保持四小节，然后再做变化 ，最

后在 217 小节再回到 ii 上，不难发现，

它是在变化中延续。 值得思考的是，这

个 ii 级和弦的延长对之后的阻碍终止

或这个 CL.有何作用呢？延长的目的又

是什么呢？

除了以上两点， 这个乐章还有许

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笔者将从上面两

个问题作为切入点， 以新的视角继续

深入探究这首钢琴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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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八月———收获》艺术特色分析

■

李坤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柴可夫斯基以副三部曲式的形式写成了这首钢琴曲，两端部分的欢腾、热烈与中部的安宁、闲适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并且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收获季节中农民们繁忙劳作以及内心因丰收而喜悦的生动场景。 首部有谐谑曲的体裁特征，

以引申型三段式写成，中段则抒情如歌，调性也转到明朗的平行大调，曲式也是单一主题引申的三段式。 再现部是首部的

原样重复。

关键词：

浪漫主义时期 副三部曲式 主题对比

一、柴可夫斯基简介

柴可夫斯基（1840-1893 年），全名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出生于俄

罗斯。 他是俄国乃至于全世界最伟大

的作曲家之一。 其创作主要经历了三

个时期：1866-1877 年间，童年的柴可

夫斯基是幸福的。 作品中都充满了明

朗、乐观的情绪。 在 1878 至 1885 年，

柴可夫斯基的多数时间生活在意大利

和瑞士， 偶然的机会他与梅克夫人相

识，并且受到其资助，得以全身心地投

入创作。 但在 1887-1893 年间，柴可

夫斯基仅 21 岁时，俄国进入了新旧制

度交替的巨大变革时期， 俄国这个时

代经常出现绝望、困惑、悲哀的社会气

氛和情绪。 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家庭

环境的改变和自己的心理历程变化 ，

导致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散发着热

情激烈的情感、 孤寂忧郁的情调以及

惊心动魄的悲剧性。 柴可夫斯基的作

品很善于利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 ，把

赞扬美与抨击恶交织在一起， 形成强

烈的情感冲击。 他还非常重视俄罗斯

民间曲调与西欧音乐创作技法的结合

运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

作品既有民族性又有抒情性， 此外还

兼顾了强烈的戏剧性。 他留下的许多

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例如：歌剧：《黑

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 》； 舞剧 ：

《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 室内

乐 《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一钢琴协奏

曲》；钢琴小品曲集《四季》等。

二、《四季》简介

1875 年 12 月， 圣彼得堡文艺月

刊《小说家》的主编贝纳得决定在其新

创刊的音乐副刊上， 每月刊登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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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并由柴可夫斯基为其谱曲，《四季》

就是柴可夫斯基接受的一项“乐配诗”

的约稿。 这套钢琴小品集《四季》描绘

的是俄罗斯本民族的各种风土人情 ，

它通过十二首作品表达一年中的十二

个月， 主要展现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每个月的自然景象及人文风景 。

每个季节的周而复始， 都是一幅幅优

美的图画， 柴可夫斯基通过动人而富

有诗意的旋律表达了当地人们对幸福

的渴望、沉思等。 这套作品虽没有过于

艰深的演奏技巧， 但却需要人们感受

在其情感上的丰富内涵， 并将其表达

出来， 从而检验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

理解能力以及对技术技巧的把握能

力。 可谓钢琴演奏者的试金石，并成为

国际上各种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指

定曲目，其意义非同一般。

其中《八月———丰收》是一首描写

农村生活场景的作品。 柴科夫斯基依

据庄稼收获时农民劳作的生活场景进

行创作， 描绘了农民喜获丰收的心情

以及忙于收割的场景。 全曲以副三部

曲式写成，两端部分欢腾热烈，中部安

宁闲适，对比鲜明。 在对比并置的两个

音乐主题上， 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丰收

季节中农民繁忙劳作及内心充满丰收

喜悦的生动情景。

三、《八月———丰收》 音乐本体分

析

这是一首复三部结构的作品 ，首

部的前

20

小节每

4

小节为一句，每一

句是前一句的重音移位或高八度 、高

四度移位， 由

b

小调转到最后的

3

小

节

e

调上， 之后转到第一乐段

b

小调

的重下属调

a

小调上， 再回到

b

小调

上完成了首部。 然后用了

19

小节作动

机展开，过渡到中部。 中部织体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由

D

大调转到

b

小调，结

尾扩充为一个动力再现。 再现部是首

部的重复，也是由

b

小调转到

e

小调。

（一）首部（

1-48

小节）

首部具有谐谑曲的体裁特征 ，以

引申型三段式写成，是活泼的快板，节

奏明快，旋律清晰。 其中第一乐段从

b

小调之后离调到

e

小调， 增加了调性

色彩的对比，使音乐更加明快 ，跳跃 。

作品中大量使用先现音、 倚音等和弦

外音构成不协和和弦， 但并不是完全

按照古典主义的写作管理进行解决 ，

而是使之停留在旋律进行中构成意外

进行，使音乐色彩绚丽多姿。 这些都体

现了柴可夫斯基娴熟的浪漫主义写作

技巧。

柴可夫斯基在开篇时采用了一些

不稳定的和声来描写农户们繁忙的收

割场景。 他将主调的功能性和声作为

支点散化在乐句里。 它的主要结构和

弦其实就是一个主和弦， 中间出现的

一些副属和弦只是起到延长与润饰骨

架和弦作用。 他通过不断变化的和弦

及许多转位的副属和弦， 促使作品逐

渐向主调的

Ⅵ

级和

Ⅶ

级方向进行离

调。 全曲有多处有向主调

Ⅵ

级和

Ⅶ

级

方向离调的现象。 作品首部的第

1

、

2

乐句，也是贯穿全曲的主题，这两句形

成了两个对比的形象。 第

1

句热闹、忙

碌， 第

2

句通过低声部的一个较稳定

的旋律线与高声部呼应， 构成了另一

幅忙碌的场景，好像男女各分一组，在

进行收获的比赛。 两个形象的对比使

乐曲更加有动力。 比单一的主题更加

丰富。

（二）过渡（

49-67

小节）

此部分作为首段的中间部分 ，在

整首乐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主

要目的是引出主题的再现部分。 这里

采用的根音进行与调性的转离以及连

续的三度上行都会促使听觉上有逐步

推进之感， 从而展现出农民收获时热

列、欢快而且忙碌的场景。

（三）中部（

68-129

小节）

中部在速度， 调式调性以及和声

进行上都与首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抒情如歌。 调性转到了明朗的平行大

调

D

大调， 曲式也是单一主题引申的

三段式。 中部使用了摸进、离调及低声

部运用延留音等手法， 产生了合唱的

效果，明朗而严肃，抒情而端庄。 描绘

了一幅农民因丰收而心满意足的恬美

画面。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倚音、先

现音等和弦外音出现， 丰富了和声色

彩，属等待停留在高低声部，等待主和

弦的再现。 这一部分明显具有三声中

部的特点，结构清晰句法分明，用典型

四部和声的写法写成。 采用新的对比

主题，与两端形成并置对比原则。 利用

先现音作为重复的动机使音乐处于半

静止状态，和声停留在属持续音上，等

待再现部的出现。

这个片段在乐曲的中部出现过两

次。 它是一个

9

小节的乐句与一个

4

小节的乐句。 与首段的写法相同，中段

的主题先出现在三个声部的高声部 ，

又对比的出现在最低声部。 分别采用

了上行的摸进以及下行的摸进将两小

节的主题进行变化重复。 在这里三个

声部的进行及副属和弦的应用促使声

部的进行更加平稳， 从而表现农忙后

大家在田间休憩时安静祥和的场景。

（四）再现部（

130-199

小节）

再现部完全再现了首部， 全曲在

一连串坚强有力的柱式和弦中结束。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感受到

《四季》中的《八月———丰收》是对古典

主义时期传统和声语汇进行拓展和延

伸的特殊技巧发扬光大。 这首作品的

陈述过程中， 和声材料运用了大量的

重属、副属及转位和弦、多采用三 、六

度与二、 七度根音关系的三度叠置的

和弦， 使色彩性的和声在乐曲中凸显

了出来。 在调性运动上，和声的模进、

展开致使乐曲产生频繁的转调或离

调。 但这里的调性运动已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四五度调性关系转换，三、二度

调性关系的转、 离在乐曲中的运用也

较为典型。 但是无论它的形式怎样多

变， 功能性的和声进行仍然是贯穿于

本首乐曲结构的主体进行。 除此之外，

乐曲的写作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和声特

点。 如倚音的频繁使用等。

这首钢琴作品的内容美及形式美

得到了完美结合， 是理性与感性的统

一。 他很好地将音乐的旋律性、 抒情

性、深刻性相结合，并体现出他本人对

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虽然受

到了俄罗斯社会动荡因素的影响 ，但

他能够积极面对现实， 将美寄托于音

乐制作之中，把力量传递给每一个人，

从而积极地面对生活。 这首作品反映

出浪漫主义早期作曲家在创作时所常

用的技术资源的共性， 我们也看到了

在浪漫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

音乐家是通过怎样的技术手段来更深

刻地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的。 该首作品的创作特点鲜明，情绪的

发展与衔接处理得充分而妥帖， 是一

部非常有特色的作品。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