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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莫扎特《A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演奏风格

刘燕姿 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

摘要：莫扎特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是继承巴赫、海顿等著名音乐家之后又一位对西方音乐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的音乐家之一。 他所作的带有浓厚古典乐派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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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琴奏鸣曲在其室内乐作品中占有重

要地位。 本文所进行探讨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就是莫扎特中期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一部具有典型莫扎特

情感和音乐语言的作品。在此将从莫扎特中期的音乐创作背景出发，对《

A

大调奏鸣曲》进行曲式结构、和声与

调性、织体写法、节奏、旋律等方面的分析。 最后结合莫扎特作品中的演奏技巧的推敲研究及笔者本人的演奏

实践，对这首奏鸣曲的演绎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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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莫扎特的作品，只感受到他的明朗和欢快，到处

阳光明媚，等到我们渐渐成熟了，才能察觉出阳光背后的

几朵永恒的乌云。《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很好地表现了这一

点。 这部独特风格的作品充满着诗歌般的动人旋律，具有

不凡的独创性和想象力，透过清澈的音乐语言，让我们看

到了莫扎特身上高贵的单纯和静默的伟大， 也传递给我

们一种无法言喻的伤感。 因此，如何忠实地再现这部作品

的原貌，怎样演绎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是摆在每一个专

业演奏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莫扎特奏鸣曲的创作背景

《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莫扎特中期奏鸣曲作

品中的一部。

1778

年，莫扎特顺从父亲的意愿———暂别曼

海姆热情挽留的音乐家和让他初次心动的姑娘阿洛西

娅，和母亲来到巴黎。 这个娱乐大都市喧杂轻浮的贵族们

根本受不了静静地专注的欣赏莫扎特的作品， 这让他感

到气愤和羞辱。 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

事情。 然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转机，甚至连回家的路

费都不够。 终于母亲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莫扎特绝望

了， 他想不通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寻不到

自己的位置，他不明白在这样一个浮华的城市，因为他与

众不同的个性，他的音乐才华几乎无人问津。

1788

年，《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面世。这部作品凄然动人，是这段

时期莫扎特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失去母亲的痛苦、

怀才不遇的激愤、父亲的冷嘲热讽，再加上初恋的无疾而

终，让莫扎特对这个世界失望到了极点。 音乐中对世界美

好事物的赞颂显得是那么的讽刺和无奈， 对命运和现实

的不公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在明朗、 自然地音乐语言

下，隐含了莫扎特心中不能言说的痛苦，丰富的旋律结构

同时也反映了他融合、消化不同音乐风格的能力。

二、莫扎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曲式分析和演奏风

格

莫扎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有三个乐章。第一

乐章是由主题和六个变奏曲组成的变奏套曲。 六个变奏

曲在旋律、和声以及结构上与主题大体一致，只是引申发

展了许多带有动力性的对比因素， 从不同角度解释和深

化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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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是具有法国民谣色彩的再现二段式，

6/8

节拍，

A

大调，行板，简单、优美，有很强的歌唱性。 在主题的

4

乐

句中， 第一乐句有

4

个小节， 前半句由附点八分音符展

开，旋律平稳级进，演奏时应避免出现强而亮的音色，后

半句演奏时力度逐渐加深，在右手推一个小高潮，即为半

终止，收住。 第二句同第一乐句，前半句开始时皆是带弧

线的连奏，演奏时手指应和缓的触键，扎实的抓取弱位的

音，不要因为音的时值短而松掉，弹完后要在琴键上保持

一下以求完整饱满的音响效果，后半句即为完满终止，不

仅力度逐渐加深，完成最后的高潮，而且要有明显的结束

感。 第三乐句也有

4

个小节构成，前半句演奏时音符好像

羽毛在天空中漂浮一般，轻盈、剔透，后半句强弱变化明

显，有停顿感。 第四乐句作为结束句，多加了两个小节作

为整个主题的补充，演奏时力度加强，和弦音扎实稳重的

触键，以推上高潮，主题结束。

变奏一是以右手的十六分音符动态为中心的舞蹈性

较强的变奏曲，弧线与弧线之间要有自如的呼吸，休止的

时值要满，弹奏动作尽量小而且连贯，以保持音的轻巧。

第一、二乐句左手同音八度反复，演奏时要突出低音，可

小幅度挥动小指然后将其余的八度音带出来， 同音换指

时力度速度都要平均，干净利落。 第三乐句后半句强弱变

化与常规不同，演奏时连音部分轻盈，一带而过，跳音部

分力度平均，指尖深推进琴键，做出对比。 第四乐句补充

终止处演奏时双手力度、速度均加深，节奏感加强，手指

在键盘上垂直落下，手腕带动力量的产生，音色明亮、干

净，推向高潮后收住。

变奏二在左手三连音的伴奏下， 右手在主题旋律的

基础上加以跳音和颤音的变化， 而且左右手作三连音的

交替变化。 演奏时左手的三连音力求贴键连奏的柔和音

质，出现低音和装饰性倚音时要触键清晰、优雅，保持旋

律节奏的平衡， 避免对比过于明显而一长一短或一强一

弱。 右手的颤音演奏时要自然的融入旋律中，触键轻巧透

明，没有丝毫的不和谐。

变奏三转到

a

和声小调上，左右手都由密集连续的十

六分音符来表现抒情略带忧伤的旋律。 演奏时手指贴键，

手指的力量集中于指尖，用臂和手腕带动手指运力，注意

保持连贯和均匀。 第二乐句的连奏八度音要按照谱子上

标注的指法， 每两个八度音交替时拇指离键， 保留另一

音，然后由拇指向左或向右弹下一个音，每一拍的弹性节

奏内可进行手臂、手腕的呼吸和休息，以保持八度音的连

续不断。

变奏四再次回到

A

大调， 以十六分音符节奏为主的

三度音程和单音的交替。 主要特点是左手穿越右手在高

音部演奏，主旋律交织于高低音区的轮换之中。 演奏低音

部的八度音时要触键扎实稳健， 演奏高音部时要明亮辉

煌，手腕放松，力量适中，保持旋律节奏的平稳。

变奏五速度转为慢板，左右手均出现三十二分音符的

节奏型。 跳音显得更加短促、富有弹性。 第一乐句左手的

分解和弦演奏时要注意到隐藏的曲调音， 手指连奏时大

指力度收住，运指独立清爽，有种甜润的感觉。 第二乐句

右手的跳音在演奏时，手指要稳住力度快速触键，手腕、

手臂是放松的，左手的同音反复要演奏得干净利落，在换

指时要保持速度力度的稳定，触键肯定，有活力。 右手出

现音阶旋律，弹奏时注意归顺指法，提前预见琴谱，加强

击键的准确性和自如感。

变奏六是全乐章的高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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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的快板，使音乐具

有更为轻巧、明快和热情的气质。 最后

8

个小节的补充部

分是整个变奏曲真正的

Coda

，增强了终止感。 跳音、倚音、

休止、滑音的出现使乐曲更加飘逸敏捷，这就要求弹奏时

手腕、手肘、手臂要充分放松，手指触键时离开琴键的高

度保持一致，力度集中于指尖，要求颗粒性强。 最后的和

弦演奏时要有指尖扎入琴键里的感觉，稳定有终止感。

第二乐章是一首歌谣般自由的规模相当大的小步舞

曲，

3/4

节拍，主部是开始的

48

个小节，

A

大调，中部转入

D

大调直至结束。 其间出现左右手的交替和齐奏，在演奏

时手指的触键要随旋律的进行而改变触键方式和音色的

处理，手指灵敏，整体上把握温和、干净的音色，略有沉思

的感觉，让复调的两个声部都听上去有清晰的轮廓。

第三乐章是

3/4

拍子的小快板，进行曲式，具有浓郁

的土耳其风格。 由三个音乐形象鲜明的主题组成，分别在

a

小调、

A

大调、升

f

小调上交替出现。 乐章一开始就呈现

动力感十足的进行曲节奏， 右手的重音加上倚音使乐曲

更加清脆、干净，虽然写在

a

小调上，却透出明亮、轻快的

特质。 第二个主题出现在

A

大调上，由八度音奏出的旋律

模仿嘹亮的军号吹奏胜利凯歌，演奏时手腕要放松，带动

手指左右跑动，力量集中于指尖，触键坚实有力，左手的

装饰性琶音在弹奏时要平均着力， 每个音都要饱满有张

力，速度控制好。 第三主题出现连续的十六分音符旋律，

演奏时手指触键要非常流畅有弹性， 指尖的力度要扎到

底，通过放松的手腕带动手指走音。 力度的强弱变化随音

阶的上行或下行来调整。 尾声由第二主题的材料引申而

来，情绪更加激昂，节奏感强烈的军号声、军鼓声充斥在

辉煌的气氛中，乐曲结束。 无论是琶音、跳音、倚音还是八

度音，都要适当释放手指的力量，指尖的感觉是扎实、沉

稳的，与此同时还要保持旋律的连贯圆滑，最后收在双手

齐奏的大和弦上，停顿感和终止感要增强，全曲结束。

三、结语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音乐是敏感的，无论是简朴如信

手拈来的旋律，还是华丽、玲珑剔透的织体，无论是自然

清新的风格，还是旷达、幽怨的的内涵。 演奏他的作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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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连贯起来。 当

204

小节的第二主题第二

段旋律出现时，是全曲最后一个高潮，力度标记是

ff

，故需

要把力度加到最强， 左手的伴奏从大字组一直跨越到小

字二组，表现了强有力的张力，这些伴奏在演奏时需要注

意固定好自己的指法，并且演奏时注意连贯。 右手则一直

是八度和弦，更加显现出主题的宽广，演奏时手腕放松，

同时此段也表现了中国民族音乐浓郁的流线色彩， 每一

句都有连线，所以乐句需要演奏的更为连贯流畅。

在尾声部分恢复了之前缓慢的速度， 一切又都静了

下来，在演奏琶音时，把最后一个音落在小指上，让泛音

继续出现，模仿古琴的韵味。 到最后的所谓“半弄”时，主

题要轻，仿佛是从山的另一边传回的回声，平行四度的进

行， 更突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空旷， 左手呈五度慢慢下

行，配合另一种空旷的感觉，最后出现了

ppp

，表现了主题

越来越远的情形。 在演奏时要注意手指与掌心的控制。

四、结语

中国音乐注重旋律线条的发展，所以中国的钢琴作品

在突出器乐本身的多声部性之外， 也会将这种横向的音

乐特点融入创作中。 王建中在创作钢琴曲《梅花三弄》时

注重其音乐与文化的共同美学追求和内在统一性， 强调

钢琴作品音乐的意境美， 而且注重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声

特点与钢琴的特征所融合及相互补充， 将中国的线性音

乐特征和西方的立体音乐思维相融合， 成为融中国传统

音乐与西方乐器演奏特点于一体的、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钢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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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他的乐思，每一次都能有新的理解和体会。 他内心的寂

寞无助、挣扎、痛苦、哀伤掩藏在明快、欢乐、轻巧的音乐

面具之下，可见，莫扎特是第一位对人的情感、心理和性

格特征进行深度刻画的作曲家， 这种创作方法对以后浪

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莫扎特

音乐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结合笔者个人的演奏实践来看， 克服莫扎特钢琴奏

鸣曲演奏的困难，首先要达到演奏技巧上的准确、灵活，

对莫扎特音乐语言的特性有敏感的触觉， 比如装饰音的

演奏是轻盈、不突兀的。 其次，对音乐的内涵加深体验，对

每段、每句、每个音符的疾徐轻响及其包含的意义透彻感

悟。 这就需要对莫扎特的人生经历全面地了解，站在既定

的时间和空间，从他的角度去理解音乐所表达的内涵。 再

次，在符合世界音乐所认同的基本标准下，准确把握莫扎

特音乐的演奏风格。 有很多著名钢琴家演奏过这部作品，

但是获得广泛认同的寥寥无几， 我们在寻求观摩学习的

版本时要慎重，个人推荐席夫的演奏版本，清新透丽又不

显过于明朗，值得借鉴和学习。

每一个作曲家都是在用生命写作， 把对生命的感悟

融进音乐作品， 这样的音乐才更具生命力， 才能流芳百

世，经久不衰。 莫扎特就是这样的音乐家，他把生命中最

美好的一切都溶解在音乐里，把他的情绪，他的思考，他

的憧憬都化作音符和旋律。 读懂莫扎特，才能读懂他的音

乐，才能在演奏时真正体现莫扎特音乐的本质，让他的音

乐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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