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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贝多芬奏鸣曲《热情》第三乐章演奏技巧和音乐形象

刘梦涵 赣南师范大学

摘要：贝多芬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热情》奏鸣曲也是其创作中期的

代表性杰作。本文以《热情》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为研究对象，对其创作背景和曲式结构进行介绍和分析，并从演

奏技巧和音乐形象的角度详细论述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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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

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

年

12

月

17

日出生，

1827

年

3

月

26

日逝世。 德

国作曲家、音乐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贝

多芬创作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 它是钢琴艺术史上的高峰，一直被钢

琴家们奉为“圣经”，并成为每一个钢琴演奏者的必弹

曲目。

一、作品的创作背景

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波

恩时期，维也纳时期，创作成熟时期，创作晚期。 《热

情》是他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把贝多芬鼎盛时期的

典型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品构思是在

1804

年，这

一年恰巧是贝多芬心情沉重的一年。 拿破仑称帝导致

贝多芬大为愤怒， 对拿破仑的英雄形象彻底摧毁，对

热爱自由的幻想性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失望，献给拿破

仑的《英雄交响曲》的一页被他愤然撕毁，从此以后，

他意识到自己一定要去争取自由。 与此同时，不断恶

化的疾病和对于音乐家来说无法忍受的耳聋， 友情、

爱情的苦痛折磨和内心的孤独等，所有的一切都成为

了创作这部悲剧作品的前提。 他从悲剧中获得了坚强

的力量，从失望中再次振作站立，以顽强的意志从耳

聋和失意的命运中登上他人生的最高峰。

二、作品的曲式结构

《热情奏鸣曲》第三乐章为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

f

小调，音乐充满力量，右手为快速流动的旋律，左手为

短促有力的伴奏，烘托出乐曲热情、紧张的情绪。 整个

乐章分为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五个部

分。

1.

引子（

1-9

小节）：

1-5

小节运用附点的节奏重复

第二乐章尾声的和弦，力度速度的变化使听者从第二

乐章中走出来， 减七和弦的运用增加了音乐的紧张

感。 之后为连续的下行十六分音符进行，它是主题动

机因素的先现，首先出现在一个声部，后是以八度音

程关系平行的两个声部进行，过渡到呈示部。

2.

呈示部（

20-117

小节）：主题（

20-75

小节），主题

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20-36

小节）音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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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声部在重要位置对高声部的旋律给予强调，完全终

止结束。第二部分（

36-64

小节）旋律出现在低声部，有

新材料的进入， 第十五小节以后旋律转为高声部，这

一部分为结束在完全终止上的重复句。 连接部（

64-75

小节）

f

小调转为

c

小调，材料引用主题材料。 副部主

题（

76-95

小节）开始旋律在高声部，隐现在有辅助音

的音型中，变奏旋律进行一段后运用八度在紧张的情

绪中结束。结束主题（

96-111

小节）材料来源于第一部

分主题， 高声部旋律和低声部旋律相差一拍进入，最

后结束在

c

小调上。 连接部（

112-117

小节）材料来源

于呈示部主题的部分动机材料， 调性先转入

f

小调又

转为下属调

b

小调，引出展开部。

3.

展开部（

118-211

小节）：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 （

118-158

小节） 材料为呈示部主题的发展，

142

小节开始出现新材料，节奏也发生变化，调性由

f

小调

转为降

b

小调，具有结束的性质，

8

小节的重复句再次

进入出现在后

8

小节主调

f

小调上。 第二部分 （

158-

211

小节） 再次运用主题动机，

168

小节开始发生变

化，

176

小节开始主要音型为分解和弦，展开部最后在

主调的属音上，形式为弱奏。

4.

再现部（

212-315

小节）：（

212-220

小节）十六分

音符为主，旋律在低声部，高声部为新的旋律。 主题第

二部分是无变化的原样再现（

228-255

小节）。 主题与

副主题的连接部分 （

255-267

小节）

5

小节的原样再

现。 结束主题（

288-301

小节）运用呈示部的副部主题

和离调形成调性色彩的对比。

(302-307

小节

)

进行重复

演奏，表现了贝多芬在结构布局上的创新。 展开部和

再现部重复后，（

308-315

小节） 依旧运用重复引出尾

声。

5.

尾声（

316-371

小节）：急板，分为三个部分。 第

一部分（

316-334

小节）新材料进入，两句重复乐句与

主题性格相同。 第二部分（

335-350

小节）依旧为两句

的重复乐句。第三部分（

351-371

小节）是规模大，统一的

和声终止，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

351-362

小节）

6

句结

束终止和（

363-371

小节）

9

小节的结束和弦组成。

三、作品的演奏技巧

1.

运动力学对演奏的影响：演奏钢琴的过程是全

身各个器官全都调动和参与进来的训练协调性的一

种运动，要求人们全身肌肉协调和大脑的灵巧度相互

配合，从指尖到手指、手腕、手臂、肩膀、上身乃至腰

部。 手腕是连接指尖与手臂的桥梁，占据了一个重要

的位置，是手臂向指尖运送力量的必经之路。 手腕灵

活才能迅速变换手的位置。 手腕还要根据音型、音乐

的走向做出相应的改变，在弹奏中不断的调整，手指

应该一直处于五指的位置，这样我们在演奏时就能够

弹奏得准确、轻松自如。

28-33

小节左手的音要着重弹出，

50-63

小节左

手的分解和弦一定要颗粒均匀，右手要坚定。

64

小节

开始，左手的伴奏不能含糊不清，两手对齐，准确表

达。

318

小节左手断奏要鲜明，

336-351

小节分解和弦

要弹得准确激动，最后三个撞击般的主和弦一定要坚

定有力。

2.

听觉联想对演奏的作用：听觉联想对钢琴演奏

起着非常重要的控制作用，钢琴这门乐器，在演奏的

过程中充满了复杂的心理活动， 对于演奏者而言，怎

样把自我情感和音乐形象结合在一起才是演奏的关

键和重点，而良好的听觉能力对提高演奏者的艺术水

平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帮助演奏者更准确的理解音乐

的内涵，把情感和音乐完美结合。 对于《热情》而言，通

过对作品伴奏形态的阐述，掌握音乐体裁常用的或特

有的典型的织体语汇，对作品的演奏是很有帮助的。

四、作品的音乐形象

贝多芬奏鸣曲《热情》整个第三乐章是从容的快

板，音乐跟第一乐章是同一风格，在斗争中进行，并且

第三乐章的斗争程度显得更为激烈。

1.

呈示部引子

1-19

小节音响为惊恐的，有单手弹

奏模进手法的乐句，也有双手演奏旋律节奏相同的乐

句。 好像是让困惑中的人们听到呼唤后的一种醒悟，

且都想试着拿起武器和恶势力搏斗，感觉是一支庞大

的队伍，有不可抵挡的势力。

20-35

小节的主题，好像

宣告只要人民觉悟高，够团结，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36-63

小节出现新材料，右手为分解和弦，伴奏是

四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交替出现。 贝多芬在这一小

段里用这种复调的手法把战争中勇士在危急的背景

下反抗、搏击、挣扎，同时又不怕困难、勇于挑战、不甘

示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64-75

小节连接段，右手基本都是主题旋律，伴奏

则是与旋律节奏相同的十六分音符，这种伴奏音型衬

托出了越来越激烈的战争场面。

76-95

小节为副主题

调性转变，左手的旋律使音乐更加信心十足，更加坚

定，右手的节奏都是每拍前都有一个休止符，这种节

奏型让音乐变得不会很古板。

96-117

小节是尾声，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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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在尾声运用了卡农的手法，感觉比之前的音乐更

为激动，队伍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有了中心，有凝聚

力，结尾的旋律变为单音的进行，最后两小节为渐弱，

表示任何战斗不可以一直激动，也要给予适当的休息

和调整，才能为下一次的崛起做好准备，从而也预示

着展开部的进入。

2.

展开部

118-211

小节，有呈示部的素材也有新

的材料， 不但感觉巩固了英雄们坚定地斗争信念，而

且起到了鼓舞士气， 让战士们充满力量和动力的作

用。

168-175

小节，左右手节奏的交替和右手八度的奏

法，更加表现出战场上的激烈争斗和寒光四射，气氛

显得格外的紧张、拨动心弦。

176-211

小节这种战斗的气息渐渐地平复了下

来， 大量的休止符表现出了战士们暂时的休息和调

整。 最后五个连续的属七和弦也为过渡到再现部的主

和弦做了铺垫。

3.

再现部是

212

至结尾，情绪与呈示部基本保持

一致，尾声段落稍有变化，在最后的结束句这种气势

更加高涨。 这也是奏鸣曲《热情》最有震撼力的结尾。

增加了战胜恶势力的坚定信心，也预示着伟大的胜利

即将来到，激励着人民继续奋勇前进！

五、演奏作品的感悟

《热情》这部作品对于我们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来

讲， 尤其是要把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全都演奏出来，一

定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带着情感去演奏整个乐

章。 通过弹奏该乐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1.

首先要多听听大师们弹奏的版本，注意到贝多

芬的风格是严谨的，又带有那么一点浪漫，了解他的

作品具体出于什么时期哪个阶段，不同阶段表达的情

感会大不相同。

2.

贝多芬的奏鸣曲力度幅度较大，变化也较多，还

经常使用重音。 所以必须清楚严谨的把每一个术语都

尽量表现出来，这样才会让自己的演奏水平不断进步。

3.

贝多芬的作品，和其他的作曲家一样，也存在风

格问题。 但通过对作品的演奏，掌握如此深沉丰富的

内容，才是演奏贝多芬奏鸣曲时真正的难题所在。

4.

巴洛克时代常用的创作手法就是复调的手法，所

以在演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加以把

握，把这种复调的感觉尽量表现出来，努力做到贴合

作品的时代性，这样演奏出来才会更加生动，更加的

吸引听众。

六、结语

《热情》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大成就，是一部

举世闻名的作品，也是在各大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奏的

作品，具有很强的主观情感和贝多芬的性格特征。 这

部规模宏伟、 气势磅礴的巨著表现出了高涨的激情，

热烈紧张的内容， 表现出了贝多芬深长而热情的呼

喊，反映了贝多芬对这一时代的感知和认识，几百年

以来， 这部作品都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追捧和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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