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罗科菲耶夫《四首钢琴练习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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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罗科菲耶夫早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四首钢琴练习曲》，虽稍显稚嫩，但却彰显着普氏特有的音乐旋律、极致
的不协调音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普罗科菲耶夫后期作品的奠基之作。本文通过对《四首钢琴练习曲》的解析，深入

把握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内涵、演奏特点、技术要求，感受普氏音色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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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罗科菲耶夫 1891 年出生，自幼跟随
母亲学习钢琴，后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同

时学习钢琴、作曲、指挥三个专业，在毕业

时，普罗科菲耶夫因演奏原创作品《第一钢

琴协奏曲》夺得鲁宾斯坦奖。1918 年，他
去往美国暂居，后为发展事业，留居巴黎。

期间他的钢琴演奏及指挥，让他在世界享

有盛誉。1932 年回国，期间创作了大量优
秀组品，直到现在仍旧是世界人民的宝贵

精神食粮。《四首钢琴练习曲》是普罗科

菲耶夫早期创作的钢琴作品，以练习曲命

名。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稍显稚嫩，但正

是这些稚嫩积累造就了普罗科菲耶夫之后

众多优秀的作品。

一、《四首钢琴练习曲》的解析

《四首钢琴练习曲》有着抒情性旋律、

敲击性节奏、不和谐和声，并将托卡塔风格

融入其中，成就了该作品的独到之处。

音乐旋律对于钢琴练习曲而言，作曲

家往往以练习钢琴弹奏技巧为主要目的，

而规避了其中的音乐旋律或“隐性”旋律。

但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四首》却颠覆了传

统练习曲的形式，采用重复的旋律作为钢

琴乐曲的动力，某些短小旋律由于“隐性”

长线条的延展而变得含蓄、集中且不易被

发现，创作风格与写作思路紧密衔接、协调

统一，采取“变奏”形式进行活动发展，另

予以反复强调，促使其主题特征愈加鲜明，

音乐旋律愈加简洁、流畅、灵动。

1.音乐和声
普罗科菲耶夫继承传统和声必要的结

构，加上自己独特的音乐思维，创作了新的

和声语言。例如，解放不协和和弦、采用个

性化和声材料、在纵向上将交替调式与多

调式进行结合，从而构造出新型和弦结构。

由不协和和弦与某些复合和弦构成新型和

弦序进，这时的新颖丰富的音响色彩。

2.音乐调性
《四首》诞生时国际音乐正从有调性

逐步走向无调性。这时的普罗科菲耶夫力

图突破晚期浪漫主义，另辟蹊径。《四首》

虽隶属调性音乐，但从其创作思路中就可

以看出他对多调性的偏好。另外，普罗科

菲耶夫还在《四首》的调式中融入了大量

俄罗斯本民族特征，由此也逐步拓展了多

调交替与多调结合的色彩性和声。

3.音乐节奏
普罗科菲耶夫在《四首》的节奏上多

运用托卡塔节奏，这种无穷动式的节奏，在

传统节拍中运用节奏变换，从而形成非常

规重音，从连续变换的重音中脱离规矩平

整的节奏，不同节奏与节拍在纵向上构成

交错式节拍，从而编织为活跃织体，托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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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动力的融入使《四首》成为普罗科菲耶

夫日后音乐发展的推动力。

二、《四首钢琴练习曲》演奏解析

第一首，d小调为主调，6 / 8 拍
该首练习曲以和弦、双音、八度为主的

综合性训练。以 d 小调为主结合和弦、双
音、八度共同组成分解和弦，并以左右手同

时出现或交替出现贯穿全曲，对演奏者的

演奏技巧是极大的考验。该曲包含两个音

乐元素，其一是由休止符分隔的跳动动机；

其二是在伴奏织体上的极进动机。由这两

个动机为一个单位共同构成一个乐句。其

中第二个乐句是以相同方式将两动机结

合，并在另一和声上进行重复。同时，该曲

还有两个材料动机，分别为一开始的分解

和弦音和敲击性的低音区八度双音。紧密

结合的材料动机，在各主题间穿插并充当

不同类别的结构功能。从主题次数和调性

关系可看出，这首练习曲为材料集中、有变

奏的三部结构。如谱例 1

  从该乐曲的初始可以看出普罗科菲耶
夫对和声色彩的追求，对创造风格的突破。

右手的主和弦为 d 小调，而左手的主和声
则以低音显示bB 大调，普罗科菲耶夫通过

结合平行调主和声，组成的和弦包括大七

度音程，同时将这种和声形式贯穿全曲，使

得音响效果愈加新颖、绚丽。如谱例 2

  第二部分主题两次出现在 a 小调上，
相较之前，主题与织体更为简化，并融入复

调因素，相较第一次复调因素增加了其参

与程度。在 a小调上均以 p的力度进行演
奏，因而这部分似乎是在坚定顿挫、强烈有

力的宣告中阐释沉静柔和。紧接着，将穿

插性短句忽略，并在 d 小调上紧急快速的
回归主题，鲜明的呈现出部分与部分的情

感变化。

第二首，e 小调为主调，右手 18 / 16 与
左手 4 / 4 交错组合

该首练习曲以分解和弦与音阶为主，

以速度为中板。主旋律在跑动的音阶中隐

匿。音阶在不断跑动中呈现出时缓时急的

效果，犹如清冽的小溪在山涧中奔流。普

罗科菲耶夫将每组的音型中不断变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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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增添声部，从而促进音乐发展。普罗科

菲耶夫在创作时都会随全曲结构进行有效

控制，使听众从他的音乐中感受归属感与

亲切感。

该曲包含的两个音乐材料分别为：其

一是以 18 / 16 拍进行演奏的级进音型，并

将两种四度跳融入三个八度的级进音型音

区中；其二为 4 / 4 拍进行演奏分解和弦音
型，其中为四分音符。根据创作材料和写

作手法，对乐曲进行分类，可分为三部分，

且三部分较为均等，并具备明显的再现。

如谱例 3

  第一部分呈现的是主题的四次变化，
由右手进行音阶的演奏，左手进行和声的

演奏，并且每一次左右手都呈现出不同的

变化。每一次主题的呈现都开始于主调 e
小调，依次停在Ⅳ级、属和声、降Ⅵ级，最后
回归主和声。所以，第一部分可看成两个

乐句，其中，半终止需停在属和声，全终止

则需停在主和声之上。另外，主题在内生

部时融合了对位旋律，只有多加练习才能

在演奏时充分描绘出复调线条。

第二部分是普罗科菲耶夫对材料变奏

性的延伸，涵盖两个均等结构。前景中的

声部在这里转化为中景，用左手上下交替

演奏背景音，以及上方符点的和弦。在双

手两个声部的变换中，声部在上下流动，并

在各音区间游走。真正再现前，主题变换

为节奏简化的柱式和弦，音阶的音型被移

动到和弦伴奏中。

第三部分起始于“ atempi”，除简化了
左手伴奏音型，其余部分和第一部分相同，

只是在终止后稍有补充。在这些补充的部

分中，以低音作为 e的续音，主音的起始主
题由右手演奏，从而达到确定调性的作用。

贯穿于与全曲的交错拍子在最后两小节被

打破，通过两手对相同音型的演奏凸显最

重要的两个节拍。

第三首，c小调为主调，4 / 4 拍
该曲主要强调多声部训练，是基于多

声部对位化的练习曲，《四首》中最长，并

蕴含较多急板段落。普罗科菲耶夫以复调

思维创作全曲，所以演奏时应注重练习对

位声部练习。

本首练习曲中有三个重要主题，并且

其间着密切联系。第二主题在其和声背景

上融进和弦音，从而构成了第三主题，而第

二主题的音阶关系则与第一主题相脱离。

三个主题之间相互结合，两两交替演奏，此

处的音乐风格则充分体现了高度半音化。

根据各主题的相互结合，将该曲第 53 节划
分两部分，如谱例 4

  在第一部分中，第一、二主题交替演 奏，两句为一次，属和声到主和声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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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划分句读的重要原则。首次呈现的

前两个主题，第一主题为传统的民族民间

曲调，第二个主题为两个半音平行音调，两

个半音音型属对位关系。第二次呈现的两

个主题，对第一主题进行了复对位处理，结

构相对紧缩，第二主题在后句中延伸了织

体范围，在中间音区融入对位主旋律。第

二部分呈现的为第二三主题的交替演奏，

仍然是两句一次，属和声到主和声而终止。

首次呈现的为第三主题的四个声部，及第

二主题延伸出的其他声部。第二主题四个

声部，起初就将二三主题进行纵向结合，后

句仍然在中音区融入对位主旋律。后句终

止后，为全曲的最后，首次在低音区划分

16 分音符音型，这一段落建立在 c小调上，

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四首，c小调为主调，4 / 4 拍
该曲是跳音、节奏的触键联系，四首中

最短、频率最高。与第一首类似为托卡塔

式敲击节奏。这首作品结合两个相同部

分，以后一部分再现、延伸前一部分。第一

部分中，主要在主和声上建立两个乐句，后

句是对前句的补充，也是其平行乐句含有

级进上行的节奏旋律。第二主题首句呈现

在 e小调上，后句呈现在 c 小调上，从中可
看出作曲家追求三度关系而发展的转调音

响。多调性结合交替调式呈现色彩性和

声。普罗科菲耶夫为了更好地提示，会将

句读落于主和弦上，达到明确段落、清晰调

性的作用。如谱例 5

  第二部分的第一主题，在 c小调上调 e
小调与ba小调上呈现两个乐句。紧着的后
句运用展开性思维创作，结合分裂、模进、

复调的对位旋律进行结构扩充。承上启下

的是属和声上的插句，其后便于 d 小调上
呈现第二主题。最后的音乐为双八度演

奏，在持续提升的八度循环中终止全曲的

最高点。

解析《四首钢琴练习曲》，把握作品的

内涵、结构、主题甚至每个乐句，从而更好

地运用在今后的钢琴练习、演奏和创作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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