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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朗兹·舒伯特(1797-1828)是一位生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伟

大作曲家、钢琴家，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之一。生前，他以艺术歌曲的创作

为人们称道，却被忽略了在钢琴奏鸣曲这一体裁上的伟大建树，直到舒伯特去世

很多年后，这种价值才被人们惊讶地发现。现在，他的钢琴奏鸣曲以其独特的抒

情气质被人们理解与喜爱，也频频出现与演奏会的节目单上。而舒伯特在逝世那

年所创作三首作品(D．958、D．959和D．960)，被人们认为是他所创作的22首

钢琴奏鸣曲中最具深刻内涵与情感抒发的作品。

其中，作品D．958作为晚期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具有饱满的思想内涵与丰

富的技术课题。第一乐章富有英雄动力，但又蕴含着舒伯特独有的抒情气质，音

乐时而激越时而柔情碰撞出一种矛盾美。文章中，我将D．958第一乐章作为研究

对象，结合实践归纳了作品演奏过程中会遇到的技术难点，并对其提出了针对性

的建议，同时还选取了三位优秀演奏家的录音进行版本比较分析，希望能给演奏

者带来启发与帮助。

关键词：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演奏技巧、版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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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z Schubert(1797—1828)is a great composer and pianist。born in the

cl assical period and romantic period transition phase．tie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romantic music．During his 1ifetime，he was praise by art

song CI。eation，but ignored in the subject matter on the great piano sonata，

until the schubert died many years later，the value to be surprised．Now，

his piano sonata by its unique lyric temperament is understanding and love，

al so appeared fI’equently wi th the program for the concert．Composed at the

schubert died at the age of three pieces(D．958，D．959 and D．960)，is

considered by people as the most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the emotion

expressing in he’S 22 piano sonata．

Among them，the works of D．958 is the first song in the late piano

sonatas，with full of thinking connotation and abundant technical issue

The first movement full of heroic momentum，but also contains the schubert

lyric temperament．unique music alternately agitation and tenderness，show

the beauty of a contradiction collision．In the article，I put the first

move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summarizes the

works encountere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playing，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also selected the three outstanding

performers recordding version for compari son．Hope it can give players bring

enl ightenment and help．

Key words：Schubert，piano sonata，playing skills，versio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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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舒伯特(1979-1828)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生长于古典时期与浪

漫时期交接的维也纳，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之一。提起舒伯特，不难联想到其

“艺术歌曲之王”的美誉，这是人们对他在艺术歌曲创作上的肯定，却很容易掩盖

其在钢琴奏鸣曲创作上的光芒。再加上同时代的贝多芬将钢琴奏鸣曲这一体裁的魅

力发挥到了极致，使得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忽略。由于普

遍认为其识谱较为简单，音乐走向不明确，在钢琴教学与演奏上也得不到重视。不

过，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钢琴家将视线转移到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的演奏上，

对作品的解读也有了新的看法，人们开始认识到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如此地别具

一格，质朴、诗意又不失矛盾与张力。

他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风格上是不断有所变化的，人们将其作品划分出早、中、

晚三个时期。从早期的以歌唱性和抒情曲为主要特点，逐渐向更富英雄性与戏剧性

发展，但歌唱性始终占突出地位。其中，他的晚期三首作品D958、D959和D960是

人们最为称颂与关注的对象。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三首作品是舒伯特在生命最后

关头伴随着病痛，两个月内同时间创作完成的，成熟度却极高。仿佛舒伯特在死神

到来之际，仍力图争分夺秒为生命留下最后总结，其中的喃喃倾诉或矛盾挣扎都包

含了舒伯特对音乐的敬意和对生命的眷恋。

本人选题研究的C小调奏鸣曲D．958是其晚期三首奏鸣曲作品的第一首，这部

作品篇幅宏大，旋律与和声充满张力，又蕴含舒伯特特有的歌唱性，频现于演奏家

的节目单之中，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同时，这首作品也是本人正在学习演奏的曲

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了解其音乐内涵、风格特征与技术要点，更好地实践到

演奏中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系统研究较少。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音乐

书籍上有比较笼统的说明，比如传记和音乐史方面的书籍。很少有较为细致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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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析，关于舒伯特晚期奏鸣曲的论文也屈指可数。同时，没有找到关于舒伯特

钢琴奏鸣曲演奏方面的专著，而论文研究也是零星点点不十分系统，不像贝多芬

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那样受到学术界的热烈关注。

国内书籍类：

l、 《钢琴演奏之道》(赵晓生著，上海音乐出版社)就歌唱抒情性、舞蹈

性、交响性和色彩性四个方面对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作品进行了总结，并就其与

贝多芬的钢琴作品特点进行比较。

2、 《西方钢琴艺术史》(周薇编著，上海音乐出版社)介绍了舒伯特生平，

对其钢琴奏鸣曲作品进行了早、中、晚期的划分，并分析其风格是从歌唱性、抒

情性过渡到英雄性、戏剧性，但抒情性始终占据突出地位。

3、 《西方音乐史卷》(于润阳编著，上海音乐出版社)简述了舒伯特的钢

琴作品，认为其晚期作品更具魅力。认为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c小调被誉

为代表了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顶峰，但因其篇幅巨大、深刻的内省性，以及与贝多

芬某些作品的相似性使人们产生了忽略和质疑。

4、 《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未完成的问题’’研究》(王岚著，上海音乐出版

社)探讨了舒伯特钢琴奏呜曲的乐谱与版本问题，还收纳了1950至2008年间国内

主要的音乐期刊和音乐学院学报中有关舒伯特研究的文章。

论文类

1、 《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研究》(颜咏，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概况作了梳理，认为舒伯特创作了二十首具有现实意义

的钢琴奏鸣曲；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创作的三个时期进行了划分，并总结了各个时

期的创作特征；最后三首奏鸣曲的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

2、《沿革·创新·拓展一一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和声技法研究》(钱

海霞，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从和声的角度对舒伯特晚期的三首钢琴奏鸣曲

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

3、 《对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重新审视》(杨婷婷，南京师范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从作曲家的作品规模、创作风格、模仿与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阐

释，使人们全面深入了解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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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舒伯特C小调钢琴奏鸣曲研究》(郭平，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涉及到曲式结构分析、音乐要素分析，而音乐要素又从旋律、节奏、音色、和声四

个方面对舒伯特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展开论述。

5、 《研究舒伯特钢琴奏鸣曲D．958的作品内涵》(王可茹，西安音乐学院硕

士学位论文)通过舒伯特的音乐创作历程、奏鸣曲创作分期、和声调式旋律等方面，

对D．958的演奏进行了总体研究与分析。

由于本人的能力和购买借阅途径所限，能搜集到的国外研究资料并不太多，主

要是传记类译著以及通过网络途径找到的文献资料。

译著类

1、 [英]克里斯托弗·吉布斯著，秦立彦译《舒伯特传》(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2．5)对舒伯特的生平进行了传记式的叙述。

2、 [奥]约·奥·卢克斯著，高中甫译《舒伯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同样是以传记方式记录舒伯特生平。

3、[美)戴维·杜巴尔《键盘上的反思一世界著名钢琴家谈艺录》(顾连理译

百家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提到了许多现当代钢琴家对舒伯特

钢琴作品的理解与看法。

文献类：

1、[捷]德沃夏克的《论舒伯特》(选自《钱仁康音乐文选(下册)》，上海音

乐出版社1997年版)

2、[苏]盖克拉乌克里斯的《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陈廷宝摘译音乐艺术1983

年3月)里面有对舒伯特部分奏鸣曲的详细介绍和论述，并提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

的伟大。

3、[美]斯蒂芬·缪勒的《贝多芬和舒伯特一古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典范》(马

腾译于钢琴艺术1999年4月)从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生平出发，就俩人的主体发展、

调性与曲式方面的不同来比较他们各自的钢琴奏鸣曲作品，明确指出舒伯特的音乐

风格不同于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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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保尔·朗陶尔米的《论舒伯特一舒伯特与贝多芬比较研究》(选自《傅

雷家书》)从舒伯特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和调性的那些叙述他与贝多芬的不同

之处。

5、[美]奥托·比巴《舒伯特在维也纳音乐生活中的地位》就舒伯特的生平对

其钢琴作品的影响加以叙述。

6、[美]约翰·里德《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形式与情感》(王岚译于钢琴艺术

2001年第三期)是为威廉·肯普夫演奏的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唱片封套而写。将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划分成四个阶段来进行整体风格的阐述，认为晚期的三首作品

使形式与情感取得了新的联系。

小结： 以上是笔者在能力范围内找到有关于舒伯特钢琴奏鸣曲及晚期作品的的文

献资料和书籍，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其中较为为明显的是，音乐界关于

舒伯特的新的认识和观点在不断地产生，对其评价和争论也一直展开着。将搜查范

围放宽到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从书籍我们能够发现国内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

系统研究较少，将其与贝多芬相比较的想法占了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音乐书

籍上有比较笼统的说明，比如传记和音乐史方面的书籍；而专门论述着重研究舒伯

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论文数量也不多．且多是关于曲式与和声方面的研究，其中专

门涉及关于演奏的文章寥寥无几，笔者认为从技术的角度去细化研究舒伯特作品的

演奏有一定意义。

三、本课题研究恩路

其中，作品D．958作为晚期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具有饱满的思想内涵与丰富

的技术课题。第一乐章富有英雄动力，但又蕴含着舒伯特独有的抒情气质，音乐时

而激越时而柔情碰撞出一种矛盾美。然而，复杂的乐思表达需要高难度的演奏技术

的支撑。文章中，我将D．958第一乐章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实践归纳了作品演奏过

程中会遇到的演奏难点，从形式上分为了技术上的难点和作品音乐语言上的难点，

并对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同时还选取了三位优秀演奏家的录音进行版本比较分

析，希望能给演奏者带来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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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958第一乐章的创作特征

这一章节创作特征的内容分为曲式结构和节奏与旋律线的动力特征。这首大型

D．958钢琴作品是在舒伯特1820年创作《c小调弦乐四重奏》D．703之后第一次为

器乐作品使用“英雄式的”的C小调，加之音乐素材多次对贝多芬作品的引用，让

人感受到舒伯特对贝多芬的追思之情，但这种引用并没有使舒伯特的作品失去自己

的特色，极致地挥发了他的矛盾斗争之情与歌唱性语言。因为已有文章对作品在和

声、调性等方面进行较为透彻的论述，又由于第一乐章极具英雄性与戏剧性的特点，

因此在第二部分，就以节奏与旋律线的角度着手，对作品的动力特征做一简单分析。

1．1 曲式结构

D．958第一乐章为C小调，3／4，奏鸣曲式，速度快板(Allegro)。舒伯特在

形式上倾向于传统的奏鸣曲式结构，体现其个性保守的一面。

其结构图示如下：

呈示部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厂] 厂]厂—] 厂]
主部主题 I lI 副部主题副部第一次变奏副部第二次变奏

l一20 2 l一26 27—38 39—53 53—67 68—85 85—98

c一。A—c C bE oE—oD一。E oE 。卜。G一。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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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部

厂——————————————■]一
I lI Iu

厂] 厂]、 厂]
引入部分 中心部分 准备部分

9E卜l 18 119—151 152一159

‘A—oB—D D—bA—c c

再现部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n 厂]厂—————]n
主部主题 l ll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160—179 180—182 183—187 188—202 202—216 216—234 234—248

c一。A一。D一。B c c C C C—c c一。E—c

图1．1舒伯特D．958第一乐章曲式结构图

呈示部主题富于戏剧性，由同音反复的柱式和弦与上行的级进进行两种素材构

成。音乐开始于f力度的C小调原位和弦，右手声部经驱动力的节奏由和弦级进发

展，左手弹奏主和弦稳定调性，到达第七小节b A音做向下的调整，再次左右反向

进行到达高音点b A，旋律倾泻而下，在持续音的伴奏下(12-16)，一气呵成于19

—21小节达到了完全终止，结束了整个呈示部主题部分，共20小节。之后开始连

接部(21-38)，可以分成6+4+8的句子，21-26小节对骨干音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基本素材与呈示部主题部分(I-7)小节相同，都是以C—D—E—F一#F弋一b A的

线索发展的，随后两小节灵动活泼的旋律与两小节缠绵的音调相应和，以强有力的

双手八度结束在b E大调的属五度b B音上，为副部调性做好准备。

副部可分成14+14+16的三个长句，主题开始于主部主题中强调的b A音上，下

行级进到主音b E，旋律优美质朴，多以级进发展。第一段(39—53)主题在和声织

体的衬托下庄重平和，，音乐性格上与主部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段(54—67)

在原有副部主题旋律上进行变奏，旋律音由右手八度进行，由于提高了音区，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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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变为流动的三连音织体伴奏，音乐变得流动显现出生机；进入副部第三长句

(68-85)，节奏音型变得紧凑，原来的主题素材被浓缩在四个十六分音符一次的

低音拍点上，情绪更加紧张，由地76小节渐强的分解和弦和激烈爆发的柱式和弦

将音乐送进高潮。之后重复音和弦被软化，音乐进入结束部，b A音的强调，仿佛

是对人生的哀叹。

展开部以暴力哀求的情绪开始进入第一阶段，急速的十六分隐形伴奏下，音乐

开始了极其强烈的力度对比，哀嚎与控诉似浪潮般涌动，激烈的情绪达到沸点随即

迅速被撤离，进入第二阶段。旋律以低沉的声音出现，仿佛地狱传来的呻吟，随后

高声部重复，仿佛天堂传来的呼唤，紧接着旋律由低声部掌控，刚才的呻吟更加阴

森恐怖，紧接着高声部的八度重复也恍如幻觉，随着对第二阶段素材的一次次模进

展开，战斗的号角仿佛又从远方传来，音乐进入展开部第三阶段，同时也是再现部

的准备阶段。

再现部是呈示部的完全再现。

最后音乐进入尾声，是对展开部地131-139小节的再现，仿佛是对往昔的追忆，

在最后情绪波澜之后，音乐一点点消失变得微弱，整个第一乐章结束。

1．2节奏和旋律线的动力性特征

在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作品中，很少能看见像D．958第一乐章这样具有如此凸显

英雄性与戏剧性的开头，乐曲开头c小调和弦的突然重击直接给听众带来一种强烈

的震撼，主题素材对贝多芬C小调《32首变奏曲》的模仿，其实是舒伯特在借以此

曲创作来缅怀崇敬他的偶像贝多芬，因此也成为舒伯特二十多首钢琴奏鸣曲中开头

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首作品。节奏节拍和旋律线是钢琴作品中最基本的音乐表现要

素，第二章中笔者就这首作品在节奏和旋律中的动力特征做简单的分析。

也由于固有映像中，强调舒伯特作品的抒情歌唱性，而对其音乐张力缺乏理解。

在了解这首乐曲在创作上的动力特征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与演绎舒伯特复杂

与矛盾的内心，寻找不同于抒情质朴的一面的舒伯特，更好地把握音乐个性。

1．2．I 节奏的动力性

节奏，被人们称作音乐的灵魂，它对人的心理活动有着最直接的激发力，同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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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节奏型往往和某种音乐性格相联系。这首作品中运用了许多富有动力的节奏

型，来突出英雄性格与动力特征。

呈示部主题的前两个小节(见谱例1．1)，我们看到弱格上的十六分音和弦连

接到强拍的重音和弦，构成了一个毗连型节奏。毗连型节奏的特点是处于轻拍上弱

起的前缀，具有明显的向强拍进行的倾向性，而越是短小的前缀，动力性越强。短

小的前缀与后面的重音形成冲击效果，形成有力的进行曲风格。

因此，主部主题以跨小节的短长型节奏(弱格到强格)制造驱动力，还对这一

音型进行了向上模进，开篇就将情绪推向了高点，为音乐推波助澜。

谱例1．1：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主题(第1—12小节)

第22—32小节中的抒情性乐句中，也用到这样短长型的节奏，在小节的尾巴

处用十六分音弱起开头，增加句子的弹性，使音乐形象更添活泼。 (见谱例1．2)

谱例1．2：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连接部

乐曲中另一制造节奏动力的方式是利用感情重音。感情重音是为了表现的需要在弱

拍设置的重音(钱仁康、钱亦平《音乐作品分析教程》第10页)。 重音记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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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记号的出现改变了原来拍号的基本强弱规律。这使得我们对力度布局提出新的

要求，按照感情重音的提示，打破原有节拍规律，会使音乐鲜活起来，激发听众热

情。呈示部的结束部(谱例1．3)，哀叹似的旋律中，重音记号添加在弱拍音符上，

打破了原来的节拍律动规律，为原本情绪哀伤的乐段，制造了前进的动力。这一下

下重音仿佛生命力的涌动，像是作者在控诉着对现实的不甘，却又不愿停止脚下的

追求。

谱例1．3：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结束部(第89一101小节)

在连接部快要结束的98小节中，音乐渐弱，突然在弱拍以f力度奏响的和弦，

给听众带来了冲击，表现出对命运的反抗。

1．2．2直向上升型旋律

所谓直向上升型旋律和直向下降型旋律，是指由一个音符向比它高或低的音符

运动，形成了旋律的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同时某些这样的上升型或下降型的起点或

终点使用短暂的、与进行方向相反的起引或收敛。(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

第6l页)赵晓生先生形象地将这种音乐旋律直向上升的形态称为“火箭主题”。

(赵晓生《钢琴经典导读》，第123页)之所以称其火箭，也是因为这类音型具有

强大的动力，往往在富有强大戏剧性的作品中出现，例如贝多芬就经常性地使用这

一创作素材。

舒伯特在作品开头的呈示部主题(谱例1．1)就运用了这一创作元素，为呈示

部制造了强烈的英雄性色彩。

下面16—18小节的例子中，火箭式分解八度仿佛伺机而动的人们在经历了蛰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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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终于慢慢看到光明，力度上慢慢渐强，在奏响转位主和弦后，决心与斗志又在心

中燃起。

谱例1．4：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第13—20小节)

‘‘火箭”式乐句在第一乐章中多次重复或变型出现。第76与第79小节火箭式

的分解和弦的上行爬升使音域在短距离内尽可能地快速扩展，以使这部分音乐斗志

昂扬，弥漫着勇敢的气息。

谱例1．5：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副部(第76—83小节)

，』■■●，‘l■■I＼

，J■●■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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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958第一乐章演奏技术分析

在钢琴演奏的过程中，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有了技术的支持，我们才能再现作

曲家的创作意图。舒伯特的这首C小调钢琴奏鸣曲可以说是一首非常艰深的作品，

包含了对命运的抗争与内心的矛盾，仅仅是第一乐章的演绎就十分考验演奏者的功

底，包含了丰富的技术课题。我将第一个乐章单列出来做技术难点上的分析，也正

因如此。这一章节中，我将对第一乐章主要的技术难点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简单分析

其特点，同时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下面，将第一乐章的技术难点分为两个部分来

展开分析，一为传统的技术难点，二为特殊音乐语言所带来的技术难点。

2．1传统的技术难点

传统的技术难点多指钢琴演奏中的基本功，在练>--j曲的训练中常常能够得到强

化，演奏者在正确的方法指导下通过反复的练习达到运动机能的发展，可以有效地

加以克服。许多演奏训练教材中都可能有指导传统技术难点的方法，但在这里之所

以称他们为难点，是因为经过舒伯特的巧妙的构思创作，即使想弹奏好这些传统的

技术难点也并不容易。

2．1．1快速的和弦行进

前面提到过这是舒伯特作品中少有的富有戏剧性动力特征的奏鸣曲第一乐章，

它在创作中广泛地运用和弦作为素材，以表现爆发力。快速度的要求下，和弦手位

的转换与力量的变换，如果没有正确的练习和良好的基本功，容易造成肌肉僵硬，

对演奏者来说有很大的技术要求。

首先，谱例中乐曲的呈示主题部分(见谱例2．1)，多次出现弱格到强格且短

长节奏型，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极富驱动力的节奏型，在3-6及8-11小节中都有

模进发展。下面，我以前两小节为例，给予演奏上的提示。开篇第一个原位C小调

和弦强有力的奏出后，注意把握好休止符的时值，节奏要准确，这对之后的动力性

节奏的爆发十分重要。十六分音和弦处于弱格位上，触键快但不要过深，因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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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下一个音符，手腕放松稍稍带过，立刻将大臂的力量通过支撑良好的手掌

灌入指尖，手指要深深嵌入琴键，但为避免发出太“噪”和尖锐的声响，下键力度

不宜过猛，触键快捷有力，想象厚实饱满的音质。加上顿音记号的出现，要将铿锵

有力的果敢形象刻画出来。在和弦与和弦连接时，还要注意手腕手臂的及时放松，

让旋律线饱满而连贯。

谱例2．1：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主题(第l一6小节)

再比如展开部引入部分(见谱例2．2)右手和弦的大跨度进行，在变化突然的

力度要求下迅速找好手位有条不紊地将和弦弹清楚是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的。在这

过程中，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手腕极为关键，手腕相当于力量的传导器，只有在松弛

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刚开始的练习过程中，谨记慢练，如此练习方便在每次和

弦的演奏及和弦连接过程中检查手腕连同手臂有没有达到松弛状态。想象一下“抓

了就放”的状态加上“手眼并用”的方法，为大跨度的和弦手位变化提高准确率。

谱例2．2：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展开部映入部分(第110—114小节)

Ⅺ9’”-k I l ■

卅’哆》 茹 1■一．> }， ■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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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辉煌的分解八度

在作品中出现了三次的分解八度音阶式上行或下行这一素材，在开头与结尾还

形成了相呼应的局面。虽然这一素材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通过它，能帮助音乐的

情感聚集和递增，而且都是以快速度呈现用以营造恢宏的气势，因此需要加以重视。

而这一技术的难度在于手指之间需要变化伸展，这种强有力的拉伸容易导致手指疲

劳，频繁的左右方向的力量转移，又容易导致手腕和手臂的肌肉紧张，1指与5指

的反复运用，对力量较为薄弱的小拇指也提出了挑战。如果演奏的小指力量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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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不懈的练习消除手指的疲倦，另外注意在练习过程中时刻检查手腕的放

松。

具体到作品16-18小节的出现的音阶式向上分解八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每

个八度音的下方音，都需要被加强，这样方能呈现出一条呈音阶上行的线条。而左

手与右手弹奏低音时使用的手指是不同的，左手小指和右手大拇指要保持相同的力

度，相对八度中的高音要更加强调。

谱例2．3：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第13—2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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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段落中分解八度的行进由双手同步的音阶上行变成了右手单音下行，需要

突出的音阶线条要由右手不太有力的小指完成。

例2．4：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尾声(第264—267小节)

2．1．3流畅的单音跑动

手指的快速跑动在音乐演奏中是一项重要演奏技巧，对乐曲的清晰表达至关重

要。快速音型的出现，可以起到变换音乐色彩，推动音乐情绪等作用，既可以表现

慷慨激昂，也可以营造灵动愉悦。如果演奏者的方法不得要领，即使速度勉强达到，

若手腕僵硬、音质干瘪，也容易造成不悦耳的效果，而且这部作品中大篇幅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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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单音跑动，如果不注意适当的放松，很容易造成肌肉疲劳，影响演奏耐力，

所以我在此将其列为一个需要强调的技术要点。而训练快速跑动的关键，就在于力

量的转换与手腕的松弛。观察跑动困难的学生演奏时，会发现他们习惯于一个音一

个力的弹奏，运力没有支点，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串长音时，首先要找到手指运力的

支点，而通常这个支点位于拍点上，因此在演奏时将拍点的第一个音符作为力量的

出发点，通过力量转移，将一个音的运动变成一组音的运动，练习会事半功倍。

下面这个例子出现在发展部，右手从142小节开始作为烘托左手旋律的背景声

部，演奏时既要注重节奏的均匀，又不能有明显的痕迹感，因此注意不能将拍点上

的音弹得过于突出，要使十六分音的跑动听上去富有流动感。

例2．5：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展开部中心(第140—156小节)

2．1．4八度连音

在第一乐章中，出现了很多的八度的模进，而八度的连奏也是不太好掌握的。

八度在弹奏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容易连接，弹奏时总是像断奏一样，因

为这种弹法实际在生理机能上是不能完全做到的。但我们要在听觉上使其变得有意

义还是有方法的。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手型排列好指法，用四五指交替，再要通过

手指的贴键连奏，借助踏板的使用，努力使句子在气息上连贯。对于手小的人会更

困难些，由于手掌宽度不够，手指拉伸容易不自觉地紧张。

副部主题素材的第二次出现，是以在高音区重复八度的方式出现的，使得旋律

线条音色更加柔和明亮，我们演奏时要突出高声部的旋律音，高音弹奏时手指尽量

贴键，用指腹触键，恰当安排指法，例如4—5—4的交替，而大拇指在低音弹奏时离

键稍快些，注意大拇指及其连接的手掌关节的放松。过程中注意手指的横向进行，

手指不能高高抬起也不能直直下键。要将八度音弹得连贯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一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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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漫长的过程，其中，耳朵和手指的配合练习十分重要。

例2．6：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副部(第51—6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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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音乐语言产生的技术难点

由于音乐创作的丰富性，这一类由特殊的音乐语言所产生的技术难点，并不都

能在平时的技巧性练习中找到。笔者认为，在面对这一类技巧难点时，需要我们在

对谱面的认真解读的基础上遵循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先在心中找到想要的音响音

色，根据听觉调节手指，方能一步步在练习中靠近目标。

2．2．1多声部(音层)中的旋律线条

舒伯特擅长歌唱柔美的长线条旋律，但当音乐线条在多声部中进行还需要我们

突出主旋律时，那就非常考验演奏者对手指的控制能力。这首作品中多次同时出现

多个音层多条旋律线的刻画，乐思细腻安静，富有诗意。

在副部主题这一例子中，Ligato的标注和P力度记号表示，整体把握好P的力

度的同时，还要突出主题旋律的歌唱性，使其线条连贯圆滑，气息流畅。即我们需

要做到横向的音乐发展与纵向上声部层次的兼顾。首先，对于弱音的演奏，要掌握

好运力方式，在练习时就要撑好手掌支架，指腹贴键将身体力量缓而深地传入琴键，

这时候手掌关节以上都是松弛的，手指是有控制的。真正漂亮的音色都需要放松的

状态与力量的支持，力量要通过手指沉到琴键中，我们要将手指放平，触键深缓力

图营造温暖厚实的声音。第二步将旋律线条找出来，将它与其他声部有所区分，联

系到实践演奏中要将旋律音按得更深，给手指与更饱满的力量支持。其他声部的音

下键时可以稍浅一些。最后要将句子的线条连接起来，按照旋律的走向手型稍作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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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利用力量转移使音乐歌唱起来。不仅主旋律线条用手指相连其他声部出现的旋

律线条亦是如此，但触键的把握上要更浅一些；而对于其他声部出现的同音重复，

我们可以对该声部采用非连音的弹奏方式，或在琴键还未完全放干净前及时下键，

制造比较连绵的效果。

例2．7：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副部主题(第37—5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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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均衡的伴奏

当一个声部出现旋律音时，另一声部以一组多个音的固定音型出现，这种有规

律的织体伴奏往往能为旋律增添气氛，推动乐思发展，而在声部分明的情况下，就

需要把握好旋律声部与伴奏声部之间的音量均衡。大部分时候，伴奏声部在左手出

现，但由于左手手指力量较为薄弱，快速均衡的律动又考验手指耐力，固定伴奏音

型的弹奏中也成为一大难点，并不能简单忽视。

此处(谱例3—8)连接部作为承上启下的一部分，英雄性色彩开始淡化，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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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要求为P，意味着左手需要更弱的力度才能达到力度均衡而不破坏右手声部

的旋律。而左手带有双音的快速十六分音伴奏织体，在拍点低音上带有双音，演奏

时既要四音一组突出其动力特征又不能将双音弹得太重。这部分左手必须单独练

习，弹奏时手指必须十分贴键，每四个音为一组，以第一个音(双音)为支点适当

转动手腕，但动作要小，利用力量转移将这些十六分音组弹得平稳流畅。另外，在

手指下键的力度与速度上都要有所控制，和右手声部形成均衡的音量，以达到烘托

氛围的效果。

例2．9：舒伯特奏呜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连接部(第21—28小节)
tI ‘

54小节(例2．10)开始的左手三连音的伴奏织体增强了音乐的流动性。同样

是P的整体力度下，左手首先要把握好弱力度的触键方式，同时要注意手腕的落提，

根据谱子上所标记的奏法，我们要在一组三连音中的第二个音奏完瞬间利用手腕提

起手指，同时又不能破坏一组三连音的节奏，即要在节拍上将三连音弹奏均匀，又

要使音乐富有流动感。这是需要细心练习把握的地方。

例2．10：舒伯特奏呜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副部(第5l一6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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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音乐情绪的对比刻画

跳音与连线的弹奏是我们在学琴初期就会遇到的课题，对音乐情绪的表达更有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跳音为音乐增添动力，连线使音符连贯。舒伯特在这部作品中

大量使用跳音与连线，在乐句中对比与配合，丰富音乐表情。因而，这些小细节的

处理需要我们仔细对待。

连线与跳音大量配合作用在呈示部的连接部，以呈示部26—28(见谱例2．9)

小节为例，跳音包裹着一小节带连线旋律音，大跨度的音程行进加上跳音的配合，

增添了一抹活泼的色彩，pp的力度要求我们弹奏时要注重轻巧的感觉。这部分的难

点在于要求连奏的音符之间出现了十度的音程跨度，对于手小的演奏者来说要将音

符弹得连贯有一定困难，需要借助手腕的灵活带动，另外注意这过程中手指的战立

要有重心，不然声音容易“发虚”。再来说说跳音的弹奏，十六分音跳音原本时值

就及其短促，弹奏时要有所准备，指尖主动地弹奏，动作要小，尽量不涉及到手腕；

后面两个四分音符要有弹性且饱满，让人回忆起主部主题开头的动力感。

下面出现在呈示部开头的例子中，14-16小节也是一个动力感十足的片段，跳

音的力度虽轻，但要弹得饱满；小连线开头的音通常都要予以强调，而且加上了重

音的提示，手指掉落下来时要坚实有力；连线中的音是要体现一种保持的状态，尾

巴音手腕带动手指提起，要弹得有弹性。这一片段旋律音的上升，富有推动力，演

奏时要有蓄势待发、伺机而动的感觉。

例2．1l：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第13—16小节)

下面这个例子中，出现了连跳音，连调音和连线产生的音型与上个例子中的素

材相似，但力度截然不同，所营造的情绪也有所差异，跳音要演奏的铿锵有力，后

面和弦与单音之间的小连线尾巴音提的动作要很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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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12：舒伯特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呈示部展开部(第80—84小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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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录音版本的音响比较

舒伯特的晚期三首钢琴奏鸣曲蕴含了丰富的情感表达与深刻的哲思，是许多钢

琴家喜爱尝试录制的曲目。而对于这首D．958的第一乐章，笔者聆听对比了众多不

同版本，在这里将列举三位钢琴家内田光子、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和威廉·肯普夫

所录制的演奏版本，从速度把握、力度变化、音色处理的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演奏。

3．1速度把握

O．958第一乐章开头标注了allegro。但演奏家通常会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不同

理解，对速度有不同的安排，所以笔者想到先由时间长度上做一整体性比较。而由

于三位钢琴家的录音版本中只有内田光子将呈示部进行了反复，总时长的数据对比

并不直观，所以我记录了每个录音在时间长度上的进行，比较不同版本在演奏过程

中各个部分的整体快慢。以下是三位演奏家各个曲式部分的演奏时长：

呈示部 展开部 再现部 尾声

布伦德尔 2’48’’ 1’27’’ 2’ 33’
’

57’
’

内田光子 2’ 45’
’

i’29’’ 2’ 33’
’

49’’

肯普夫 2’ 58” l’ 50’
’

2’48’’ 1’ 12’
’

表1：D．958第一乐章三个录音版本各部分演奏时长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粗略地对每个录音的演奏时长有一了解，布伦德尔与内

田光子的整体演奏用时长相差不大，体现在各个部分的数据相差无几。而肯普夫的

演奏用时最长，对作品速度的整体把握明显较其他两位稍慢。第二步，我们来比较

一下他们在演奏不同段落时所采用的速度，比较他们在段落间的速度变化。由于再

现部的速度与呈示部差异不大，不在此罗列。下面是三份录音版本中第一乐章各乐

段大致的演奏速度(表格中的数字即为速度，如数字128代表J=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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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 展开部 尾声

、

演奏版本 王 连接 副部 副部 副部 结束 引入 中心 结束

部 部 1 2 3 部

布伦德尔 128 129 84 90 122 87 130 127 126 85

内田光子 116 122 84 96 127 95 124 124 1 14 108

肯普夫 109 117 87 93 105 90 101 99 105 83

表2：D．958第一乐章三个演奏版本各段落速度

观察比较三位演奏家大致的速度布局可以发现，三位演奏家在演奏这一作品时

都不是一味机械地按照一个速度数值刻板地演奏，在大框架改变时，都在段落问都

依照音乐情绪与音响的需要对速度做了调整。其中布伦德尔在段落间速度的伸缩处

理较为自由。而内田光子和肯普夫的速度在整体上比较平稳，段落间的速度转变不

如布伦德尔明显，尤其是肯普夫。但在听觉过程中，你会发现布伦德尔在音乐段落

的内部进行中，节奏更为平稳，具有德国人严谨的气质，拍点明显。而内田光子使

音乐线条的发展更多了些轻重缓急，整体速度较快，肯普夫音乐整体上听上去较慢，

也同样具有推动力。这其中，弹性速度的处理让听觉上形成不同的情绪与感受，也

是形成演奏风格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个版本在第一乐章的速度上的都有个性化的处理。内田光子其中一个特点是

在重音之前都会加入较大的气口，予以强调。布伦德尔习惯在某个段落即将结束的

时候会做一点渐慢的个性化处理，比较明显的例子如第52、62、84小节，用速度

的变化给人音乐形象转变的提示。而肯普夫的演奏更像一个沉思的老者，即使演奏

快速跑动段落也悠然自得，对速度的掌控也极为平稳。如16小节一19小节(谱例)

的分解八度上行，布伦德尔是平稳有紧张感地上行然后直击和弦，内田光子的做法

是微微加速而在和弦落下之前加入了一个大气口营造气氛，肯普夫则采用了现紧后

松的方式，很让人回味。

3．2力度处理

恰当、适合的力度处理是音乐是使音乐获得内涵的重音手段。三位大师在对待

该作品时都十分严谨，谱面上的力度记号与表情术语都被严格地执行，力求表达作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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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本人的意图。

而在实际的演奏过程中，除了作曲家标明的表情记号，不仅段落间需要力度的对比，

音符与音符之间更会出现微妙的层次变化，即使是细小的处理，也能给听众带来不

同的心里感受。

比如作品开始的动机片段随着和弦中心音的半音升高，力度不断增强的渐进

感，三位大师都有不同的处理。再比如副部主题中犹豫的情绪氛围是不能单单通过

谱面的力度标记来解释的，这就需要演奏者有自己精心独到的安排与处理。个人的

听觉感受来说，内田光子的力度把握到位，动机片段的果敢，连奏片段的柔情，十

六分音符集中时的不安，通过力度对比很好地表达了不同的音乐形象，但细节处理

显得小心翼翼，严格遵照乐谱演奏，力度变化较为精简。布伦德尔要更显奔放一些，

情绪对比强烈，凸显作品的戏剧性，在乐谱没有标记的地方加入力度的细微变化，

所做的力度上的推进与周旋使音乐在行进中更有动力，横向上更具层次感。而肯普

夫在力度的对比变化上所做的并不十分夸张，但在静静的沉思中，你能跟着他的每

个音符看到色彩的变幻，仿佛看似平静的海面暗潮涌动，旋律线条刻画得十分精细。

3．3音色控制

在钢琴上，通过不同的触键方式和踏板的使用，可以给听众呈现上千种音色。

同时，身体构造不同加上弹奏方式的改变，能使每一个人即使演奏同一架钢琴，产

生的声音也是千变万化的。这种摸不到看不见的微妙变化，传入人耳却能让你产生

画面感与各种不同的情绪体验。当然，这种体验是非常个人化的。安东·鲁兵斯坦

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您认为钢琴师一件乐器?它是一百件乐器!”(涅高兹《论

钢琴表演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第64页)

这三份录音当中，最早我听到的是肯普夫的版本，着实惊讶于他迷人的触键，

可以制造如此细微的音乐层次。 这部作品中，他在演奏副部主题时音色给人的感

觉厚实而圆润，像是寒夜里喝了杯小酒后温暖包裹了你，在他的演奏中你可以感受

到其稳定坚实的触键，但不会给人太过刚硬之感。同时，踏板的使用十分谨慎，他

善于利用手指调动钢琴音色，也更在意作品的抒情气质，例如62小节处包裹旋律

音的十六分音符段落不似其他两位演奏家那般轻巧，而更重线条的连贯。

而布伦德尔的音色则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铿锵有力的和弦在他的指尖自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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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他的演绎在我听来是最具英雄气质的，触键坚实灵巧，饱满而充满颗粒感，如

同话语般字字珠玑敲打在听者心上，而在不同的段落，对不同声部间钢琴音色有不

同的把控，层次丰富，

内田光子的音色给人清晰明亮之感，灵敏透明的指触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内

敛，却不失坚韧。动机出现的戏剧性段落其和弦给人以自信而坚毅之感，快速跑动

的动力片段，又能激发听众的热情，歌唱性段落又极致地发展了抒情的效果，自信

与坚毅之外还充盈着凄美与悲凉。

3．4对三个版本风格的比较总结

三位演奏家对作品的把握是有相似性的，节奏平稳流畅、音色平衡，层次丰富，

他们力图展现舒伯特本来的样貌：一位不不刻意、不张扬却及其注重情感抒发的舒

伯特与一部古典架构下浪漫主义情感内容的作品。

内田光子女士的音乐中总有一股特别的东方情调，质朴真诚，诗意而不造作，

她演奏舒伯特、莫扎特、舒曼和德彪西的作品，但尤为钟情于舒伯特。她这首作品

的演奏给人感觉干净流畅，刚柔并济，闪着精简的光芒。

而布伦德尔和肯普夫同为德奥学派的钢琴家，在作品把握上的特点是理性的控

制。布伦德尔录制的舒伯特录音版本饱受赞誉。他对于这部作品的演绎在人听来铿

锵刚毅，自由洒脱。在严格遵照乐谱的标记所演奏的同时，更深层地分析挖掘乐谱，

不乏新意，既有浪漫主义的风度意蕴，也有古典风格的精神态度。音乐性格的把握

上较为严谨，但听觉上激荡流转，不落入俗套，或许这是最贴近舒伯特的演奏，值

得细细品味。

肯普夫也是一位尤其钟爱舒伯特的钢琴演奏家，他的曲目并不非常广泛，但却

坚持录制了一整套的舒伯特奏鸣曲，足以见其对舒伯特的喜爱。晚年录制的这首作

品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也过滤掉了过多的感情冲动．对呼吸分句有自己独到的

把握，慢速度的处理是否符合舒伯特的本意还有待商榷，但指尖下所描绘的舒伯特

更加沉静与宽广，更具思想的穿透力。

面对同一个作品，由于各人性格、经历、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演奏诠释上也会

有所偏差。 三位大师在作品的大框架下，以各自的风格特征来诠释了这部作品作

品的意图，使我对作品的演奏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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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D．958是舒伯特晚期最后三首奏鸣曲之一，作品使用悲剧性的c小调表达了对

前辈的崇高敬意，也包含了他整个曲折人生的经历与音乐感悟。在我的感受中，

舒伯特的音乐作品澎湃不显沉重，诗意但不浮夸，比贝多芬多了份轻盈，比肖邦

多了份亲切。他的音乐语言没有丝毫的刻意与造作，如此的真切质朴，这大概也

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的众多作品在生前都未得到发表，他努力一生也没有谋

求到宫廷乐师的职位，他也没有专业系统地学过作曲，他更没有名誉的制约，所

以他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的创作完全是本着对音乐的敬意和热爱，也正因此，

在我们听来是如此发自肺腑。我很高兴能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接触到舒伯特的

奏鸣曲作品，经过对作品深入的研究与学习，舒伯特在我的心中的形象也更加饱

满。有人形容他在艺术歌曲方面的成就时说，他把诗谱成了曲，我觉得，他更是

把音乐写成了诗。舒伯特音乐作品的奥妙，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聆听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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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中涉及的舒伯特D．958第一乐章录音版本详情

内田光子版本：收录在2004年Decca发行的专辑(<Mitsuko Uchida Plays Franz Schubert))，编

号4756282

布伦德尔版本：收录在1994年Philips Classics发行的((Schubert：The Last Three Piano Sonatas))，

编号4387032

肯普夫版本：收录2000年DG公司发行的专辑《Schubert：The Piano Sonatas))，编号463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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