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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研究

摘要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udwig van Beethoven L770～L827)，是德国伟大

的作曲家。他创作的32首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他把钢

琴奏鸣曲这一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提高了钢琴奏鸣曲的艺术表现力，它对

于钢琴艺术的重要性被喻为“新约圣经”，是每位学琴者的必修课程，也是钢琴家的

必演曲目。

本文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沦分析，并在此基础【二，综合诸

多演奏家特别是笔者演奏过其中的23首的实践，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所作的

专题研究。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概况。(一)以贝多芬的创作背景为出

发点，阐明了贝多芬人生观的确立，对其音乐创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贝多芬通过

自个人艰苦奋斗实现美好理想的音乐理念，是他钢琴奏鸡曲中独特艺术个性形成的

思想基础。(二)阐述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分期，纵观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创

作的全部过程。第二部分系统地论述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一)从他对

钢琴奏鸣套曲的结构上发展与创新来论述了他奏鸣曲的结构特点。(二)从调性方面

论述了贝多芬奏鸣曲调性运用的创新手法。(三)从旋律结构方面来挖掘贝多芬奏鸣

曲的个性特征。(四)详细的论述了贝多芬奏鸣曲各种其它具有独创性的作曲及演奏

手法(使用冗长的颤音、变奏曲式的应用、赋格曲式的采用、连奏用法的使用等)。

第三部分论述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风格。(～)从音乐语言的结构与陈述方式

来分析贝多芬钢琴奏呜曲的艺术特色。(二)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速度和节奏上论

述怎样演奏其作品。(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个性化的强弱及力度变化分析。(四)

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旋律处理、踏板的运用来考察其具体的演奏方法。(五)通过

乐谱版本的比较和不同演奏家的演奏表现，分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音乐表现上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在对比和鉴别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以确定自己的演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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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演奏研究



Play research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Abstract

Beethoven(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was the great composer of

Germany．The 32 piano sonatas that he created occupies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 art

history in piano．He had developed this form of the piano sonata into a new peak，had

raise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piano sonatas．The importance to piano art of it is

known as”New Testament of the Holy Bible”，which is the compulsory course of each

person who studies musical instrument，and which also is the role of the song pianists

must play．

This paper carries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ly deeply to Beethoven’S

piano sonatas，and on this basis，synthesize a great deal of artistic practices especially the

author who played the sonatas of 23 Beethoven and studied the playing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The full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ltogether．

First part has described the creation overview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1)

regards Beethoven’S background of cre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exp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eethoven’S outlook on life，to its important influence produced of music

composition．Beethoven through individual is it realize bright ideal music idea to live

plainly and struggle hard since，his piano unique artistic thought foundation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 form in the sonata．Explain Beethoven creation，the piano of sonata

by stages，make a general survey of all course that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is created．

Second part has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vention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systematically．(1)is chirp from him to piano structure of divertimento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s it describ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he of sonata to come to

play．(2)respect expound the fact Beethoven is it chirp melody innovative tactics of

application to play from person who transfer．(3)is excavate individual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Beethoven of sonata to come from reelody structure．(4)detailed sonata

various kinds of other innovative to compose music and play tactics，Beethoven of

argumentation，(use tediously long trill，application，variation of musical form，compose

doses ofadoption ofmusical form，continue playing use ofusage，etc．)．The third part has

described the play style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1)is analyzed Beethove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the piano of sonata to come from structure and statement way，music of

language．(2)expound the fact from speed and rhythm ofBeethoven。S piano sonata how to



play its works．(3) individualized power and dynamics changes analyse of the

Beethoven’S the piano sonata．(4)deal witll the melody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Application of the footboard come to investigate his concrete play method．(5)through

edition comparison and performing with accomplished performer of music book Play and

behave，it is analyzed that the piano sonata music of Beethoven displays variety and

abundant on，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ks in order to confirm one’S OWn play

style in comparing with and distinguishing．

Postgraduate student：Wu Jun(Musicology)

Directed by Pro．Xing Zhou

Keyword：Beethoven；Piano sonata；Play and study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引言

在音乐文献中，关于贝多芬研究的论著，可以说是多不胜数，研究贝多芬钢琴

奏鸣曲的资料也可谓汗牛充栋。所有这些研究著述都应理解为是对贝多芬研究的不

断深入和丰富。而作为钢琴演奏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时，我更

注重的是通过这些理论研究和技术分析能够深入了解贝多芬的音乐思想和艺术创

作，充分把握贝多芬钢琴奏呜曲的演奏特点，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贝多芬奏呜曲的

演奏方式乃至形成自己的贝多芬奏鸣曲的演奏风格。

本文是从如何演奏的角度来系统研究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音乐。首先是以贝多

芬的创作背景为出发点，阐明了贝多芬人生观的确立，对其音乐创作所产生的重要

影响。贝多芬通过自个人艰苦奋斗实现美好理想的音乐理念，是他钢琴奏鸣曲中独

特艺术个性形成的思想基础，并且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分期，纵观了贝多芬

钢琴奏呜曲创作的全部过程。另外，系统的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从

他对钢琴奏鸣套曲的结构上发展与创新来论述了他奏鸣曲的结构特点；从调性方面

论述了贝多芬奏鸣曲调性运用的创新手法；从旋律结构方面来挖掘贝多芬奏鸣曲的

个性特征；贝多芬奏鸣盥j各种其它具有独创性的作曲及演奏手法(使用冗长的颤音、

变奏曲式的应用、赋格曲式的采用、连奏用法的使用等)，以求揭示贝多芬独特的艺

术个}生，为演奏作好准备。

怎样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从音乐语言的结构与陈述方式

来分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艺术特色，把握奏鸣曲全曲的结构框架，以实例为依据，

从贝多芬奏鸣曲的个性化的强弱及力度变化、速度和节奏的适当伸缩、旋律的处理、

踏板的运用，以及乐谱版本的选择音响资料的借鉴等方面，系统的论述贝多芬奏鸣

曲的演奏方法，洞察其音乐内涵，探求出色的演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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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第一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概况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于1770年出生在德国的波恩，

于t827年在维也纳去世。在他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创作了大量不朽的音乐篇章，

给人们留下了丰富而保贵的音乐财富。贝多芬是古典乐派音乐与浪漫乐派音乐的桥

梁，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在音乐历史的发展中他是⋯个重要的

里程碑式的伟大作曲家。

贝多芬的幼年时期正是约瑟夫二世推行“开明专制”的时期，波恩的统治者也

效仿着实行了一些改良的措施，使波恩成为当时德国的启蒙运动中心地之一。贝多

芬从1781年起，在波恩的剧院的乐队里工作，师从这个乐队的指挥、启蒙运动作曲

家奈弗(c．G．Neefe 1748—1798)学习音乐，在奈弗的教导下，贝多芬才真正认

识了学习德国民族音乐传统的重大意义，并开始学习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

和埃曼纽尔·巴赫的钢琴奏鸣曲。同时，奈弗也引导贝多芬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对当时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89年前后，贝多芬的思想逐渐成熟，他在波恩大

学旁昕了哲学课，尤其受到了激进的启蒙主义者、文学教授E·施奈德尔(Schneider

1756-i794)的启蒙思想教育和革命热情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

博爱”也深深地在贝多芬心中打下了烙印。这种革命的影响和启蒙思想的哺育，逐

渐形成了贝多芬崇高的人生观。1792年贝多芬赴维也纳，跟随饱所敬仰的著名音乐

家们深造，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他曾随海顿学习作曲，还跟随当时著名的管风琴

家、作曲家阿尔布来希贝尔格研习对位法。在学习的同时，贝多芬很快就以钢琴演

奏家的身份，尤其是以即兴演奏技巧高超的天才形象，受到维也纳上层社会的欢迎。

贝多芬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充分而迅速的发展。在贝多芬的一生中，这是个幸福时期，

这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显露着那种乐观主义的奋发向上的精神。1798年奥法建交，已

在维也纳定居的贝多芬有机会直接了解了法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直接接触了法国革

命时期的音乐，法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他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气魄给

予了贝多芬巨大的鼓舞。

正当贝多芬的创作及表演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命运却给了他人生经历中巨大的

痛苦考验，他发现自己患了耳疾，而且日益严重以致失聪。1802年lQ月他写下了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因病痛加剧使贝多芬极其绝望以至想放弃生命，但是对艺术

的崇高信念使他继续在不幸中生存和奋斗，他最终战胜了自己的沮丧，音乐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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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支柱，他决心在把所企望的音乐全都写出来之前是绝不能放弃生命的。这次

经历之后的贝多芬再也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头，“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我将和我

的命运抗争”等名言正是他后半生思想和行动的写照，对其后来的创作风格电有非

常大的影响。大约自1819年起，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觉，这给贝多芬带来了诸多的

麻烦，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使他陷入孤独的无声世界。而于无声处对有声世界的

渴望与探求使贝多芬获得了一种异常精确的“内在听觉”和独特的沟通语言——那

样强烈、震撼的音响和柔弱的轻声呼唤——这正是贝多芬钢琴奏呜曲中最富个性的

一个特点所在。

贝多芬在他一生中从未停止过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这与他本身所处的社会阶

级地位有密切的关系。贝多芬出身于几代都是音乐家的市民阶层，在十八世纪末到

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这个阶层正处于从封建阶段的奴仆地位向资产阶级“自由”艺

术家过渡的阶段。贝多芬可以说是这个“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当他自觉地意识

到人类的自尊和作为天才艺术家的内在自由时，绝对不能容忍贵族等级制度下所处

的屈辱地位。贝多芬把自由看成是最宝贵的财富，称要“爱自由甚于一切。”他把精

神上能获得自由的市民知识分子看得比那些精神空虚、贫乏的贵族们要优越和高尚。

他有艺术家独立的品格和自豪感，贝多芬对精神自由、人人平等的追求和个性解放

的渴望，都体现在他的音乐中。贝多芬的音乐中有一种坚强不屈、孤傲自立的独特

品质，这是他不同与其他音乐家风格的重要特点，因此，在演奏他的奏鸣曲时一定

要注意表达出这种特别的气质。

贝多芬革命情感的成长，理想目标的确立，以及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的喜

爱和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变化都是他创作特点形成的重要因素。在贝多芬的钢琴奏

鸣曲不断的成熟发展中，思想性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他的奏鸣曲之所以能发展到

奏鸣曲历史的高峰是因为他所固有的特色和不断创造的新内容都源于他的思想性不

断的升华．并有意识地把思想内容溶入至4音乐中去，使它明晰，能尽情发挥，同时

又起到对音乐的推动作用。

贝多芬音乐中的思想内涵是受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影响而形成的。法国军队的战

斗精神与雄壮、威武的军乐和歌曲，振奋着贝多芬的精神，成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奏鸥曲中经常出现的鼓舞人心的催人前进的号角音响，

往往就是法国革命思想及其音乐的表现。因此，贝多芬的音乐中的最高形象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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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分期

1、早期创作：时间系指1800年以前，即他在波恩及维也纳前期所创作的钢琴奏鸣

曲。这时贝多芬正处于青年时代，他精力旺盛，充满了理想。他的钢琴奏鸣曲在这

时期大多遵照海顿和莫扎特遗留下来的古典形式，但逐渐地随着他对奏鸣曲形式的

不断探索，他的独特风格也慢慢地显露出来。

早期创作的钢琴奏鸣曲作品：

1796-1799年创作：Op．2 No．1(f小调)、No．2(A大调)、No．3(C大调)、Op．7

(降E大调)、Op．10 No．1(c小调)、No．2(F大调)、No．3(D大调)、Op．13(C

小调)、Op．14 No．1(E大调)、No．2(G大调)。

2、中期创作：时间指1801——1814年。这时期，贝多芬的音乐表现出思想的成熟，

他不再受古典形式的约束，表现手段更加自由，英雄性也完全体现出来，完全形成

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中期创作的钢琴奏鸣曲作品：

1801 1802年创作：Op．22(降B大调)、Op．26(降A大调)、Op．27 No．1(降

E大调)、No．2(升C小调)、Op．28(D大调)。1802—1809年创作：Op．31 No．1(G

大调)、No．2(D大调)、No．3(降E大调)、Op．49 No。1(g小调)、No．2(G大调)、

0p．53(C大调)、Op．54(F大调)、Op．57(f小调)。1809—1814年创作：0p．78(升

F大调)、Op．79(G大调)、Op．81a(降E大调)、Op．90(e小调)。

3、晚期创作：创作时间是1815年以后的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

这五首奏鸣曲确认了贝多芬晚年伟大的创造性天才，他使奏鸣曲的形式服从于

他完全成熟的音乐内容。贝多芬晚期的创作，明显倾向于曲式结构的完全自由，摆

脱一切传统规则，而即兴性、心理的探索、深刻的哲理性、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思

维是这时期作品的突出特点。

晚期创作的钢琴奏鸣曲的作品有：

Op．101(A大调)、Op．106(降B大调)、Op。109(E大调)、Op．110(降A大调)、

Op．111(C小调)。

贝多芬作为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以深刻、锐利的眼光，敏感地把握住了时代和

社会的本质。他的创作反映了人类的苦难、斗争和希望。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

的内容。他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予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并通过创作大胆地表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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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钢琴奏鸣曲具有更宽广、

更富有戏剧性的音乐效果。因此，他不仅扩大了钢琴的演奏音域，增强了力度对比

而且还加强了奏鸣曲式结构内部的对比因素，扩大了展开部的矛盾冲突和发展动力

使得他的钢琴奏鸣曲远远地超越了前人，创造了他自己的独特音乐风格。



第二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

第二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

一、打破传统规则，丰富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内容

贝多芬奏鸣曲的创作在结构方面，

特点，但随着他对奏鸣曲的不断探索，

奏呜曲的结构做了许多完善和创新。

l、改变乐章的传统次序：

虽然在最初的创作中，他继承了前辈的一些

为了使奏鸣曲的形式更好的为内容服务，将

钢琴奏呜曲是欧洲古典音乐中常用的一种大型的多乐章的钢琴套曲，它经过二

百多年历史的演变，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结构。在海顿、莫扎特时代，钢琴奏鸣曲一

般由三或四个乐章组成。三个乐章的形式为：快板——慢板——快板；四个乐章形

式为快板——慢板——小步舞曲——快板。第一乐章通常以奏鸡曲式写成。到了贝

多芬时代，他对各个乐章的次序不是墨守陈规，在一些作品中，没有按照常规的乐

章顺序创作，使音乐形式变得更新颖。其中嚣典型的一酋是降^大调奏鸡曲0口，26，

这首奏呜曲完全打破了乐章顺序方面的传统：第一乐章没有用奏鸣曲式，用的是主

题与变奏曲，第二乐章是谐谑曲，第三乐章是葬礼进行曲，第四乐章是回旋曲。虽

然这首奏鸣曲由四个乐章组成，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属于奏鸣曲形式的乐章，而且也

打破了快——慢——快的结构规则。

2、将作品的创作重点放在末乐章

自海顿以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奏鸣曲都是把重点放在第一乐章上。而贝多芬

的奏鸥曲中，有些作品就打破了这一规则。如降E大调奏鸣曲Op．27 No．1，贝多

芬打破了第一乐章为主乐章，缩小了它的规模，把重点放到最末乐章上。另外，这

首奏鸣曲附有“幻想曲似的奏鸣曲”的标题，使得乐曲的性格表露得十分明显。第

一乐章是行板——快板、复合歌谣曲式，第二乐章是活泼的极快板、复合歌谣曲式，

第三乐章是富有表情的柔扳、歌谣曲式，第四乐章是活泼的快板、回旋曲式。各个

乐章的结尾处都没有划上乐章终止的复纵线，这是要求整首乐曲几个乐章从头至尾

一气呵成地连续演奏，所有的乐章和段落都由统一的脉络贯穿起来，使全曲的感情

都向末乐章汇集。

3、用谐谑曲代替小步舞曲

贝多芬逐渐将谐谑曲Scherzo(多为快速三拍子的短小乐曲，性格幽默、诙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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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引入到奏呜曲套曲中。经常用谐谑监乐章来代替小步舞曲乐章，使作品的动

力性增强了，富于朝气，和声织体也更加丰富。表现出对宫廷风格的反叛，使音乐

从浓郁的宫廷气息中逐渐向世俗风格转变。例如：A大调钢琴奏鸣曲Op．2 No．2的

第三乐章就是用谐谑曲代替的小步舞曲。另外，贝多芬将谐谑曲也引入到交响曲中，

丰富了交响音乐的表现力，可见，谐谑曲的加入不仅是在一两个曲子、个别案例中

使用，而是作为一种音乐理念在其他的体裁中也有体现。

4、把奏呜曲各部分的容量扩大：

(1)扩大引子：C小调钢琴奏鸣衄Op．13的第一乐章就是典型的例子。缓慢长大的引

子音调庄严，感情崇高，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其中运用了附点音符大和弦来烘托命

运的不幸落到了作曲家的身上，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使情绪变得非常沉闷。这一1长

大的引子表现经过了思想上的斗争以后，悲哀的情绪越来越小，最后决定战胜困难，

向命运挑战，就出现了呈示部快板那奋发向上，奔腾不息的音乐。引子为呈示部积

蓄了力量，与呈示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往作曲家创作的引子篇幅很小，它带有

一些主题的因素，感情对比也不太强烈，而贝多芬这首奏鸣曲将引子提高到了重要

的位置，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对比。这首奏鸣曲的创作已经不在受海顿和莫扎特古典

风格那典雅、平和的创作手法的束缚，作品中的情感大大超过了前人，情绪激昂、

感情崇高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贝多芬自己的创作风格。

(2)扩大主题的容量：以前其他作曲家所创作的奏鸣曲大多都是一个副部主题，由

于贝多芬赋予了奏鸣曲的巨大思想内容使奏鸣曲的容量增大，创作出了双主题奏鸣

曲，如c大调钢琴奏鸣曲Op．2 No．3的第一乐章是双副部奏鸣曲式。这首奏鸣曲是

贝多芬青年时期创作的，音乐中充满了朝气蓬勃，刚毅向上的气质。第一副部主题

是从27小节——38小节，是由g小调构成，因此与主部主题的大调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音色应弹得优美柔和。第-N部主题是从47小节——60小节，旋律转到G

大调上，音色是明朗歌唱的。

(3)把结束部扩大为第二展开部，如c大调奏呜曲Op．53的第一乐章。这个结束

部规模非常大，在发展手法及情绪上仿佛是第二个展开部，内容十分充实。已经被

尽情发展了的音乐素材又被贝多芬尽一切可能加以多样的变化：上下行音阶大幅度

起伏，左右手快速音型的连续交替，从低到高的音浪冲击，都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

澎湃力量，形成了全曲的高潮。



第二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

二、调性特征

奏呜曲的乐章中，按古典规范并不是任何调性都可以用的，它们之问有一定的

调性布局规则，大都采用近关系调。面贝多芬在调性安排上有羞独到的见解，他的

奏鸣曲中经常使用远关系调，其中包括乐章内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之间和整个奏鸣

曲乐章间的调都常常运用远关系调。远关系调的运用是为了制造更强烈的调性对比，

体现更大的矛盾冲突。贝多芬之所以能很好的使用远关系调的创作手法，是因为他

有哲学性的思维方式，具有高超的结构技巧和想象力。奏鸣曲乐章内，传统的奏鸣

曲式，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调性关系为“主一属”关系，而贝多芬进行了新的尝

试，多次改变调性关系，改为“三度关系”如Op．106第一乐章(降B大调—G大调)；

第三乐章(升r小调一D大调)等等，这种三度调性关系成为浪漫主义区别于古典

主义的煦型调性关系，可以说贝多芬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三、旋律特征

1、上下行音阶式的级进与分解和弦式的跳进相结合是贝多芬旋律特征之一，其中又

分为几种形式。

(1)先级进后跳进：如C小调奏呜曲op．13主部主题右手旋律是音阶式的，在左手

八度分解和弦的背景衬托下，随着同音型的反复和音乐的不断攀升使主题具有极强

的运动感。(谱例1)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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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是级进没有跳进：如C大调奏鸣曲Op．53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是音阶式的级

进形式，横向的旋律线优美．纵向的和声丰富，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谱例2，

从35小节开始)

谱例2

(3)先跳进后级进。如f小调奏鸣曲op．2 No．1第一乐章，以上行的断奏分解和

弦音型形成了富有直率性格的主题，增强音乐的戏剧性。(谱例3)

谱例3

又如C大调奏鸣曲0p．2 No．3第一乐章呈示部中的连接部主题也是这种形式，使音

乐力量不断叠加，形成了连续上升的气势。(谱例4，从53小节开始)

9



第二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

谱例4

2、用音型和短句在不同音高上重复，造成一种持续的手法构成的主题。突出地体现

在升C小调奏鸣曲0p．27 No．2的第二乐章中。(谱例5)具有随想式的音型，富有

语言化、口语化的特点，旋律优美、典雅。

谱例5

3、旋律具有管弦乐队的效果。这个特点的典型例子是D大调奏鸣曲0p．10 No．3的

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旋律中的双手八度的进行使音乐气势宏伟、气息宽广，呈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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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弦乐队的音响效果。

4、旋律中切分节奏的运用：能使音乐增加动力性，使音乐有律动感。

如c小调奏鸣曲Op、13第一乐章呈示部的主部主题。(谱例6)

谱例6

又如d小调奏鸣曲0p．31 No．2第一乐章呈示部的结束部也运用了切分的节奏，使

音乐有跌荡起伏的效果。谱例7

谱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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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的创作手法

I、使用很多冗长和难以演奏的颤音，降B大调奏鸣曲Op．106第一乐章两次出现了

二十四拍的颤音，而且在结尾时左手出现了长达三十五拍的连续颤音。原来颤音的

本意在于表面装饰，在于通过连续的反复而使一个音得以延长以此来弥补钢琴不能

演奏连续音的缺憾，但是在贝多芬使用长颤音的这几部作品中，它们所表达的是一

种对应于宗教礼拜仪式中的吟唱效果，这种手法具有贝多芬的独创性特点

2、变奏曲式的应用，也是9l多芬奏鸣龃创作中豹一个显著特点。钢琴奏鸣曲Op．10q

第三乐章以及Op．11l的第二乐章完全是以变奏曲的形式写成，这种情况在贝多芬的

钢琴奏鸣盐创作中也是不多见的。贝多芬是～位变奏凿大师，他的许多变奏{乍品都

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以往贝多芬常把许多主题材料以变奏的形式呈现出来，

并且大多出现于奏鸣曲式的乐章中。如呈示部中陈述的主题在再现部中再现时，是

以新的面貌出现。比较简单的变奏手法可以从op．14 No．1第一乐章快板中找到，

其中为主部主题伴奏的左手部分，首先以八分音符的形式出现于1--4小节，再现时

被富有很强动力性的十六分音符构成的音阶所取代。

丽他在晚期创作中大量采用变奏技巧则显示出贝多芬创作思维从主题素材的发

展由建立于主题、副题、发展部等奏鸣曲原则的辨证式转向于单一乐思的自我发展

的内心冥想式。由于采用了变奏手法，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中，对一个简单旋律阱

及和声因素进行内心深层冥想和持续精神探索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大于他以前所强调

的调性冲突、戏剧因素等创作手法。

3、赋格曲式的运用，贝多芬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广泛采用了赋格曲式。一方面是由于

他早年研究过巴赫的作品，受其影响，另一方顽贝多芬在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以

后，音乐更抒情、更富于哲理性，因此产生了晚期的复调性乐章。如A大调奏鸣曲

op．101的第四乐章是用奏鸥曲式快板形式写成的复调性乐章，主部主题由双手卡农

动机构成，经过双手转换反复之后进入四声部进行。副部主题以单音手法形成，并

由二声部逐渐扩大到四声部。展开部篇幅宏大，由独立的赋格曲构成。又如降A大

调奏呜曲Op．110的第三乐章由～个咏叹调引出了～个三声部的赋格乐段。这个咏叹

调旋律优美而富有感染力，情绪表现比较细腻，好像是内心深处的叙述，而赋格曲

则充满了深情。贝多芬运用了扩大、浓缩、呼应、倒影及声部模仿等多种复调手法

而构成了自己最优秀的赋格典范之～，音乐中断断续续的旋律，表现了悲哀地期望，

像是一种痛苦的发问，体现了贝多芬所特有的深沉地、内在地感情流露。

4、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中Legato(连音奏法)的使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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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他的钢琴作品中使用连音奏法是具有独创意义的，他对于连音奏法的

喜爱是同他学习和演奏管风琴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也与老师奈弗学习了许

多埃曼纽尔·巴赫的音乐作品有关。贝多芬是一个擅于创新、追求完美的作曲家，

由于他觉得钢琴演奏中使用连音奏法能够使钢琴音乐的表现更具有活力，因此把前

人使用的Staccato断音奏法与连音奏法同时运用到钢琴的旋律和伴奏声部上。也正

因为贝多芬擅长使用连音奏法演奏慢速乐曲，使他能够创作出许多经典的钢琴奏鸣

曲谩板乐章，充分发挥了他的抒情性音乐的天才。贝多芬最著名的慢板乐章是D大

调奏鸣曲Op．10 No．3的第二乐章。这一乐章的音乐富有表情，具有宏大的规模、

深刻的心灵表达，富有对命运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情感。c小调奏呜曲

op．13第二乐章被改编为合唱曲，这个柔板乐章感情十分纯朴，充满了祈祷的气氛，

如歌优美地旋律包含着崇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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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风格

一、从奏鸣曲式的结构上来分析贝多芬奏鸣曲的结构特点

要弹奏贝多芬的奏呜曲就必须从他的作品结构入手，首先了解他的奏鸣曲结构

与其前辈海顿、莫扎特的奏鸣曲的结构的不同特点。从大的方向来把握乐曲的内容，

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无论是在练习还是在表演时都会有很强的段落感，使演奏在形

式上和逻辑上更完美。

在奏鸣曲中，第一乐章一般来说奏鸣曲式建立在两个对比主题上，这两个主题

第一次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调上，一个在主调，另一个在副调(除了主调以外的其它

调)，而在经过展开部以后，重新出现时这两个主题都在主调上统一起来，这种结构

即称为奏鸣曲式。

典型的奏鸣曲式的基本部分由三大块组成，即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呈示

部包含两个对比部分：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在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之间还有～个

过渡部分叫连接部，在副部主题结束后还有一个概括性的段落叫结束部。展开部是

把呈示部出现的素材以各种不同手段加以发展。再现部与呈示部内容基本相同，但

在调性上有变化，再现部都统一到主调上来，再现部之后往往还有尾声，有的呈示

部前面还有引子。奏鸣曲式结构如下图：

埘示踯

厂————————]
生龆 连接部 剐t竺竺严

展开部 再璁部 耀声

厂—————————————]

缝示部素材的就艇变北生部 连撞翥旺 啤竺 苎竺乎
t调 硎调 转调 主调 主调

(鲶了主调以外nq其他渭)

奏鸣曲式由海顿确立，经过莫扎特的发展，最后在贝多芬的奏鸣曲与交响曲创

作中，发展成为具有宏大的矛盾冲突、丰富思想内涵的结构形式。贝多芬钢琴奏鸣

曲与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结构特点有所不同，是因为他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

和革命的理想，把钢琴奏鸣曲本身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使它具有丰富的结构内容。

而海顿和莫扎特强调奏鸣曲结构的严谨、形式的完美。他们更偏重于钢琴奏鸣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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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价值，在作品中仅有一些思想的流露没有表达对社会的认识。因此在海顿与莫

扎特的奏鸣曲中，主题形象比较单一，两个主题之间的对比也不是特别强烈。主部、

连接部、副部、结束部篇幅都不太长。而贝多芬由于他赋予奏鸣曲式巨大思想、复

杂的内涵，因此大大地扩大了奏鸣曲的形式，丰富了它的内容。

在贝多芬的奏鸣曲中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对比更加鲜明，主题思想更加丰富、

多样。如奏鸣曲Op．53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对比：

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主部主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富于表现力的节

奏背景。c大调的主都主题用短促跳跃的音型，先在低音域以弱音登场。旋律有逐

渐渐强的趋势，右手是闪耀的动机，明亮的倚音和灵巧的快速音阶，描绘了晨光初

现韵景色。主部主题的幅度宏大，它那长大的气息和灿烂的音群，舀始至终贯穿于

整个乐章中。(谱例8)

L。．．．．．．一L．．．．．．．．，．-一

谱例8

在E大调上出现的副部主题以明朗的和声式音响结构作为主体，它充满着崇高

的精神和对美妙景色的描述。它的旋律声部形成温和的旋律线，优美的旋律表现了

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光明和幸福的向往。(谱例9，从35小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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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9

从这首奏鸣曲中可以看出，主部主题的形象是富有动力性的具有英雄气质的音

乐形象。而副部主题是～种来源于大自然的音响，充满了诗意和崇高的精神，两个

主题形成了对比，两种因素既冲突又结合，贝多芬用这种音乐的对比，获得了心理

上的深度和音乐上的戏剧性，使音乐形象达到了惊人的丰富，充满了生命力。另外，

强烈的调性对比也是使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有明显的性格对比的重要原因。通常传

统的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调性关系是主——属钓关系，而此奏鸣曲是c大调——

E大调的三度调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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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速度和节奏的适当处理

在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时，采用适当的速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速度是关

系到奏鸣曲的风格特征的最重要的问题。贝多芬虽然是开创浪漫乐派的先躯者，但

他的奏鸣曲都属于古典乐派的作品，古典乐派作品要求在演奏时速度在同一水平上

稳定、匀称的律动，不可过多随意处理速度。同样，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定要严

守速度的统一，否则就会破坏贝多芬奏鸣曲的风格。

虽然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速度要始终保持着稳定，但是在处理一些自由的节奏

时，可以在很小的尺度内使节奏有所松紧，掌握好适当的、有限度的尺度是非常重

要的。如在下砸几神特殊情况时可以适当的自由处理节奏，速度可以硝微的有伸缩。

】、乐旬间标记着延长记号时，是一种最简单的自由演奏的暗示。如在f小调奏鸣曲

0口，2 No．1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与连接部之间由一个延长记号来分界。(谱例10，

第8小节)

谱例10

2、在渐慢延续几小节以后，速度突然改变(回到原速)如A大调奏鸡曲op，2 No．2

第49小节一58小节，在此是副部主题出现之前的准备。(谱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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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1

3、华彩段。在华彩乐段中，节奏处理相对更加自由。因为它是有炫耀技巧性质的乐

段。如C大调奏鸣曲0p．2 No．3第一乐章第233小节。(谱例12)

谱例12

4、咏叹调或宣叙调的段落，由于其需要演奏者自由发挥或表现内心吟诵，而必须打

破固定节奏的约束。例如Op．110第三乐章第4—7小节，是个完全自由节奏的吟诵；

(谱例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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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3

又如d小调奏鸣曲Op．3l No．2第一乐章第147——152，157——162小节，是两句

用节奏写明的宣叙调，表现作曲家的自言自语和内心的思索。此处也需要一定的节

奏自由。(谱例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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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例14

5、在音乐形态改变时，可以调整速度来弓1进新的段落。

为了使音乐形态的对比明显。可以在前一乐段结束时，把速度稍微做一个渐慢

的处理。如降A大调奏鸣曲Op．110第一乐章主部主题与连接部音乐的形态不同，在

主部主题结尾时(第1I--12小节处)稍微做出一个渐慢的处理。使音乐的段落更清

晰。让听众能感觉到另一段音乐已经出现，讲述的音乐内容已经开始不同。这种处

理只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完成，不可有过大的渐慢处理，这就要求演奏者仔细练习、

把握语气，使音乐连接自然。

6、在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当情绪有明显变化时，他都会标记上表情术语，这时，

我们就要有速度的调整。如f小调奏鸣曲Op．2 No．1第一乐章的第4卜一48小节处，

标记着“富有表情地(COn espressione)，在这段音乐中，音乐情绪由前段的高涨

与宣泄转为收敛与宁静，演奏者也需要随之在节奏上稍缓来完成情绪的转变。在有

音乐家自己标记术语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遵守其标记，注意音乐家的情绪变化，

探求贝多芬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更好的处理乐句。

总之，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节奏既要稳定均衡，又要富有弹性，如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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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和脉搏一样有节律。同时，在曲子练习成熟以后，经过仔细的推敲可以在上述特

殊的情况下小心的把握尺度运用渐慢、延长、自由等节奏修饰手段，使音乐更加有

色彩。另外，这些“自由”的处理一定要与语气相结合，而且，必须符合古典时期

的音乐风格，感情表达要内敛，不可随感情的波动而任意改变速度。

三、怎样演奏和体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的力度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力度幅度较大，变化较丰富．这与他的创作思想有密切的联

系，贝多芬的创作中心永远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大自然，他以强大深刻的音乐逻辑为

基甜}，它反映了时代的先进思想，透彻理解斗争的必然性，擅于表现内心的思索，

因此作品中的矛盾冲突比较强烈。

1、力度幅度大的客观因素：

贝多芬的钢琴奏呜曲与前辈音乐家海顿和莫扎特相比，力度变化的幅度要大得

多，这是由以下几个客观原因造成的。

(1)创作的目的不同：

海顿与莫扎特主要从事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写作，其作品必须适应庄严肃穆

的宗教气息和华丽典雅的宫廷风尚。即使是他们的世俗音乐，也不得不迎合贵族们

的审美习惯。而贝多芬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追求自由，探索真理，他曾说过：“自由与

进步是艺术的目标，如同在整个人生中一样。”

(2)创作性格不同：

海顿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的奏鸣曲充分表现了愉快、幽默的性格，充满了生

活的气息。莫扎特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他的奏鸣曲轻快、典雅、华丽，主题富于

歌唱性。贝多芬性格倔强，不迎合贵族的审美习惯，是个不受约束的革新家，遵循

自己的信条：“为了更美，没有不可打破的规则。”

(3)乐器的改进：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贝多芬与钢琴制造家娜内塔成为好友，他们经常讨论钢琴的

改进问题，由于创作的需要贝多芬对钢琴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音域不够宽广，贝多

芬曾面对不堪所用的钢琴叹气：“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以至于贝多芬受到钢琴的限

制不得不改写他的音乐。经过许多入不断改进，直到1817年钢琴制造家布罗德伍德

对钢琴低音的使用才让贝多芬得到了真正的满意。这时的钢琴音域扩展到六个八度，

具备了现代钢琴的性能，能够奏出PP到ff之间的任何力度。 正因为贝多芬参与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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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的改进，才使他能够利用这种先进的钢琴创作出今天的杰出的钢琴奏鸣曲。

2、贝多芬的奏呜曲中的力度特点及弹奏方法

(1)贝多芬运用强烈的对比标记(表现其内心强悍与懦弱的矛盾反映，生与死的力

量抗衡、对自己懦弱面的痛击)

①在一个乐旬中，贝多芬擅于用强烈的对比标记，如C小调奏鸣曲Op．1()No．1第

⋯·乐章，主部主题的前半旬用f，后半旬用P，两种不同音型的动枫交替加上强弱的

对比使音乐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内心的矛盾。(谱例15)

潜例15

又如奏鸣盐。p．57第一乐章连接部是用大和弦与单旋律音型交替来辅助强弱的对比

变化(谱例16)

谱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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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强后突弱fp，这种手法一般f在正拍子上，接下去的音突然变弱，如C小调奏

鸣曲op．13的开头部分(谱例17)

谱例17

这几个和弦是阴沉的，第一个和弦尤如一个晴天霹雳，后面立即弱下来的和弦表现

了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贝多芬有些时候，也使用更强烈一些的对比sfp的标记。

在弹奏上述这两种强烈对比的乐旬时，为了使力度收放自如， 。定要注意身体

各部分力量的协调和运用。这就要求我们演奏者具有一种能够使力量在肩膀，大臂、

小臂、手腕、手掌之间迅速的转移的能力。在弹奏强大的和弦时，声音要饱满、有

共鸣、手掌要有支撑，触键整齐，把肩膀乃至全身的力量，在一瞬间全部传递到指

尖。在弹奏较弱和弦时，用力要谨慎，手臂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力量，但手指的控

制在此时是非常关键的，力量的把握影响着整个音响效果。用力过多，就会失去与

强和弦的对比性：用力过少，就容易使声音虚而不实。

(2)不通过渐强而突然出现强音

在普通情况下，无论把声音演奏得多么强烈，都不能造成特别紧张的效果，但

是如果一开始是持续的弱奏，突然间出现了强音，就会形成明显的音响对比。如升

c小调奏鸣曲0p．27，No．2第三乐章第卜2小节以及其后的所有相应乐句。(谱例18)

此乐句由27个十六分音符与两个八分音符组成。前27个十六分音符是弱的力度，

在弹奏时手指灵活、贴近键盘触键，手腕自然随着手指的运动方向移动，手臂不要

用力，否则会影响速度。前～个八分音符是个突强音和弦，此和弦要触键快、有爆

发力。后一和弦不要过强，力度要比前一和弦弱一些，感觉是由前一和弦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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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例18

(3)强音出现在弱拍或后半拍

这种手法在贝多芬的奏鸣曲中也是用得非常多。如c大调奏鸣曲Op．2 No．3第

一乐章里示部主部主题突强音在第二拍子上，表现了情绪的波动，预示下边激动的

感情即将爆发。(谱例19)

谱例19

通过以上这些贝多芬常用的力度标记的分析，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贝多芬钢琴奏

鸣曲的力度特点以及演奏方法．并且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中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情

绪变化是这些力度标记的根源，因此在演奏时要理解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掌握强弱

变化的尺度。既要鲜明的表现力度的变化，又要恰如其分，不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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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贝多芬奏鸣曲演奏方法的处理

本段从旋律的走向和踏板的特点两个方面来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方

法。

1、旋律

在演奏贝多芬赛鸣曲时，要特别注意旋律的走向与旋律的语气。如果旋律线是

呈上升趋势的，～般要有渐强的处理，如果旋律线是呈下降趋势的一般要有渐弱的

处理，旋律中的乐句最高音，应当被特别强调。另外，旋律句头、句尾的奏法也要

区分开来。句头是一个句子的开始，它要有启发下边乐旬的作用；旬尾是一个乐句

的结尾要有收束感。这就要求我们对手的动作有很好的控制。强拍的句头手腕要向

下运动，力量放到琴键上，形成对键盘稍大的压力，增加了音乐语言的表现力，弱

拍起的旬头，首先要有吸气的感觉，然后手要有控制，第一拍要弱奏，并且音要弹

得实而不虚；在弹奏句尾时，手腕要向上提，力量在上面。下面以贝多芬F大调钢

琴奏鸣曲Op．10 No．2第一乐章为移j，来论述其旋律的处理方法。(谱例20)

谱例20

这是一个奏鸣曲式的快板乐章。呈示部中的主部主题是一个弱拍起的乐旬。弱

拍和弦要弹得轻而有弹性，第二个和弦在正拍子上要稍重一些，这两个和弦仿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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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疑问。接下来的三连音，节奏须绝对准确，对前面和弦的疑问作出了回答。

休止符要严格的遵守，三连音要弹得果断。第5小节——第8小节旋律线是呈上升

趋势的，要有渐强的处理。渐强一直持续到乐句最高音，句尾要收束。从第9小节

——12小节旋律线呈下降趋势，又有一个小的渐弱处理。前一乐句是表现欢快的心

情，这一乐旬显得有些忧郁。13小节连接部又出现了主部主题的动机音型。19小节

副部主题右手优美的八度旋律要弹得非常连贯，根据力度的变化来控制力量与指尖

的正确结合，使旋律气息宽广。左手的伴奏音型中也有旋律音，要注意观察、体会，

将其稍加突出，但不可有明显的不均匀，四分音符的低音时值要弹满。

另外，在处理乐句时，一定要注意乐句的气息要连贯，仅管一个主题是由几个

乐句组成，乐旬中又有小的动机，在演奏时要把乐旬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个有机

的整体。

2、踏板

踏板是在钢琴演奏中最具有润色作用的手段，要想使踏板发挥出最好的作用，

我们就必须理解音乐家在这首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情感，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练习乐旬，

了解作品的创作时期，并且演奏者要有敏锐的听觉和脚对踏板的灵活控制。在贝多

芬的钢琴奏鸣曲中适合用以下几种踏板法：

(1)音前踏板，指在发音之间，预先把踏板踩下去，使制音器预先全部打开，泛音

及共振与击弦同时发生，造成明显的空旷感，使声音一发出就得到丰富的音响。如

贝多芬d小调奏鸣曲0p．31 No．2第一乐章的开头部分，先将踏板踩下，再弹奏这

个长时值的波音和弦，第二小节延长记号结束以后，将踏板抬起，其后的相应乐旬

也都同样处理。此外，使用这种踏板法，是由乐曲的内容所决定的，此处表现一种

矛盾的忧郁。

(2)音后踏板，也称旋律踏板，这是踏板运用中用途最广的一种。它以连接旋律与

和声为目的，充分展示旋律的美感，在弹奏贝多芬的慢板乐章可以运用此种踏板法，

使乐曲更具有歌唱性。如c小调奏鸣曲0p．13第二乐章中采用音后踏板，随着旋律

音的迸行而换踏板，不仅使主次声部有所区别，突出了旋律的线条，而且丰富了音

质。

(3)颤音踏板，利用脚的快速抖动在连续、急速的一个音群或八度中使用的一种特

殊的踏板法。如c大调奏鸣曲Op．2 No．3第一乐章的连接部的八度快速音群的部分，

就适用这种踏板法，主要技巧是要求快而浅的脚掌与脚腕部放松抖动。

(4)二分之一踏板，在和声的背景上保持一个低音，当上面的和声出现混浊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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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动作，换掉上面的和声，只把踏板提起一半，然后迅速踩下。贝多芬有些奏

鸣曲适用，如C大调奏鸣曲Op．53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这个乐句是一首民歌的旋

律，为了表达田园的风光，诗画的色彩，运用了许多不同功能的和弦，如果将其用

一个全踏板持续踩住不换的话，就会使声音过于混浊，而在此使用二分之一踏板，

可以使低音保持长久，而且又能得到高音音响纯净的效果。

另外，在弹奏贝多芬奏鸣曲时所使用踏板的原则：有些演奏家是严格根据贝多

芬原刨的乐谱上所标记的记号来运用踏板，有一些现代演奏家则根据自己的审美习

惯来运用踏板，而我认为由于钢琴乐器的发展，琴弦的加长使声音更丰富了，所以

在运用踏板的时候不可一味的遵照乐谱的标记，还需要用听觉来衡量踏板用得是否

得当。更重要一点是要用具有古典风格的踏板法来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使演奏出

来的音乐更贴近贝多芬的音乐风格。

五、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的乐谱版本及音响资料版本的比较

l、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乐谱版本的比较

选择版本，是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个基础步骤。我们必须对各种版本

的特点有所了解。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版本很多，常见的几种版本如下：

(1)施纳贝尔编定的版本：这个版本独具个性，完全体现施纳贝尔本人对贝多芬

音乐的理解，指法建议是此版本最大贡献，而施纳贝尔随意改变贝多芬所标明的连

线，增添大量重音、强弱音、跳音等记号破坏了贝多芬奏鸣曲的风格。另外，施纳

贝尔版本的速度记号，更是不可取的，他在乐章中任意改变基本速度是完全不符合

贝多芬的原意的，也破坏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严谨风格。此版本的特点是以编辑者的

意见为主，增添许多编辑者本人的建议。

(2)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魏纳·莱奥编注的版本：这个版本严格地按照最初

的版本的原意，改正了其中一些印刷的错误和一些不准确的地方。魏纳·莱奥用方

括号表明所增补的那些力度和演奏记号。为了演奏方便，个别地方他改变了左右手

弹奏的划分，但对最初版本的音符没有改动。另外在指法和装饰音等方面提出了特

殊的见解，但此版本的不足之处是踏板过多。此版本的特点是以作曲家手稿或原始

抄本为基础，进行精细的学术研究与探索，忠实地体现作曲家的原本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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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彪罗(bulow)版本也是一个不错的版本：彪罗把自己的标记与贝多芬本人

的标记都用不同字体分开来表示，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作曲家与编者的不同意见。包

括速度、连线、力度、踏板、重音、装饰音等等都有探索。因此，这是一本相当具

有参考价值的教学版本或使用版本。此版本的特点是用不同字体区别作曲家指示与

编辑者建议的版本，另在序言的注脚中说明学术观点。

版本的选择对于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研究版本的最终目的是要分清作

曲家指示与编者指导性注解及增添的记号，最终严格遵循作曲家的标记，参考编者

的标记与作曲家的标记加以对照、分析，为演奏服务，使演奏能贴切的表现作曲家的

音乐风格。

2、音响资料舨本的比较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是每位学琴者的必

修课程也是铡琴演奏家的必弹曲目。它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所有的演奏者，因此出现

了许多优秀的演奏大师录制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音响版本。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几

位如下：

(1)施纳贝尔：(hrtur Schnabel 1882～1951)奥地利钢琴家，是较早录制

贝多芬镪琴奏鸣曲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个性十足，不属于那种精确到完美的类型，

弹奏的快乐章有的速度太快，技术稍显粗疏，有些地方一带而过，不是那样深入，

但他时而会迸发出令人激动的灵感，使贝多芬的性格跃然而出。施纳贝尔所演奏的

慢乐章充满了深邃的思索和醉人的美感，音色极其优美，他用相对严谨的手法以浪

漫的精神处理这些慢速乐章。

(2)肯普夫：(Wilhelm Kempff 1895--1991)德国钢琴家、教育家，德国钢琴

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现代阐释贝多芬等音乐家们的权威。他曾经两次录制

过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一次在50年代，一次在60年代。肯普夫的演奏外表平

易近人，没有夸张的戏剧性对比，但演奏出的旋律质朴而真诚，他注意从各种角度

上来做心理刻画，音色如歌，分句自然而合理。在音乐风格上，他演绎出来的贝多

芬少了一些冲动和爆烈，突出的是温暖和哲思的情感。他的音乐严谨丽不刻板，抒

情而不造作。

(3)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 1884--1969)德国钢琴家，被称为超一流的

演奏大师，他的演奏尽管有几分学者气，但表达的感情却非常浓烈真挚，尤其是他

演奏的极难诠释的贝多芬后期的钢琴奏鸣蓝，每个音符都发自内心深处，音乐沉重

缓慢，却极具内在的紧张度。巴克豪斯演奏中的许多特点也与贝多芬同时代人对贝

多芬本人演奏的描述很接近。另外，巴克豪斯感情幅度对比较大，时而苦涩苍凉，
2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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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淡泊宁静，而高潮处钢琴爆发出的汹涌澎湃尤其使人震憾。

(4)阿劳：智利钢琴家，也是一位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杰出的钢琴家。阿劳演

绎的贝多芬奏鸣曲或许不如巴克豪斯感情对比那么强烈。但表现出来的音乐还是非

常符合贝多芬的风格的。阿劳的演奏非常细腻，每一次触键都心中有数，对音色控

制得天衣无缝，没有一个粗糙的发音。纯正严谨的古典风格与深刻的感情结合得非

常完美。速度偏慢但并不拖沓，技术的表现更是无可挑剔。

(5)吉列尔斯：(Emil GlelS 1916～1985)是俄国伟大的钢琴家，他不仅有高超

的技巧，演奏中更显示了他充实的精神境界。他的速度处理很有特点不仅表现在对

基本速度的运用匕还表现在基本速度以内丰富的层次处理中，使作品具有了丰富

的音乐形象。吉列尔斯很注意音量的作用，以雄劲有力的风格使听众折服。

(6)扬多(Jeno Jando)是匈牙利钢琴家，在1988年曾录制过贝多芬钢琴奏鸣

曲。扬多的演奏风格倾向于古典化，乐句线条清晰，弹奏的手法干净利落，而且充

满了朝气和活力，尽管有些时候稍显冷峻了一些，但他在灵感迸发时的演奏简直不

逊色于任何一位演奏家。扬多所演奏的音质十分清晰，混响洪亮，音色丰满。

音响资料对我们学习者和演奏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昕一些比较优秀的不

同版本的音响资料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更深一步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吸收优秀的处理

方法，把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使我们能更好的驾驭作品的燕体。

总之，经过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音乐的研究以后，明确了要想出色的演奏贝

多芬钢琴奏鸣曲不但要具备演奏技巧，而且还要理解音乐内容，详细的从各个方面

研究乐曲的细节，从而反映作曲家的音乐思想，表现其艺术个性。另外，在表演时

不仅作到内在音乐风格表现要符合贝多芬的音乐特点，而且外在的动作、形象也要

符合贝多芬那种庄重、不花哨的气质，包括表演时所穿的服装，女士化妆及发式的

设计都要符合古典的风格，使演奏风格一系列外观也与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相统一相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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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在前辈音乐家的基

础上，将钢琴奏鸣曲做了许多完善，无论是在创作手法上还是在演奏技巧上都有了

创新和发展，把钢琴奏鸣曲发展到奏呜曲音乐的新的高峰。因此，他的钢琴奏鸣曲

有相当多的特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又由于贝多芬是将古典音乐发展到最高阶

段，丌启浪漫音乐之门的伟大人物，他的钢琴奏鸣曲是中、高级演奏者学习的宝库，

能真正的掌握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方法，将其演奏好，会使我们在演奏中彳导到

非常大的收获，为今后进一步的提高演奏技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贝多芬钢

琴奏鸣曲的学习和演奏对钢琴演奏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不仅技巧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音乐内容也相当丰富。因此，

要想完全演奏好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不仅要光有技术上的训练，而且还要有思想

上的完全投入。这就要求我们对贝多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贴近他，在

演奏他的作品时，就能很好的发掘他的音乐内容，明确了演奏的作品所表达的内容，

演奏出来的音乐才具有生命力。因此，本文先是从贝多芬的创作背景入手，论述了

他的人生观形成是受法国大革命的战斗精神所影响，明确了他的一生不断追求“自

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另外因每个时期的创作思想还会稍有变化，因此还要注

意根据每首作品的创作时期来具体洞察内容。因此，接下来本文纵向地论述了创作

时期及概况。

本文以怎样来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主线，从结构上宏观来看其奏鸣益的特点，

掌握作品的整体结构能使演奏有逻辑性。然后从微观论述：以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

具体实例为依据，从贝多芬奏鸣鳇的速度和节奏的把握上来论述演奏贝多芬奏鸣曲

时应注意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自由处理；以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的力度幅度不同的

客观原因为前提，论述贝多芬奏鸣曲中的力度特点与弹奏方法；从贝多芬钢琴奏鸣

曲的旋律处理，踏板的运用来研究具体的演奏方法：最后论述要选择与作曲家原版

创作最接近的版本作为练习版本，从优秀音响资料借鉴中提高自己对作品的驾驭能

力。

通过前面一系列的理论和技术的分析，深入研究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深刻

体会了贝多芬音乐思想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并且用实例具体分析了贝多芬钢琴奏呜

曲的演奏方法，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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