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取号： 量鱼Q墨Z墨：!曼墨 密级： =篮

南京坪勉大掌

硕士学位论文

园
对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重新审视

作 者

院 系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杨婷婷

音乐学院

司徒璧春教授

音乐学



摘 要

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C小调(D．958)、A大调(D．959)、

和6B大调(D．960)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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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使人们产生了某种忽略和质疑。本文以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

鸣曲为研究对象，从作品规模、作曲家在创作风格和个性上的双

重性，模仿背后的独特性，以及对古典主义形式的创新性等几个

方面，通过具体的分析阐释，使得人们从新的层面，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这三首作品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重新审视 艺术特色



Abstract

The last three piano sonatas of Schubert：C minor(D．958)，A

major(D．959)，and 6B major(D．960)represent the summit of the

early romantic music nowadays．But because its enormous scale，

deep introspection and the similar to Beethoven’S some works，it

makes people produce a certain neglect and query．This dissertation

regards the last three pianos sonata of Schuber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scale of the works，the dual

nature of the style of composing and composer’S individual character,

the uniqueness in the shade of imitation of Beethoven’S works，and

the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form，it would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e great artistic value of these three works in an overall and

profound manner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Keywords：Schubert The last three piano sonatas Reexamine

Ar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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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重新审视

前言

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出生于维也纳，在同样醉心于

艺术的朋友们的帮助下，他通过歌曲和舞曲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而这一形象使后

人对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造成了许多误解。

误解之一是：一般参考书在他的名字后面往往加上“歌曲之父”的称呼，这

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一位杰出的器乐作曲家作出正确的评价。‘在他短暂的31年生

涯中，舒伯特留给了后人600多首艺术歌曲，然而，他的9部交响曲、近100

首合唱作品，20多首室内乐作品，30多首宗教作品，几部歌剧以及大量钢琴小

品，却被后人忽视了。

同样受到冷落的还有他的钢琴奏鸡曲。舒伯特一生总共写作了21首钢琴奏

呜曲，其中包括10首未完成的作品。2由于舒伯特的音乐大多是写给周围的朋

友、乐迷或崇拜者们欣赏、演奏的，所以较少有公开演出的机会，知音始终寥寥：

再加上十九世纪中期是钢琴协奏曲蓬勃发展的年代，于是这些富有诗意、但并不

追求表面效果的作品几乎遭到了冷遇。的确，他的同时代人想不到舒伯特的重要

意义，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不为人们所知，就是不为人们正确理解。3德

沃夏克在谈到这些奏鸣曲时曾说：“从全部奏鸣曲来看，我只能说喜欢它们甚至

超过了他的钢琴小曲。但遗憾的是，音乐会上从没有人演奏过它们。”直N--十

世纪初期或中叶，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终于在音乐会演出的常备曲目中占有了一

席之地，这得感谢奥地利著名钢琴家施纳贝尔(Schnabel，1882--1951)，肯普夫

(Kempif,1895～1991)、布伦德尔(Brendel，1931--)和其它一些优秀的诠释

‘f鞋罗·亨利朗《西方爻19l中的音乐》爨州人民出版f}‘200t版780暖
：甜们特=曲Z。与过的俐琴奏吗『}{1总数胁是13首．fH_角哺个”段作品tD655和D769a)蒋怕皆小趟过一个
芏小部．听以从戈战n感义l‘水说一是!l首。

3《德；尺厦兜呛甜on持》选【j《钱L埘{占爪卫选》【卜埘)f‘海，{乐小版}卜1997年版第44“



者，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舒伯特音乐中所具备的超凡的、超人的、超前的、

超时代的创造精神。

误解之二是：人们往往被他太美丽的旋律所打动而忽视了其深刻的乐思。我

们在聆听《鳟鱼》或《野玫瑰》时感受到的舒伯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舒伯特

的形象迷失在一个感伤主义的气氛中：他有爱但从来不能赢得女孩芳心；他创作

的优美音乐除了被忠实的朋友注意之外，一律遭受冷遇：他死的如此之早⋯⋯

当然，舒伯特一生确实受尽了辛酸困苦，但我们仍可以从他的某些作品中看到无

比强大的生命力。不为人知的伟大作品不断出现，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惊喜，也带

来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舒伯特去世后十年，在舒曼发现了他的《c大调交响

曲》(又名《伟大交响曲》)时曾说道：“不熟悉这部交响曲，就根本不了解舒伯

特，在这首交响曲中包含的绝不只是一支优美动听的旋律，也绝不只是表达已经

被音乐家表现过成千上万次的喜乐和悲哀的情绪⋯⋯”，1舒曼的乐评，标志着舒

伯特被接受过程中一个阐释的至高点。没有其它作曲家或评论家，像舒曼那样意

识到，并尊重和赞扬舒伯特的天才。

误解之三，来自于舒伯特对贝多芬的崇拜。他常常把贝多芬的作品作为自己

创作的楷模，他经常借用贝多芬的主题，模仿他的程式，人们往往误以为舒伯特

在盲目抄袭贝多芬。舒伯特生不逢时，因为贝多芬已经把奏呜曲式发展到了尽头，

人们总是用贝多芬奏鸣曲式的观点去解释他，对舒伯特钢琴音乐和其它器乐作品

的几乎每篇评论都会提到贝多芬。莱比锡的《大众音乐报》就常常这样做，它在

1820年第一次评论舒伯特的时候说道：“《a小调钢琴奏鸣曲》(Op．42)的自由和

创造性，大概只能拿贝多芬最伟大、最流畅的奏鸣曲来相比”。然而，这篇评论

马上警告舒伯特，不要用这位独一无二的天才做自己的榜样：“贝多芬似乎是自

成一类的，尤其是在他的中期和晚期，因此不应该选他作为一个绝对榜样，因为

任何想如他那样成功的人都必须做他自己。”2。舒伯特的确对贝多芬充满了偶

像崇拜的心理，以致在维也纳经常见到贝多芬也不敢上前同他讲话，但是，在这

舒壁《沦卉乐和卉乐家》古·扬森译陈弩颐详爵乐Ⅲ版tf：1960年6_r]筘一次印刷29贝

克啦，坼托犯·古而Jgi 《舒们特f々》秦、‘j誓i}广两帅范人学⋯版¨ 2002年5门第一版m次叫制

151—152儿



位巨人面前，舒伯特的艺术冲动却从不畏缩。他怀着艺术家的良知，尽量靠近这

个偶像，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发展着自己的艺术个性。

目前国内音乐学界对舒伯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艺术歌曲研究、艺术歌

曲的钢琴伴奏研究以及钢琴小品的研究上。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尤其代表着他

钢琴作品创作巅峰的最后三首大型钢琴奏鸣曲c小调(D．958)、A大调(D．959)、

和6B大调(D．960)的研究甚少。这些作品因其篇幅巨大、其中情感的骚乱与诗

意的安静之独特的融合、以及与贝多芬作品的某些相似性，使人们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本文旨在抛开对上述三种误解的基础上，从新的层面重新审视这三首大型钢

琴奏鸣曲，针对人们对这三首作品容易产生的误解，展示舒伯特在器乐创作上与

艺术歌曲相比毫不逊色的一面，以显示这三首作品在舒伯特钢琴创作领域所达到

的颠峰地位以及对浪漫派钢琴奏鸣曲的开创性作用。

文章的第一章为这三首作品的概述以及创作背景的介绍。第二章从4个方

面来阐述作品的艺术特色：作品冗长背后的倾诉、抒情背后的狂乱、模仿背后的

个性以及对古典形式背后的创新。第三章论述舒伯特钢琴音乐审美价值的拓展：

一方面是通过比较舒伯特与印象主义风格的音乐在和声色彩性，旋律片段性，从

而得出两者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阐明人们对舒伯特认识的发展

以及舒伯特音乐的发展。



第一章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概览

作品概览

舒伯特短暂的一生正好跨越钢琴奏鸣曲最伟大的时期，古典形式在这一题材

中的有机统一和表现力达到了顶峰，在贝多芬之后，钢琴音乐似乎无法继续在奏

鸣曲的形式上表现出严密的乐思和深刻的社会性主题，任何一位严肃的作曲家都

面临着奏鸣曲的挑战；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大部分作曲家放弃了对理性的

崇尚以及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转而将音乐的重心投入到个人情感、主观体验

的表现，以及更深层的内心自我寻觅中去。人们倾向于表达和捕捉瞬间的情感，

热衷于幻想而不去追求奏鸣曲中的严密逻辑，钢琴奏鸣曲的威望已开始衰微。流

行的趣味和对经济效益的重视都对奏鸣曲这种题材产生了抵触。在这种情况下，

艺术歌曲领域的创作给予了舒伯特一个浪漫主义感情的新世界，虽然这种感情上

的需要和古典奏鸣曲中的种种限制形成了结构与内容上的矛盾，然而这一系列复

杂的因素却激发和鼓舞了舒伯特对这一传统音乐体裁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他开

始寻求新的艺术语言，表达新的精神情感，从而赋予了钢琴奏鸣曲传统四乐章形

式以新的内容和浪漫主义特征。

钢琴奏鸣曲的创作贯穿了舒伯特整个一生的创作生活，并在其中展现了舒伯

特多方面的个性。在他早期的钢琴奏鸣曲中，虽然有许多旋律宽广流畅、极富抒

情性的动人乐章，但似乎受到漫无边际、飘逸四散的思绪所支配，显得松散冗长，

对此，他在晚期的钢琴奏呜曲中做了很大的修正。1828年，在舒伯特生命的最

后时光里，他以六周的时间迅速完成了最后三首大型钢琴奏呜曲c小凋

(D．958)、A大调(D．959)、和bB大调(D．960)。这三部作品，达到了空前的

舰模，具有亲切，真诚的音调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既充满了浪漫=E义的激情，又

不失古典壬义的戏剧性和连续性的发展。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构思、严谨的

曲式逻辑、荚仑荚奂的凋性布局以及和声细节的色彩变化部更加融为 体，使其



钢琴奏鸣曲的创作走向了巅峰。

尽管一个作曲家的创作实践本身是连贯的，不能拦腰截断，但从内容到手法

还是存在着一个渐变过程的，总的说来，舒伯特钢琴奏鸣曲风格的演变过程是从

早期的歌唱性、抒情性逐渐演变到晚期的英雄性、戏剧性。本文论述的在这三部

奏鸣曲，象征着舒伯特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就像跨出樊篱往前推进而达到了一

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舒曼认为，这三首奏鸣曲很明显的放弃了音响和技巧的炫耀，

迥异于以往所作之奏鸣曲。熟悉钢琴华丽音效的舒伯特似乎因洞悉死亡的接近而

更专注于对复杂内，IL,世界进行描述。1

《c小调奏鸣曲》(D．958)在贝多芬死后的第一年内完成。整个作品的创作

风格以及结构带有贝多芬的痕迹，比如强有力的紧张感，鼓动人心的力量与宏大

的结构等。其主题运用与结构细节就象对这位永恒大师的缅怀，全曲始终贯穿着

英雄式的壮丽，与世人所熟悉的舒伯特大相径庭。

第一乐章：快板 C小调 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慢板 bA大调 歌谣三段体

第三乐章：快板 bE大调 小步舞曲

第四乐章：快板 C小调 回旋曲

《A大调奏鸣曲》(D．959)这是这最后三首重篇幅最长、规模最大、风格也

最华丽的一首。第一乐章结构复杂，各主题副题交错进行，在结尾完全合一；第

二乐章为歌谣式的独白，孤独的主题在冷清的琴音里游走；第三乐章借活泼的语

言道尽感伤、虚无以其与对生命的嘲讽；第四乐章一切愁苦烟消云散，充满青春

的朝气和昂扬的精神。

第一乐章陕板 A大调 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小行板
8

C小调 三段体

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 A大凋 谐谑曲

第四乐章小快板 A大调 回旋曲

Sr曼《沦岛乐和、t玑专(j占·扬森详阵学噘{车，?r；J：：Ij舨_}卜196,0年6几驰一次日J罐．』28哑



《6B大调奏鸣曲》(D．960)这是舒伯特自贝多芬之后最完美的奏鸣曲，且是

舒伯特钢琴曲之冠。它的祥和宁静，切肤痛楚，仿佛是舒伯特向尘世的告别。乐

曲虽遵循古典机构，但其表现出的自由度与主题动机的巧妙安排显示出舒伯特已

突破外在的拘束而尽显大师之尊。

第一乐章中板 6B大调 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行板 ’c小调 三段体

第三乐章优美活泼的快板6B大调 谐谑曲

第四乐章不太急的快板 6B大调 不规则的奏鸣曲式

二．创作背景

舒伯特的横空出世既是他个人的偶然现象，更是历史发展到18、19两世纪

之交的必然。舒伯特生活的主要时代，正是19世纪初封建复辟时代，统治维也

纳的是文化上的专制，政治上的高压，一片白色恐怖，给社会留下的是满目创痍，

经济萧条。此时，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已悄然逝去。从整个社会总体来看，自

由，平等，博爱，理性的王国已经不再吸引这一代年轻人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

实的不满，对美好未来的幻想。德奥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分化，有些作家，艺术家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实现自我的途径和希望，有沉重的压抑感，于是就转向

古代，到古代题材中寻找慰藉，抒发人生惆怅。有的则仍然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的理想进行讴歌。还有一类虽然对现实失望，却并不颓唐，而是面对现实，幻想

未来的美景，但又看不清前景，便常到梦幻，自然中寻求精神寄托，给浪漫主义

艺术增添了积极因素，舒伯特就属于这类艺术家。

1828年，舒伯特似乎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在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里，舒

伯特始终保持着一种乐思泉涌，紧张而又畅快的创作热情，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足，

这些作品虽然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而成的，但确是深思熟虑的且达到最高艺术

境界的完美作品。岁月凝聚在这几个月中，他生命的这一最后时代对他来说是经

验最丰富的时代，它使舒伯特把握住了自己天／于的本质。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二

十首艺术歌曲、三首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一首弦乐血重奏(C大凋，D．956)、

首俐琴三重奏、四首较大型的宗教音乐、弥撒及清唱剧各部、一首未完成的



歌剧，一首交响曲的草稿(编号为D．936A，D大调)，以及本文要论述的这三

首大型钢琴奏呜睦。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无法把这样一位创作精力旺盛的作曲一

家和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联系起来。然而，这却是事实，舒伯特生命中的转折点

发生于1822年夏末，此时他染上了梅毒，这种在当时相当于现今艾滋病的疾病。

作曲家的生命力、身心健康状态总是要在创作中留下痕迹的，所以在这一疾病不

断吞噬着舒伯特健康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创作思想。

舒伯特在最后的三首钢琴奏鸣曲上标的时间是1828年9月，但现存的草稿

表明，它们的构思期包括整个夏天或更长时间。他把它们标成一组，并打算题献

给胡梅尔——一位在聆听舒伯特艺术歌曲演唱时流泪的钢琴家。(但出版发行时，

由于胡梅尔已去世，出版社特别将此作品呈献给崇敬舒伯特的作曲家舒曼)。这一

阶段，已属于舒伯特的病重期，他头痛不已，时常有头晕目眩呕吐的症状，这些

全都是梅毒第二阶段发病的征兆。舒伯特不得不取消许多社交活动。在一封写给

他朋友奥波德·库贝尔维则的信中，我们可以瞥见舒伯特的内心世界：“一句话，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最悲惨的人了。想想这样一个人吧，他的健康已经

再不会好转，他对此已经完全绝望，这使局面更加恶化，而不是改善；⋯⋯他最

灿烂的希望已经破灭，爱和有的快乐最多只能给他带来痛苦，他对一切美好事物

的热情几乎就要消失。我问你，难道他还不算悲惨，不幸吗?”1

这三部钢琴奏鸣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第二章对舒伯特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艺术特色的重新审视

一．冗长背后的倾诉

公众对舒伯特的奏呜曲的态度似乎一向趋于平淡，著名钢琴家阿尔弗雷

德·布伦德尔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道：“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奏鸣曲，尤其是晚

[《]克犁蛳托弗·占布斯 《舒们特传》蔡一彦详广两帅池人中⋯版fI．20[}2年5 J]第一版蚺

定日J坷4儿9“



期的这三部作品的篇幅使大多数钢琴家望而生畏。”1的确，这三首奏呜曲在篇幅

上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大，长度超凡。试将其中的最后一首《6B大调奏鸣曲》

(D．960)与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作一比较：

表1．＼＼小节数 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第三乐章 末乐章＼
乐益 ＼

海顿 《6B大调奏鸣曲》Hob．XVI／52 116 54 l 307

莫扎特《D大调奏鸣曲》K．576 160 67 | 189

jr2耋；3F《6B大调奏鸣曲》Op．106 411 187 175 400

舒伯特《6B大调奏鸣曲》D．960 365 138 122 540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舒伯特奏鸣曲的规模大大地超过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尤

其是作为套曲“结论性”终曲乐章的规模，甚至超过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规模

最大的《6B大调奏呜曲》Op．106的末乐章。不仅如此，舒伯特《c小调奏鸣曲》

(D．958)的末乐章更是长达717小节，这种空前的长度使它成为历来奏鸣曲作品

中最长的乐章之一。另一例来自《A大调奏鸣曲》D．959的回旋曲终曲，日本音

乐学者寺西春雄在评论时曾说：“主题反复几乎没有变样，况且在进入尾奏前，

还有几处缺乏沈思的休止符，以致越发觉得复杂冗长。既然篇幅那么大，在前三

乐章处理的相当好的情况下，如果此回旋曲能够较为简洁的话，相信会使此奏鸣

盐更受欢迎。”2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舒伯特在最后的这三首作品中使用如此庞大的篇幅

昵?这与舒伯特的音乐风格有关。舒伯特的奏鸣曲很像马勒的交响曲，没有一种

安全感。贝多芬这位古典风格大师总是告诉听者音乐的走向，而且总是充分证明

为什么要朝那里走，而舒伯特作曲从柬不是这样，他是在漫游，他的情感在奔涌，

想象在驰骋，他以独特不可混淆的方式娓娓道出了无人能模仿的心声，就好像与

即将离别、也许永久不能再见的朋友交谈一般，这就是何以他在音乐中不厌其烦

。蛾螭·十l：巴尔《佻盅I：的反思一 世掸葺名州琴永淡岂录》颐i主埋译雨永⋯版引 201)1年i1月第

般第一汉【=|j删76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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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远朔因果、反复穹诘的原因。世人每每批评舒伯特作品平淡而冗长，殊不知此

特性是根植于他对音乐崇高的敬意，对生活的眷恋以及对后世欣赏其作品者的爱

意，他的大篇幅作品就象和听众一起作长途旅行，舒伯特的焦虑和恐惧在音乐中

展露无遗。著名钢琴家阿劳曾经说过：“舒伯特需要这口长长的气息，作品的长

度根本不是一个正确的准绳，作曲家的风格需要这样的扩散。”接着，阿劳又毫

不客气的说：“人们听的不耐烦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不了那么久，听一首作

品时想到长度，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他没有深入地、敞开地听。”有些演奏家在

演奏《bB大调奏鸣曲》时往往省略对庞大的呈示部的重复，阿劳解释说：“这些

重复正意味着死神的勾引，使作曲家带领我们重新进入这忧伤而美丽的感情之

中。”如在歌曲《菩提树》中唱到的那样：“如今我远离故乡，转眼又许多年，但

仍常听见呼唤，到这里来寻找平安，到这里来寻找平安。”1这些雄心勃勃器乐

作品的“美妙长度”，包含着新颖的叙事策略，以及对听众时间感的全新控制。

二．抒情背后的狂乱

提到舒伯特，人们脑海中往往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抒隋，的确，舒伯特

本人的艺术气质是抒情型的，充满了幻想和诗意。他的很多作品流露出特有的纯

朴和简炼，温婉与亲切，令人心醉，渗透着一种发自肺腑的动人心扉的抒情性。

这种强烈的抒情性直接开通了整个浪漫主义时期最主要的风格特点。在舒伯特的

钢琴奏鸣曲里，也随处能够听到可与他艺术歌曲媲美的抒情旋律，最具代表性的

是他1819年创作的早期作品《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20)第一乐章，完全是

一首抒情女高音的独唱。歌唱、抒情似乎是舒伯特的本能，他像其他浪漫主义者

一样．使抒情的形象大大地个性化，注入了细腻的心理描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音乐中就没有冲突，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抒情的背后隐藏了巨大的内在矛盾，音

乐呈现出多面性，大大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因素。晚期作品《A大调钢琴奏鸣曲》

(D．959)第二乐章的小行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均甚止-书洛维蔗《j可劳淡艺录≥J_】jf!连删1羊凡民。}乐fli峨f}：20{J1年6』J第：：kI：_Ij刊133贝



这一乐章为智小调，三段体。主题抒情，忧郁，整个乐章仿佛充满了无可挽

回的失落与孤独。开头下行的半音进行，好像一声叹息。音乐在第19小节突然

由”f小调转到A大调这是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始的调性，但在停留了仅6个小节

后又回到了’f小调上，A大调的出现仿佛是对过去的一段回忆，是对家的眷恋，

然而回忆很快就被眼前的现实所取代了。(见谱例1．)

谱例1《A大调钢琴奏鸣曲》(D．959)第二乐章小行板1-：'32小节：

舒伯特似乎有一个奇妙的能力，让大调听起来更绝望(19小节)，同样的旋

律在八度上重复了一次(33小节--68小节)。接着，主题的旋律消失在右手一段

单独的全音阶进行中，左手从歼始一直延续了68小节的固定摇摆音型也消失了，

留下了4小节的空白，情绪越发紧迫起来，右手从缓慢的十六分音符变成了三连

音，左手以一个七和弦重新进入，2小节之后，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又变成了三十

二分音符。(见谱例2)



谱例2《A大调钢琴奏鸣曲》(D．959)第二乐章小行板73—79小节

如果说乐章一开始左手摇摆的节奏让人联想到船歌的话，那么这时船开始遇

上了风暴，这无疑也是舒伯特内心的风暴。音乐从85小节的c小调一路经过了

8c小调，e小调、F大调四次转换到达了4F大调(104小节)，频繁的调性转换带

领听众迷失在了这场更加阴森、危险的风暴里，舒伯特内心的焦虑和迷惘在这里

显露无疑。一连串弋小调强烈的和弦(120--123小节)把音乐推向了最高潮，

这些和弦如同黑夜里把人突然惊醒的尖叫声，使得音乐更加激烈，充满了挣扎。随

后，和弦慢慢演变成了旋律，最终在159小节回到乐章开始处的主题。

谱例3《A大调钢琴奏鸣曲》(D．959)第二乐章小行板101—123小节



这一乐章无疑是舒伯特情绪对比最为强烈的乐章之～，当沉思与恬静达到了

崇高抒情的最高峰时，爆发了一段最骇人的痛苦，甚至是野性。两种力量的对抗

在此乐章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扫往日永远亲切温和的抒情歌王形象。

同样的对比出现在他的最后一部钢琴奏呜曲《嚏大调奏呜曲》D．960的开始

段落中，这首作品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登上舒伯特最具才华的珍品之列。第～乐

章呈示部主题性格沉静，优雅如歌，但在主题结束的第八小节处，却出人意料地

在”B大凋属和弦背景下，在极低音区引入一个颤音演奏的降六级音(5 G)，在

而后的第九小节／j‘解决到了属音F上。这个标明用极弱的力度演奏的阴森的颤音

像是一个在IF常进行。pI司入的不祥因素或阴影，抒情的倾诉被它突然打断了，他

虽伴随着t题的每一次出现，但又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像一个迷人的两惑或者

危险，使入感受到一种内心的惊蕊和暗藏着的戏尉洼。舒侑特珍祝的身{本健康，



他一直忍受着的病痛，最终变成了生与死的较量，～种令人不安的狂暴力量，打

断了他抒情诗般的生活。

谱例4．《6B大调奏鸣曲》D．960第一乐章中板1—10小节；

"、I rJlt rJ mMeruto nB=8一

在音乐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心被爱和痛苦撕碎了的舒伯特，在一则日记中

他说道：“痛苦使人智力敏锐，使感情坚强，而快乐则使人智力疏忽，使感情软

弱。我的作品是我的知识和痛苦的结晶。”1而在另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却

说：“悲愁是可耻的，它会偷袭一颗高贵的心，在它侵袭你的心灵之前，就应该

把它从你身边赶走，并让他见鬼去吧!”2他性格上，创作上的双重性，在他的

音乐中都体现出这种矛盾斗争。“他那些充满死亡悲哀的作品和具有极大生命里

的作品通常是若肩出现的，这不能浇是一种偶然的现象。”3

伊丽莎白·诺曼·麦凯(Elizabeth Norman Mckay)是最新的，最翔实的舒

伯特传记作家，她研究了关于舒伯特双重性格的看法，然后说舒伯特可能具有循

环型气质，也就是一种轻度的躁狂性抑郁症。4她认为这是舒伯特的家族病，可

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都说他情绪变化无常，他的创造性，他的行为，也能在很大程

1米歇尔·奥纳孤 《舒价特传——桤术之歌》刘健宏管筱{"详湖南室艺⋯版tl。21300年10月第一版第

一次日J刷176且

二宝盘约毫人·；马·施鲍世的竹，1825年7门21 i_}二林兹，见奥托·世也希·多t』}逃《舒t1'1特：传记史I谳》
第一二卷，第一册，第262死

1}筹哩尔懈·觅内薯勘019世扎；；乐史》 I嘏f—i莘人民者乐m峨fI 20(／2年4雎笔一；七日!喇443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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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解释他生活的阴暗面。舒伯特过度饮酒，常常在聚会上爽约，或突然消失，

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灵感奔涌期与毫无建树期(或创作活动很少的时期)的

鲜明对照，似乎都可以诊断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我们平常了解到的舒伯特，

都只看到了他宽宏、谦逊、单纯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傲慢，不负责任、纵乐的阴

暗面。人们总是想把舒伯特的双重性格归结到他的社会关系和职业关系上，然而

我们应最终归结到他的音乐上，他性格上的双重性似乎跟他音乐中出现的对比十

分吻合，在舒伯特的作品中，总在探索着二重性，苦与乐总是以奇特的方式相遇

着，他常常从一个地方(某一种心态)，不经过任何过渡地就转到另一个完全出

人意料的陌生领域，深切的痛苦和爽朗的生活乐趣既无联系又无约束地并存在舒

伯特的作曲中，犹如并存在他心目中一样。这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中，一个清

醒的、活跃的、遭受折磨而具有同情心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冲突。——这些就

是舒伯特音乐的典型特征，到他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特征变得更加神秘，

也更加令人不安，然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舒伯特。

三．模仿背后的个性

贝多芬(1770—1827)与舒伯特(1797—1828)在维也纳这座城市里共同

生活了30年，但他们是属于两个时代的人，政治上的巨大变动，艺术风格上的

变化，以及舒伯特个人的经历与思想性格，都使两人的创作风格在很多领域大

相径庭，贝多芬是英雄精神的显赫歌手，而舒伯特却是感情无比细腻的抒情诗

人。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舒伯特对贝多芬的几乎是偶像式的崇拜，在他

的心目中，这位古典主义大师高踞于奥林匹克高峰之上，他对贝多芬是那样的

尊崇，以致在维也纳常常看到他，也不敢跟他讲话。贝多芬的逝世，使他在心

灵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令他沮丧，令他恐惧，岜给了他灵感。贝多芬是

找到了通向古典主义最后境界的音乐家，并且从美的境界进入到了崇高的境界，

在这个领域中像“趣味”这样的尺度已经无效了，因为伦理的意志力已经凌驾

于他的感情和情绪的气氛之上了，贝多芬就这样创造了自己的英雄风格。在这

首《c小调奏呜曲》中可以看出，舒伯特被贝多芬那强有力的紧{K感，动人的

力所震撼，在音乐的表血设计卜-，表现出了。种新的严肃态度、主观眭、严』万



的自我审视，于其说贝多芬崇高的音乐美学震慑了舒伯特，不如说是他的意志

力感动了舒伯特，这些都超越了温馨的“舒伯特之夜”的快乐原则。贝多芬向

他显示，音乐可以超越优美进入崇高。晚年的舒伯特，改变了在此之前过分依

赖于自然泉涌而出的直观即兴的乐念，开始深入研究贝多芬的若干作品，并专

门研究了古典乐派的奏鸣曲做法。在舒伯特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贝

多芬的影子，甚至有些段落惊人的相似，比如这首《c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

的开始部分，有人认为这有模仿抄袭的嫌疑，然而下文即将向你展开一幅新的

画面，由此说明舒伯特在靠近他偶像的同时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创性的。

《c小调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开始的主题和贝多芬c小调32首变奏

曲非常相似。这一主题非常具有贝多芬气质，它带有英雄性的音调，强有力的

和弦，铿锵有力的节奏，突然的停顿又赋予了此主题一种挑衅的紧张感。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主题：

谱例5．

贝多芬《c小调32首变奏曲》主题l一8小节：

l薛警蚕蚕雩乎曼量季{睦瑟至至圣垂圣至至妻垂至至薹至萎：
(译妻耄垂等孝”4磊鲢薹圣塞篱季荤誉意叠季曩
贝多芬的主题只有8小节，短小，紧凑，但内在力量的深刻性，是音乐文

献上少有的。这一获得巨大戏剧性发展的变奏曲主题，只是一个乐句结构的乐

段，整个主题以开始的动机作为基本乐思的核心展丌而成。上声部以鲜明的附

点节奏和快速音阶向上冲击，连续变化模进，配合低声部半音阶和弦下行，形

成强烈的戏剧效果，仿佛一段不断增长的斗争力量，音乐到第6小节形成高潮

后结束。



谱例6．舒伯特《c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1—20小节

l蘸善警雾鸯量譬≤挚?交琴毒塞季誊亨肇雾季
(燕主囊鋈萋兰垂基毒霉I{基霉至三i蠢：J3_二毒_-：了≥
l罄霉薹鎏熏薹鐾誓糍}交雾垂爹参囊饔黾叁j-
舒伯特的主题看似和贝多芬的主题出如一辙，调性，拍子，和声进行，旋

律模进，情绪风格都有贝多芬主题的影子。舒伯特在第一小节简化了贝多芬旋

律化的主题，去除了引发贝多芬主题旋律的第一拍上的休止符以及在接下来的

几小节中，把贝多芬主题左手低音部分的下行半音阶移至到了内声部，并且在

左手低音部用一个持续的主音c支撑起了厚重的和弦，使得整个主题与贝多芬

的相比有一种更为强大有力的坚韧性格。在两个主题中，第三小节的E音都引

发了一联串的半音的进行，并且都在“A上达到了最高点，两个主题都特别的

强调了这个一路发展而达到的最高音。

第6小节，贝多芬在和声以及旋律进行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G音的到

柬，第一次震动了主题，紧接着下一拍t“A出现了，贝多芬用sf和厚重的和

卢柬达剑强调此音的目的。在这第二二次对主题剧烈的冲击后，音乐悄悄地接近

了庠声。



4

在舒伯特的主题中，第6小节并无剧烈的冲击，6 A(小字二组)是在第7

小节出现的，然而这一次的出现只是I临时的，音乐通过一串不太和谐的琶音下

行和弦后到达了半终止(第8小节)，同样的节奏音型在接下来的4小节中持续

着，伴随着左手与右手的反向进行，紧张感越发地增强了，这时通过跳进又一

个6A(小字三组)以ff的力度出现了，显著雄壮，威风凛凛(12小节)。这个

6 A带领着一个跨越了四个八度的下行音阶像一阵狂野的旋风般打破了主题原

有的节奏型，并且立即使原有的c小调主题变为了6 A大调。按下来，跟随下

行音阶的终点6A(大字组)而来的一个安静的段落更加坚定了5A大调的调性。

然而很快，又有一个由6 A延伸而来的大浪席卷而来，调性从而又回到了C小

调上。

通过分析和对比，可见：贝多芬对6A的强调在于让其起到一个结束主题的

的关键作用，而舒伯特对6 A强调的用意正相反，它让主题延伸了，音乐由此

大大的发展了，并且紧接着下行6 A大调音阶的抒情音调，成为其后副部以及

整个奏鸣曲其他乐章发展的基础。在第2l小节中，舒伯特为此主题写了一个变

奏，然而这个变奏不同于贝多芬在他的《32首变奏曲》的任何一首，它更加赋

予动力，副部的主题，异常优美抒情，它建立在6E大调上，并且在第62小节

突然转到了。D大调上，这里，舒伯特完全抛弃了贝多芬，开始拥有了具有自己

个性的主题。(见谱例7)

谱例7．《c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副部主题39—53小节C

发展部的大胆创新更是惊人，在第119小节，在右手分解和弦的衬托下，

左手引入‘个新的主题，它在低声部以半音级进的形式好似蠕动殷持续着，时

而又跳至高声部。扶142小节起，伴随着右手十六分音符的半爵下行音阶，辛



题在这里显得阴森模糊，力度逐渐减至PPP，在右手不息上下行半音阶的盘旋中，

左手突然出现了呈示部第一主题的节奏型(152—159小节)。这个段落显示了

舒伯特最为大胆的创新。(见谱例8)

谱例8．《c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发展部主题140—159小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舒伯特在模仿贝多芬的主题的同时，也鲜明的打上了

自己的标志。曾经有人问道：“像贝多芬这样一个艺术家，谁能与他比肩?”在

这里，舒伯特为我们作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

这部作品就像是对这位永恒大师的缅怀。布伦德尔指出：“舒伯特和贝多芬

联系紧密，他重演了贝多芬，然而，他完全不是在跟随、抄袭大师。相似的主

题、织体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了舒伯特自己的声音的。原型被隐藏了，变形了，

超越了。”1他找到了他这一代年轻人感受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贝多芬创作了32首伟大的奏鸣曲之后，后来的作曲家似乎只能望曲兴叹

了，但舒伯特的这最后三首奏鸣曲似乎丝毫不逊于它们，反而更富有诗意，更细腻，

与大自然，与人性距离更近。舒伯特那份幻想的特质和大胆的转调，表情丰富的和

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贝多芬。我们在这里既看到了贝多芬对舒伯特的威

慑，又看到了贝多芬对他的鼓舞，舒伯特敢于跟随这位巨人的脚步，步入令人目

眩的高峰，又安然返回，呈现给世人属于他自己个性的作品。

四．古典形式背后的创新

1．与艺术歌曲的联系

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他的创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他的钢琴作品也深受其

艺术歌曲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旋律的声乐性上，例如《A大调奏鸣曲》(D．959)

的第四乐章(见谱例7)，以及《6B大调奏鸣曲》(D．960)的第一乐章。(见谱

例4)

谱例9．《A大调奏鸣曲》(D．959)的第四乐章小快扳1—16小节

Alfred Brendel,iSchuberl’s Last Sonatas)9 in MusicSounded Out(New York：Farrar Slraus Giroux．J99l、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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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声乐化的钢琴旋律从中庸的速度、不大不小的音程、折中的讽性以及呼

吸起伏的长度等特点看来，都与艺术歌曲相近。它与贝多芬典型具有器乐性特点

的旋律明显不同，贝多芬的主题往往建立在一个动机上，而舒伯特的主题经常是

一条长长的赋予歌唱性旋律线。然而，这与声乐性很强的莫扎特的钢琴旋律相比，

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莫扎特的旋律多半受歌剧的影响，无论在其钢琴协奏曲中

还是独奏曲中，旋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剧中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细致入微地刻

画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而舒伯特的钢琴音乐旋律则受艺术歌曲的影响，纯粹是

个人的抒怀，内心的表白。

此外，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的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笔下的钢琴伴奏不仅是单纯的和声性辅助。对旋律起到衬托作用，而且是创造

特定意境的有力手段，它们烘托了气氛与情绪，使伴奏变“写景”为“写意”。

在舒伯特的钢琴作品中，也运用了大量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语汇，从而丰富了音

乐的表现力。

舒伯特钢琴音乐与艺术歌蓝的关系，除了在旋律的声乐性特点以及钢琴伴奏

语汇运用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外，更为重要的是，钢琴音乐的情感内容以及主题形

象都与艺术歌曲有关，比如歌词中常见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埘命运的忧伤、对爱

情的渴望以及个人漂泊流浪的孤独感等。

下面就通过《c小调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发展部的主题与《冬之旅》

声乐食曲柬说明此种联系：



谱例10《c小调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发展部119—121小节

』．．～·一一J厨?。毛f一塞苎一_一
{一，‘ 一 { ，

5．。 ．

口手、楚L} ’；’
9+

r#；了；；一

谱例11《凝结》1--7小节(选自(冬之旅>声乐套曲第4首)

谱例12《菩提树》3—6小节(选自<冬之旅>声乐套曲第5首)



声乐套曲《冬之旅》是根据奥地利诗人威廉·谬勒的同名组诗谱写而成的，

它创作于1827年，也就是创作这三首大型钢琴奏鸣曲的前一年。全套曲由24首

相互联系的歌曲组成，在这部充满了血和泪的作品中，舒伯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

情感。整部套曲富有强烈的哲理性，漫长的冬目象征着苦难无边的人生，死亡始

终没有降临，象征着人们必须在黑暗中继续徘徊，挣扎而得不到解脱，而这也恰

恰正是舒伯特当时自身的心理，疾病正吞噬着这位作曲家的生命，他的家庭从来

没有全力支持过他对音乐的追求，他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没有自己固定的居

所，他总是暂住在这个朋友或那个朋友的家，谬勒这部作品中流浪汉的形象使舒

伯特的内心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和感触，所以他开始谱曲叙述这个濒临绝望、失望

心碎、狂暴麻木的磨坊工人在冰天雪地里饮尽寒夜北风的滋味。死亡的阴影在他

脑中愈加明显，一个在寂寞旅行的流浪汉，不断进入幻觉的绝望心境，最后跟随

了神秘老人的死亡号召，这一切都显出了舒伯特的悲抑哀愁、绝望凄然。

在《凝结》这首歌曲中，主人公回忆同心爱的人携手一起游过的青草地，如

今他已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了，那里的青草已经枯萎，鲜花也早已凋谢了，凝结在

心里的只有爱人的幻影了。在《菩提树》这首歌曲中，主人公回忆幼年时曾在井

旁的菩提树下做过不少美好的梦，而今他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闭双眼向前迈着艰难

的步伐时，似乎又听到了那棵菩提树的沙沙声，好似呼唤他回到它的身边。

我们看到《c小调奏鸣曲》(D。958)第一乐章发展部的主题同《凝结》的开

始部分，以及《菩提树》的风声动机非常相似。这个神秘的音调仿佛飘荡在空旷

的无人之地，仿佛一个人在荒野中孤独的前行，寻找着自己。这个音调从D大

调一路经过6 A大调、6 D大调，最后到达c小调，也就是此奏鸣蓝的主调，

仿佛一路在摸索中寻找，右手从142小节开始的来回的上‘F行半音阶盘旋，更增

加了这种寻找的艰难程度，仿佛前行中风雪迷蒙了流浪者的双眼，左手半音进行

仿佛天边神明的召唤，让人倍感阴森孤独。这种情绪和《冬之旅》中的情绪帽呼

应着，可以晓舒伯特在这首奏鸣『f}l中再一次刻画了一个流浪者的形象，而这迷失

寻找的形象不是他人，征是舒伯特自己。f见谱例8．1

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使涛变成了音乐，隆这罩我们看到了他使钢琴音乐叉变成



了诗。

除了在音调，情绪上舒伯特受到了艺术歌曲的影响外，在奏鸣曲的结构中，

舒伯特也大胆引用了歌曲创作的A．B．A形式，如《6B大调奏鸣曲》(D．960)的

第一乐章的呈示部的主部主题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他的主题篇幅很大，句

子很长，成为独立的一部分，有头有尾，在主题动机中就已经包含了让他展开、

发展和再现的因素。主部主题仿佛一首抒情歌曲，A段建立在6 B大调上，B段

建立在6 G大调上，在第34小节处，渐渐发展至此段的高潮，接着又回到主部

主题A。这是舒伯特一个特有的创作思路，其主题起于一点，形成高潮，再回到

起点，形成终止。这在古典主义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在古典主义的创作手法中，

主题建立往往非常集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整个交响曲表现的

就是主题核心的4个音符。此外，一般古典主义的开始主题或动机很少有终止和

解决，总是给人一种悬念，等待结尾，只有在乐章和段落结尾处才有终止。例如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黎明》，主题动机意志停留在属音上，没有终止和解决并

不停的发展下去。

这种在器乐曲中运用声乐元素的创作手法后来成为浪漫主义钢琴音乐创作

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是舒伯特开创了这一手法，并且使这两种因素达到恰倒好处

的平衡。

2．和声、调性上的创新

总的浇来，舒伯特的和声语言是建立在古典风格大小调功能语言的基础之上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舒伯特在此方面无所创新，相反，正如德国音乐家、理论家

罩曼(Hugo Riemann，1849--1919)所断言的那样，舒伯特以其和声、调式、调

性思维方面的独创性使舒曼、李斯特和勃拉姆斯在这方面都成为他的继承人，在

这一方面．没有人能超过舒伯特。1纯粹的古典和声原则是难以满足舒伯特情感

表现需要的，所以舒伯特在保持调性和声系统不崩溃的情况F尽可能地去扩大和

声语汇，拓展调式词性，以增强和声表现力。在他笔f"A"J和声语言以及调性的运

《砖i疋鬯范论：c】：竹柑》．《选H饯f一康■爪殳选，，r_．Jf)㈠幻■乐川扳川1997年版笫44见



用不再是死板的公式，而展现出变幻无穷的色彩。

首先我们来看在《6 B大调奏鸣曲》(D．960)的第一乐章中这样一个转调的

例子：

谱例13．《6 B大调奏鸣曲》(D．960)的第一乐章44—48小节

音乐从6B大调通过属七和弦和一系列的减七和弦转到了搬小调，舒伯特的

转调总是有一个合理的准备过程，不像贝多芬经常通过一个和弦就突然转调，但

是，尽管有所准备，舒伯特的转调也会使大家出乎意料，本来是是属七和弦，应

该转到F大调上，然而，通过减七却转到了4f小调上，6B大调和’f小调之间找

不到任何联系。在当时，所有的教师都说舒伯特不能学作曲，转调太随便，太放

肆了。在今天，用减七和弦转调不算什么，在浪漫主义后期它已可作为中介转到

任何别的调上，但是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交汇的那个时代，用减七和弦转调是

一个轰动。在音乐转到副部的叶小调之后，又继续再转到A大调、b小调、A大

调、b小调、A大调、d小调、6 B大调，这在古典主义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按

常规，古典主义的呈示部就应分两个部分，主部和副部就是主调和属调的关系，

而舒伯特的呈示部有三个部分，且在中段进行了一系列的转调最后爿‘又回到属调

F大调上，可以说他开创了崭新的奏鸣曲的创作模式。这种3个主题的呈示部

在后来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中也能看到。

下面我们再通过分析舒伯特对此部作品呈示部和再现部的调性安排，来说明

舒伯特对古典主义的突破和创新：

表2

呈示弗爰昂睇 再习E据

第1璇料黼
睁e犬阚f14,l,1 F走{翼擎

第l毫谩豢2逸秘壶蓬
昌太遇‘小竭辟8考蠲



作为呈示部和再现部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的调性，6B大调一簟小调，6B

大调一b小调，都是相隔甚远的两个调性，也就是它们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调性

关联。乍看之下，舒伯特如此安排，似乎有违常理。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第二主

题和第三主题的调性时，便会发现舒伯特这样安排是有其道理的。第二主题和第

三主题的调性印小调一F大调，b小调一6 B大调，调性虽然不相近，但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主音之间相差半音，也即小二度关系。由表2我们

可以看出，舒伯特并不想使他的音乐如古典时期那般直截了当的从主调移到属

调，而是采取了迂回的路线，使属调并不预期而至，用与属音相差半音的调性作

中介，造成一种不协和的紧张状态，使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意志延续到进入第三

部分的属调主题才舒缓，这是一种舒伯特所惯用的创作手法，在他的艺术歌曲中，

也经常用到，带有一种美好的幻想世界被残忍的现实所干扰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舒伯特钢琴音乐审美价值的拓展

一．舒伯特与印象主义

1．和声色彩性

人们往往过多的关注到舒伯特对浪漫主义时期的开创性影响，他以其自然

的，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成为浪漫主义学派的第一人。他的钢琴小品深深影响

了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不仅如此，舒伯特音乐中的色彩性与印象主义也有着不可

忽视的联系。

赵晓生曾在谈沦舒伯特时晓道：“舒伯特注重不断变化着的敏锐色啕，这一

点和德彪西有些类似。”只是德彪西更注重外界的光线，是自己看到以后的感受，

他能把水上的波光，天空罩的云彩。雨巾的花园，透过树叶的阳光等，全部转变

为音乐的表现。而舒伯特在音乐色彩上的变化完全是他内心的感受，与外界没有

关系，他的颜色是外界所看不见的，是心绪的包凋变化，所以显得更加深沉、内

在、捉摸不透。《c小调奏呜曲》第一乐章发展部就是一个倒了。(可参见谱例

8)左手的主题动机从6d小谰到c小凋再到g小惘，都是相同的音型，然而每



句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在右手下行半音阶的衬托下，一切似乎又变的模糊不清，

整个乐段就象一幅印象主义的画，神秘而模糊，色彩不断在变化之中，忽明忽暗，

闪烁不定。

2．旋律片段性

在印象主义音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音乐碎片，在舒伯特的音乐

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块状的旋律片段。“在他心目中，人生只是一连串情绪的波动，

一连串的形象，”1这种特点在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基本乐思或

是延伸的旋律，或是变化和自由地扩散的旋律片段”2他的音乐若有所思、欲言

又止，一句话还没说完，另一句话已前来覆盖，一条条旋律线上升、下落、消失。

例如：在6B大调奏鸣曲的呈示部中，共有5个主题(主部2个，副部3个)，每

个主题都是独立的旋律片段。在印象主义音乐中，意境也常常是一个个碎片，我

们很难在其中找出彼此相联系的旋律片段。所以，尽管印象主义的音乐创作是以

反浪漫主义的姿态而引人注目的，但在研究了其艺术思想和音乐风格后，我们可

以看到它们仍有浪漫主义的某些技法特征，因而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延续。3

可见，舒伯特在和声色彩性和旋律片段性上的独特创作个性，无疑给后来的

印象派作曲家们带来了一些灵感与启示。

二．对舒伯特认识的发展

1828年舒伯特去世之后，无论是听觉世界的舒伯特，还是认知世界的舒伯特，

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淀，只有局部的形象，没有整体的评价。 “舒伯特”这个词

的意义在不断演变，这不光是因为人们对己有作品进行了正常的重新估量，还因

为作品本身及其环境在不断变化。

19世纪初，德奥音乐界虽对他的才能略有所闻，但那时的维也纳正被罗西尼

歌剧和帕格尼尼小提琴音乐会的光环所笼罩，对贝多芬都仅仅是一种心理或礼仪

上的尊重，而舒伯特在生日i并未获得真『F的关注。

《慌1、t胡陶尔水 舒们特‘』叭多々#的比较trll究》博雷采书1984年版二联_L5店

杰拉；Ji德-叫『门{、i。≠K简明个淖哥乐生》 I。淘坷乐⋯版i：i 1999年12川第一：父I：=|J训704Ⅱ

；七胜件t州陶辛划q方，f q：史简编》l’向舀乐川舨利328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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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狭隘的地方性浪漫精神影响下，常常出现从舒伯特的歌曲和交

响曲中摘取旋律编成小歌剧的现象，人们往往盛赞他写旋律的才能，把他描绘成

天真的比德迈式，人物。

舒伯特在欧洲的通俗形象，在1986年弗利兹·雷纳(Fritz Lehner)导演的

德国电影《我的热泪》(Mitmeinen heissenTranen)67再次得到了强烈的表达。舒

伯特音乐的亲切形性似乎更加深了这种形象，然而不管他的音乐放在舞台上或者

屏幕上时是多么地面目全非，从他艺术中得到的真实的光环与价值，无疑超越了

小歌剧或电影中讲述的陈腐的生平故事。

20世纪20年代，舒伯特研究的德国大学者奥托·恩立希·多伊迟(Otto Erich

Deutschl883--1967)对他的音乐作品进行了全新的编目和校订，出版了舒伯特

最重要的两部杰出研究专著：《舒伯特：传记文献》(Schubert：A documentary

Biography)、《舒伯特：友人回忆录》fSchubert：Memories by his friends)，这些文

献用资料汇总的方式，按历史顺序把舒伯特的生活经历，作品清单完整的展示在

了世人面前。 舒伯特的全部作品在1885．1997年间也陆续出版了，共有四十巨

册。如今我们终于可以鸟瞰他创作活动的全貌了，他的创作几乎接触到了音乐的

一切领域。可是，人们还远远没有挖掘尽舒伯特本人的真实性格和作品中的深意。

舒伯特的音乐在情感和种类上的丰富性，以及文献资料的缺乏，以及关于他性格

双重性的描述，使得他的形象在今天变得难以捉摸，琐碎多面。这种形象的可塑

性让我们注意到，变化的看法总是反映着变化的时代的，到了20世纪术，经过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一个更复杂的舒伯特，如今更能代表人们的心理，这也是

为什么现在他的最后三首奏鸣曲、晚期室内乐以及声乐套曲，在今天地位是地位

最高的原因。当代著名钢琴家布伦德尔在谈到舒伯特的奏鸣曲时曾经说道：“我

听他的作品时有一种小孩子在森林里迷路，听任无法控制的种种力量摆布的感

觉。犹如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周围全是些不容易解决或根本无法解决的

问题，要多悲观有多悲观。这些乐曲中提出的质问和凄凉的转调似乎同现在这个

时代密切相关。”二

。19 Uf：纪Hf期早期Pk中期，思想胍浅艺术’f‘庸，甫炎趣崃趔合市民的一种蜘懈的艺术风格。

二敲绺·扎巴a；《键盘I的J王思——⋯抖者乞训霉求淡岂录jⅢ班连婵详丌采⋯版fI 2001，r￡l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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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舒伯特最后的这三部奏鸣曲达到了他本人毕生钢琴作品创作的巅峰，它们都

是极其内省的作品，也是极其纯粹的音乐，在这里，调和古典主义形式和浪漫主

义情感的长期斗争达到了某种和谐。它们回复了四乐章的形式，但是它们的规模

扩展了、内容充实了。一切表面效果都被彻底摒除，舒伯特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

月里超越了所有肉体上的痛苦，将音乐升华为灵魂的自自。它们也超出了过去关

于舒伯特依赖贝多芬的真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后三首奏鸡曲是对己故大师的

献礼。在与贝多芬的作品的对照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已被指出，但它们仅仅是表

面上的相似，舒伯特是借用贝多芬的音乐语言表达着他自己最深沉的思想和情

感。

舒伯特晚期的一些作品在他在世时已经让听众费解了，他所使用的和弦转

换出人意料，完全置古典主调和声系统于度外。在那个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了解

他对音乐创作的许多创举和革命性的做法，可见他并不是为特意讨好当时听众而

写作的。我们由浪漫派大作曲家舒曼写于1829年11月的一封信里，可稍稍窥探

到当时的人对舒伯特作品的困惑迷茫，舒曼在演奏一首舒伯特的二重奏作品后写

道：“乐曲结束时，两位演奏者和听众的目光相对，无话可说，不知是沉醉于乐

曲之中一时说不出话，还是不知道如何思考到底舒伯特用意何在⋯⋯”1当时的

乐评人在评价舒伯特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时用了“现代”一词，的确，舒伯特的

现代性在于他置身19世纪初期就有“难我”的特征。这最后的三首奏鸣曲，在

遵循古典主义形式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古典主义的解构，舒伯特的创作在某种程

度上脱离了社会与时代专制下的美学取向，从他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时代变

迁解体的征兆。在此之后的浪漫主义钢琴奏鸣曲，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舒伯特的这最后三首奏鸣曲，现在被认为代表了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顶峰。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舒伯特的钢琴作品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承认，因

[《]眦堆·伍德锅特《舒们特》然正乔滞江井人民⋯版引1999年l门靖版第一次印刷182Ⅱ

二约愉·*德《舒们特铡母喜叫曲的彤-℃‘。晴感》制琴芝：术2001年筘二明



为这些超越了时代的杰作，不仅属于过去，它们更属于今天，更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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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论文的选题，完全源于听舒伯特音乐时的感动，当置身于

舒伯特的音乐中时，所有繁复的，具像或抽象的分析性的文字都变的

如此黯然失色。当让那些音符用自己来展现它们生命力时，我们才能

找到真正的舒伯特，或许在其中也找到自己。

此外，我还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对我7年来的培养。特

别感谢我的导师司徒璧春教授，在专业上的悉心培养和思想上的谆谆

教诲。是她，一步步地带我走进了钢琴音乐的圣殿，让我体会到了音

乐的无穷魅力；是她，在百忙之中与我商讨、批阅论文；是她，教会

我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音乐工作者，这些都使我一生受用，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

另外还要感谢陈小兵、郑世连、有德乡等领导对我的关心。感谢

管建华、蒲亨强、吕振冰、冯德钢、刘～心、忻雅芳等老师给我在课

业上的帮助。

未尽之言，于心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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