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够脚范大墨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呜曲

研究与演奏分析

学

专

院 音乐学院

业 音乐学

研究方向 钢琴演奏与教学

研究生姓名 赵傻英

指导教师 葛世杰 副教授

完成日期 二0 0六年六月



擒要

作为二十傲纪经飙作曲象之一酌普罗科稚耶夫，～生共创作了九酋钢琴

奏噻载，其孛《第七镪琴奏鹋蘸》被诫鸯是簸杰塞翡～蓄；该雩管晶戳二次太

战为创作背景，用普氏个性化的创作警法和谐乐语言，真实深刻地苒现了残

醚懿战争场蘸，集串滚爱浃了簸争孛久{莛瓣愚想活费帮蠹心整器。

本文在普罗科菲鄢夫钢琴漆鸣曲熏要仓q作特点的基础上，从睡式、旋律、

节奏、诵缝、释声等游多卞方蕊对《第七锾琴奏鸡稿》静创作特点进行分析

和论述，总结燃《第七钢琴奏鸣曲》典有几个主要鲍刨炸特点：具鸯现代意

义的音乐、群鞠的个设特点、鲜明的释族风格、植穰予传统，结合现代创作

手法等等。

本文在自融学习和演奏《帮七铡帮奏鸣曲》的基础上，从“敲击性”弹

洼、费德段落瓣弹奏要求、声耨孛零淹秀发鼷次魏协藕、--+乐章鹣涟度要

求、踏板的使用等几个方面，细致全谳地分析阐述了擞教学和演奏方蕊的要

求彝魅理冢粼。

关键词；普罗零i}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鹇趣、创作特点、演奏螫求、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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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茎篓篷墅壅篓查璧量壅登璧受壅墨墼燕篓 整篓茎 ．

Abstract

Prokofiev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dernism

composers in the 21 century．He has creative nine piano Sonata all

together，the No．7 piano Sonata was the best one．The work i s on a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War i{。Prokofiev used his bardian creative

skill and musical languages to redisplay the ruthless war and show the

thought and idea of people in the war．

The thesis is base on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rokofiev’s

sonatas，discussed and analysed the mor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7 Sonata from the aspects under 1ist：the compatible harmony，

the cantus，the rhythm，the tonality and harmonic，etc，and draw the

conclusion of：the No，7 Sonata has the bright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tion，nationality，based on the tradition and used the

modern creative skill．

In the thesis，based on learning and playing experience of myself，

I analysed and detailed the requirement and processing principle on

teaching and playing the No．7 Sonata from the under list aspects：the

Knock—Timbre style playing，the playing requirement of lyric paragraph，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various strength level in the voice part}the

requirement of playing speed for all the three pieces and the soft pedal

using。

Keywords：Prokofiev，the No．7 Piano Sonata，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requirements of playing}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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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辩菲帮夫第七旗琴奏鸠攘矮究殛赣奏分辨 整羧葵

前言

谢客藏·辩象盖繇维鸯·蓑罗辩攀郛夫(Seregy Sergeyevich Prokofiev)

是二十缴纪杰蹬酶终壤家、锶琴家、攘挥家。德一叟剑终了～蓄三卡多熬音

乐作晶，是二十世纪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钢帮街乐的创作愿普罗科菲耶夫

众多翎棒领域中最翼特色的皆乐，考诲多俸晶酃醴为了二÷键纪镪琴谗晶孛

熬经接鹣嚣。瑟豫了建宅#豫方嚣懿诸多灵觳之豁，骜爹辩蓦鼙§夫程镪琴演奏

风稽主瞧锻蹬了重大瓣贡献一舜截懑真正现钱懿锈琴演奏风格。稳跫最翠
将钢琴视作打击乐器的开路先锋之一，他在钢琴上追求干、硬、盘瞒般两且

富有活力和弹性的颗粒性的声音，形成了他独树一帜，虎虎生风的键盘风格，

开拓7=十键纪耘古典主义钢琴音乐演奏瓣薪趱藤。

蓄爹科菲鄂夫丸蓠镪琴蚕嗨憩翡程作贯穿了饿一生翦裁捧生涯，其中竣

二次大竣必刽俸鸷影瓣第六、七、，℃蒋镶琴奏鹋辫旋豢隽《簸争奏镐藏》，

荣获苏联网家盒奖的《第七钢琴奏鸣曲》成为三荫《战争奏鸣曲》中最为杰

遗鹣一蛰。

奁《第七锈琴奏鹋蘸》率，罄爹疆藜臻夫穗叛蜜眷令毪毽靛餐终警法，

露致入微的音乐语言，表联力十足静渤力节赛，丰富细腻静和声织体等等真

实地蹲溉y--战中残黼的战母场面以及人靠]慰想、内·§深处的情感镟器，成

为一部反映二战活生生的音躲版历史教科书。本文从作品描绘以及肼液达的

孛心思想入警，放整体上对撵晶进行深刻静论述黧诠释：麸俸器本巍入手，

涉及戮了律赫豹簦式、旋律、节奏、瀵洼、鞠声等等雾个方露，对作赫进行

了理圣鑫上熬醪究帮分耩，谂述了俸燕瓣豆令主簧寇g髂褥点。这麓分辑张阐述，

为正确地理解和分析该作品撼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滋褥溪论静研究和分耩瀚基璃上，本文钟澍专渡钢琴演奏稳教学的实

际嚣蚕，终会疼己撵奏该霖瑟静经验，薅终晶懿楚箨浚奏安搀襄缵繁篷誊蓉

楚莲等方黼，郗做了细致的讲解和分拼，为演豢者和钢琴老师学习和数学该

作品提供了～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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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箩耪薅疆夫籀七锯琴奏璃基谤窕盈滚簧静糖 赵莰葵

第一章．酱罗科菲耶夫的刽怍生涯

罄罗辩嚣臻夫予1891肇4胃23器窭生在岛竟兰静顿琶赣邋蔟耱事夫卡

耪，攀予1953年3筠5秘，攀年62岁。媳瓣一生经历了三今徐段：帮求学

时期(俄罗斯时期1908年——1918年)，侨居网外时期(美欧时期1918年

——1932年)，圈黧定居澍瓣(苏缭埃对袭t933年——1953年)。

饕爹稀嚣臻夫在父母笼其楚母亲鹣精心臻蠢下，簌小羲显示窭爨众熬誊

乐才戆。蕊箩辩裁熊瘫确静谈谣，丸爹豺藏汪缀套演奏贝多芬稻荚魏特鹩一

些比较简单的钢琴奏鸣曲。1900年1月，酱罗蓬；}滩鄢夫第一次和父母一起采

到莫新辩辨溉看了吉诺的歌剧《浮士德》、鲍罗丁格的歌剧《伊戈尔王予》

露柴零毒_失黻基熬《睡奖入》褥太殍疆赛。当1902簪稳器次来瓣莫斯科翳謇，爱

在著名瀚饿髫作鑫家袋淫鄂夹(1856冬_1915年)霹翦嫠一&卡麓遗弹奏了
蠡己驰爨磊；歌测《无入薅》戆寒整。塔涅繇必瓣警罗辩蘩郄夫大潮赞赏，

并将他介绍剿格里埃尔(1875年——1956年)处学习了两年的作曲均钢琴。

这位嫡袋镬纂辅音乐学院藏长瓣年轻教耀成为了蛰罗辩菲嚣炎最好酌启蒙老

疼。

1904年，麓爹科箨郛夫被大作癌豢墼姆斯饕一科萨科夫(1844年——1908

年)澍中弗考取了彼德堡酱蕊学院。谯彼得堡密聚学赡十年的学习麟闼，普

罗科菲髂失毙届跟随利亚多必(1855年——1914年)和里姆斯基嘈l萨科夫

学习律馥，尾·霪t齐尔熬(1877年——1945牮)学霹指撵，砖落渡姓学霹

钢琴。1914年，在营罗耩嚣释寒静华簸演奏会上，继滚奏7一酋舀蠢鹣作晶

《繁一镄琴耱凑夔》秘一罄憋赫貔赋穰，著获礴一等奖。

酱罗科菲耶夫的早期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怒他在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媲

阕翅{筝贻，翔夺螽《翳忆》、《{审动》、《绝麓》、《魔鬼憨醛零》(op。4>

(孬予1910攀——19ll年){1912冬窭黢豹十罄练麓夔(op+12)秘《d枣

谲第二酋钢琴凑鸡曲》(Op．14)： 《第一钢琴协奏曲》(律予191l年——

1912霉)(op．10)；《繁=镄涔协奏曲》(作予1912单——1913年)≤釉。16)

等等。遴谢～部分作品创作予举业之后，离国之前。如由20首小越缎贼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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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辩棼嚣夫嚣七镛琴妻鹰盏研究聂演奏势耩 赵羧英

间的幻影》(作于1915年——1917年)(Op．22)《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修

订于1917年)(Op．28)《第三首钢琴奏鸣曲》(修订于1918年)(Op．29)

等等。农这些旱趣作品中就殴经体现出了怪落、风趣、幽默、刚黎楣济的刨

露特鬣。

1918年——1933年魑蒋罗科菲耶夫在国外充满困惑和贫乏的艰蒋时期。

在异豳他多的生活使他犬汗眼界，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个时期创作的作

品技术x鞋深、手法新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有些作品使他猩艺术上

取褥了凝赛声誉。}￡懿：籍惩歌鬟《三令毒鹭糖之恋》； 《第三钢琴狯奏|lil》

(作予1921年)<op．26)《第霹钢琴协奏魏》(为左手丽作)髑《第五钢

琴协奏曲》(Op．38)；掰黉钢琴小品《老祖母的故事》(Op．31)和《四首

小品》(Op．32)等等。

1933年——1953年，饕罗辩菲耶夫回国定鼹，进入了最成熬、最舂债僮

熬苏缭浚薅期。在这令辩麓，骜罗辩菲羚夫剖髂了诲多菇近对代、黻避釜活、

极富个性的优秀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怀着一种信念，认为作曲

家和诗人、雕塑家、画家一样，应该为人类服务，为人民服务。他_溆该美化

和保障人类的生活，他在艺术中首先应该表现出是一位公民，歌嚼人类的生

活，零l移入镯走囊光辉懿来寒。在我番亲，这裁憝芑零懿不容改变豹缀藏。”【l】

本文耩分析的《第七钢琴奏鹇馥》就是这种慧想下的典型杰俸。此外还有以

下著名的作品：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交响煮话《彼佳与狼》， 《第五

交响曲》、《第七“青春”交响曲》、《协奏交响曲》、舞剧《灰姑娘》、

《宝器筏》及其交响缝趋，《第六、七、，℃、丸罄钢琴奏鸣曲》，声乐交确

缀鏊《冬程豹篝灭》，滂满麟《保重窝平》，影慧《伊蔑雷帝》熊辩乐，歌

剧《真藏的人》等等。

酱罗料菲耶夫作为一流的作曲家，在世界琛坛上享有最突出的膏乐巨匠

之一的牢固地位，共三十嚣卷约五十臻的《普罗秘菲耶夫终品全集》，记录

了秀入炎襄乐宝痒增添鬓|鬻瓣这整瑗莰音乐家戆劳凌裁采，这些势豹戎莱迄

今依然怒键界各国入民的精神食粮。他不I司凡响的大胆的创谁手法，使一部

部经典作晶在他的手下油然而生，他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

大师一样，是既属于自己的时代又属于后来的时代的天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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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爹转帮臻麦菇屯锈琴赛鸸夔研究爱澳奏努辑 赵谨荚

第=辈《第七蓄钢琴凝鸡曲》的创作背豢、主蹶思想以及主

要翎侔特煮

一、《第七钢琴奏呜曲》剞作背景以凝烹蹶思想

1939鼙，第二次毽赛犬敞的臻云笼罩着款测魏丈遮，敏感豹终魑家普爹

辩藜醛穴箱魏翡套象裁锌缀致蒸嚣了遽浜啜鸷鹣羧争。《第七_镪琴葵鹋整》

是《战争凑鸣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如果说《第六钢琴奏鸣曲》预泳蒋战争

豹采蠛，辫么， 《第屯锈琴辫鹋鼗》羹lj搐绘了冀溉熬缓争瀑笈嚣鹣熬藉残暴

的场西以及苏联人民与法磷斯英爨斗挚的大无擞精神，表达丁苏联人氏必胜

靛坚爱麓念。第一番章熬楚一主题一器始矮泻繇嫩熬缀薅瓣攀誊鞭示麓缓争

在不知不始中爆发了，紧按蒲敲击式瓣襄弦在黼蒲区每低音灏网辩滋褥，表

现了敝人翳蛮的进攻和战争的残酷。第三主联舒缀优菠的旋律深翔蛾描画出

经历了战争袭难压人们痛苦的心理穗凄凉的场襞。它在缓慢撵情静麟律书野

始，这安羚委瓣豹旋簿缨致瓣蕊了一轮竣争露，象霹爨散惑装条黪蕊豢，菠

映了人镶冤奈德望嚣耩绪潋淀黠过去焚努皇滔鼢蠲滋。薅蔷考零豹不辫发震，

冥冥之中又预示着新一轮战争的到来。第三米举锻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摄贯穿

乐鏊始终黥簧禽节接7／8撼，离奇豹7／8节接镁熬个舔盏充满了动力褴，擒

绘了敌人攘苏联人民强大的发竣下一潜千里，苏联人鼹胜剩凯旋的场鼹。乐

蘧一气懿成，震撼天心，燮遗7琵羧鬓±大羌畏鹣毙辉形象。

在《第七钢琴奏鹇热》巾，除了战争场蕊糊人赣j必胜的坚定缮愈的细致

刻画之外，普罗科菲鄢夫也线作品中细致深情她摘述了人性美以及人与太自

然的关祭。这些段落优雅裁瞬、抒馕皴歌。盎珏第一乐攀醚鼙的主题裁侧重遗

撼述?簌凌争瓣羧夫{}l对战争鹣一秘懋考，jl霪突翔葵寒熬战争夔费群滋及心

孛对寒求瓣幢僚与蘧蘩；簿二臻章戆磊羧懿妻邀霭ll重蟪表达了夭稻瓣黢争之

前和平美好的嫩活状态的回忆和眷恋，B段则葳映了人们回到现实中，面对

凌实辩，部撼潜必旌豹信念对洙来鹩预铡，入{|、j灞羹熬建美好家园的浃心和

民族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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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萝辩嚣帮夫第南嘏琴奏碡藏研究及演赛静耩 楚援薹

这部优秀的作品也是酱罗科菲耶夫的巅蜂之作，从整体上看，涎论是创

作的手法，遥是谗晶本身所传达的愚惩内涵，都紧黏时代的脉搏，大腿她做

了各零孛耨的尝试，镁捺品富予了时{弋意义；扶绷辩塞簧，佟燕中惩开耀、悠

长、抒漪翁旋律线形豢缨致蟪表达誊天餐翦魂·§谶：箨帮情感捧突，饕常感入，

薅终灏巾强烈的、妻蠢动力麴节奏与深鹰感人憋抒媾段落舂糗邈紧密旗会畿

一起，使作黼本身富肖强烈的戏剧冲突。这些街响冲击着我们的耳懿，敲击

藿我稻瓣心潦，震撼蔫我钠熬思想，净传着我们靛囊壤。瞬众们焉～不被谴

郡蒙鬏鸯特懿毒瘸簸鬃、宏大夔气势、令毪鹣裘这、谯美戆旋律、悲强动力

惑蘸苇葵掰深藏匏感染，产嫩疆蒸静藏鸡。嚣诧，该箨品在历史上溅捌高度

的评价和徽誉，势曾缀获得蛳太林奖，成为20燃纪裔乐的不辐篇常。

二、第七镳琴奏鸣她的寨囊刨作特点

酱罗科嚣耶夫作为一位强成体系的革命者，风格特征是嚣诱器撼豹：“谴

豹友印壤主义的情绪闲音祭辫富的影象及结构的风格的果断革新联系在一

起。奇将的怪诞，辛辣的讽刺，清晰霹鲜明的阕逑，对巨大使人震攮搴件簸

预感爨穿予律馥家的蜚乐申。间霹在鬻罗科菲联失爨警懿音臻中翅遗蠖戆缍

擒主义翡鞭豢藏占了撬势。趣煞音乐建褡是囊瓣声誉澎象魏楚避瓣，获帮声

和织体的激烈性、破坏性、熄举的逻辑性、到爨稚般天真无邪乐观的崇高的

抒嬉魏，特涮率塞豹麓律缝，祷毒变诲般瓣豫逡。”f2】禳难诱，{{鎏黥耀个俸

品带有絮～章中溅某几种特定的创作特点，所以下文羔蔡是从他的钠攀作燕中

霓拿妻瑟鼹毯箨翡薤在《第七锈琴奏憋嚣》孛楚数露髂嚣戆这个受度塞分辨。

1、鬻我意义酶考摹

黻《竣争奏鸿醢》为键：勰搂宏大静第六蓠，强健有力黪第七露灏颇其

抒薅链瓣籀，℃蘩，豢藏殛戆、影象逶攥透了羧争靛瑟瑟窝浚争孛久秣瓣精襻

整界，靛入一骄委i这三首奏鸣馥就会耩不寄禁趱被带入到“哉争中去”，斫

到炮声黢鸣、敌人的铁蹄和人们的嘶嚷，情不盘撩撼联想到惨不慰麟黪战争

场景，身脑其境。本文所论述的这首1943年获得圜家鑫奖的《第七铡琴奏鸣

睦》，对战争场面瓣攒述尤其缀致群骥、形象突撼，缭天蜜下了深麴的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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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辩薄璜夫黪电链琴奏鸣瓣骚究及演奏努辑 赵羧葵

成为一部反映=战的酱乐版本历史教科书，赋予裔聚体裁上～个新的意义，

成为久演不裹的经典鞠目。

2、援攘予薏绫，毒粒蹩憋俸潼蒗法糖缝含

瞽梦秘藜邵夫靛铺作蒸举上涉及戮了番静静涿体簸，魏舞蒯、戮晌乐、

电影脊豚、套曲、芭蕾舞剧、协奏雌、奏鸣曲等蒋，成为20世纪创拌题材最

广泛、最多产毂终魏家。穰缀予传统，并灵活遂愿健统静截佟手法，吸波港

整啻零象之凝长，与2e氆鳃佟麴拄法耀臻台，澎斌了筹鬻懿今天筑裕。遣谗

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搬弄仇人创作搜法的手段，念显得作品创作缺篡个性，

没有了爨已黪谤感秘袭这，装实，善罗辩藜嚣夫攀叟罄在不錾逮追求察革精

各种创作警段，丙这烂手法一凰被运用到作品中，都像是在他血液之中流漓

藿赘臻么巍然，壤零没骞了缝毫懿照搬摸薅藏凌敬爨造痒。送秘不赫戆追求

和革新各种铷俸手段程《第七钢琴奏鸣馥》中也褥到了充分的摔蕊(参见下

嚣的恻予)：

例l；我们把第一乐章巾剁部主鼷的再现(33耻—门44小节)姆尾示鼗

串魏戮鼯主题(124一l∞枣萤)穗墨魄较，会获瑷露现帮懿戮懿震鞭魄璧
示帮黪戮郄主蘼疆蔫了二度。(参楚涛镑)；

谱例一{剐部主题的再现(338——344小节)

谱例二：摄示部中的副踯斑题(124——13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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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赛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例2：相类同的例子还有第一乐章呈示部中主部主题

谱例三： (第一乐章1——-4小节)：

该旋律在61小节也是提高了大二度。

谱例四： (第一乐章6l——63小节)

例3：在第一乐章发展部中，主题重复了一次，不过第二次主题出现比第

一次低了大二度。 (参见谱例168——174小节和195——200小节)：

谱例五： (第一乐章168——16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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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後荚

谱例六： (第一乐章195——196小节)

扶醴上鹣辅予看穗，酱罗科菲耶夹与其德20繁纪的作曲家一样，再现时

寻求毂彩上的变化，褥不是像古典时期的作螺家选择调性的月臣从。瓣现蛇手

法会使主题程作品中得到一次次地加强和升墨}蠡，给听众留下觉加深刻的印象，

恧且墩使终藏逻辑游楚，表达深刻，嶷中地艇映中心思想。选择运鼷二疫上

的再现，使得调性比较明亮，更具张力。

蠢典剑穆手法与20整纪作爨羧法程婆会鹣这一翻痒特赢还诲蠛在许多

方面。比如在曲式上，普罗科菲耶夫在《第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中运

翔了葵鹚涵式，在第二乐章逡糯了ABA’兹震三部藏式，在第三乐豢运弼了

ABCB’A’五部曲式，这几种曲式在结构上都体现了均衡对称的古典骤则，但

在运爝传统瀚式的同时他也加入了20世纪的作曲技法，第二乐章主题的变奏

手法就是一个良好的铡子，(见第15页)；魄如在调爆方嚣，普罗毒莓薅邵夫

运用了“非正宗”的冤调性(在第28页“调饿”一节中会讲到)，这是一个

20{堡鳃瓣佟蘸技法；褥tt絮在巍声方瑟，臻g§零弦、三巍弦、囊叠魏弦、不

协和和弦、槌诲和弦等的运用(第31页“和声创作特点”一节中会论述到)，

都体魏了吉龚翻褥手法与20徽纪俸鹣技法藉镰台煞镄箨蒋煮。

关于普罗科菲耶必的创作乎法多样的问鼹，我们农下文越式(第14页)、

旋律(第18爽)、节奏与节拍(第25页)、调性(第28贸)、和声(第

31页)等的章节中会作具体分柝。

3、鲜明的民族风格

磐罗科菲耶夫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以自己属予俄罗斯民族的一份子

而感劐骄傲，在他的黹乐作品中，我们也能感爱到俄罗斯音乐文化的魅力在

其中的体现t佟为20世纪俄罗勰的经典终趋象，普罗糕菲耶夫瓣剑弦楚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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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非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赛分析 赵像英

斯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光辉的娥续，与兴德米特、斯特拉文斯攥、肖斯塔科维

奇、疆托克等现代律魏家的翎作交织在一莛，成为毽界文纯的宝贵财富。

在他进行专业学习的母校——璺彼得堡蠢乐学院，作为饿罗颠的第一所

音乐学院，从创立之}j起，就十分重视本国和欧洲的古典音糸传统。20世纪

以来，蛾罗欺零派在檄器乐坛郄是十分活跃蛉，恧营罗辩菲鄂夫戆死像老零，

如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必、格拉祖诺与攀旺多夫等都是非常崇尚传统的。苏联作

麴家德米特墨·遣鬏塔辩维瓷警写遂；“营罗瓣菲鄂走巍羧罗焱音瑟交爨二终

了重火无比的贡献，他作为一位天才作曲家，发展了俄罗斯音乐大师格林卡、

穆索尔簸薹、靛罗丁、受姆薪萋一群萨科夫稻挝赫玛整诺夫留徐我们的捌作遗

产。”[3]这种民族风格在普罗科菲耶炎的《第七钢琴奏鸣曲》中大段落清晰

流畅、气息悠长的俄罗斯式旋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4、鲜锅雏个性特镁

鲜明的个性特征斑该是替氏音乐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了。俄豳的穆索

尔斯纂和匈牙剃的巴托克，尝试打破以前时鬻的教条秘人文体系(主要指古

典音乐和浪漫音乐)，建立具有现代意义新的音乐逻辑，尤其是穆素尔斯基

的调式混合交蛰思维，无疑绘这秘裁瓣音乐逻辑提供了理论铰据，逡瓣以后

的革新者普罗科菲耶必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酱罗科菲耶夫对

砉典糖统瓣继承以及辩簦佟芋莰多样健熬尝试等因素，爱健熬作品嚣冢密一

种非单一性的复杂风格。在李迎春的论文中写道：“在他的钢琴作晶中具体

表瑷为：在吉獒走淘巾，善罗辩菲郛必喜欢农运用传统曲式豹丽对，每次鄱

给它赋予新颖独特的内容，在他的钢琴奏鸣曲及第一钢琴协奏曲中都运用了

类戳的写作手法；在蕊代走向中，普罗科菲耶夫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和声语言

从丽诞生出确立他早期创作风格的钢琴套蓝《讽刺融褰》等佟晶；在‘运动

力’的走向中，如作品二的钢琴练习曲和作品十～的C大调钢琴托卡塔曲中

都其蠢丰富蘸雾表瑗力豹节奏与力疫交{乏；套抒簧瓣走淘孛，旋律藏为普罗

科菲耶夫最为关注的部分，从早期创作的《老椒母的故潦》到晚年创作的《第

九钢琴奏鸣鏊》，帮掰激觅戮经过精潍细琢两产生豹简单两薪颡魏藤律。由

此，就产生出诸罗科菲耶夫式的和声，普罗科菲耶夫斌的旋律因素以及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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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厦演奏分析 赵俊英

科菲耶夫式的节奏等等”[4}。在《第七钢琴奏鸣曲》中，曲式、旋律、节奏、

调性、和声等各个方面都渗透着非单一性的复杂风格，在下文对《第七首钢

琴奏鸣曲》的音乐本体分析一章中，我们也能感受到。

普罗科菲耶夫在钢琴艺术史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还突出地表

现他的钢琴演奏风格上。“他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开创出真正现代的钢琴

演奏风格。他是最早将钢琴视如打击乐器的开路先锋之一。州5]体现在《第

七钢琴奏鸣曲》中是非常多的，比如第三乐章就是全部使用敲击性的演奏方

法来弹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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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七钢琴奏呜曲》的音乐本体分析

《第七钢琴奏鸣曲》(OP．83)相关概况

剖终年代 1939年-1943年

调性 降B大调

l+第一承章，奏璃魏式，垒立不安韵浃投；

曲式 2．第二乐章，三鄢曲式，热情的行板，E大调；

3．第三乐章，降B大调，急健的7／8节獭，ABcBA曲式。

创作背景 二战时期

1．里赫特演奏版，Philips，CD编号456 946-2。

2．贝象曼演奏舨，Chandos，CD编号CHAN 8881，《企鹅》译会三蓬。

3．普列特涅夫演奏版，DG，cD编号457 588—2，《企鹅》评介三鼹。

《．鸯羹夫鳖洛夫演奏舨，瓣，鞠编号435 439-2，《企鹅》译奔三爨。

演奏版本 5．波里飓演奏版，DG，cD编号447 431—2，《企鹅》评介三星。

6．布隆夫曼演奏敝，Sony，CD编号MK 44680，《企鹅》评介三基。

7．里尔演奏版，ASV，CD编号CDDCA 755，《企鹅》评介三星。

8．霍洛雅茨演奏版，1945年录音，收于RCA，CD编号GD 60377，《企鹅》

谬会历史录音三怒。

∞超纪爨予致治辇翕、王蝗革鑫秘搴}按鼙禽，浚交了事主会生活，'氅活蓬

力变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

交纯接入静稽粹整赛穗与获蓠太不藕阊，魄翔入产生了异常的孤独、怀疑等

感情。因此，20世纪的艺术家们也不断的尝试着用新的符合孝土会现状的艺术

语言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繁多的乐派。酱罗科菲耶失作为20世纪新古典

主义乐派的代袭人物乏一，在不{嚣斥传统斡创作手法豹圊对，终鑫孛也毒缀

多方面都反映出20世纪音乐的特征。下文对《第七钢琴奏鸣曲》音乐本体的

分辑枣，我键就不难餐到骜罗辩菲臻夫嚣我弱转绞蒹褥有之熬麓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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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一、曲式

1、第一乐章

Allegro inquieto(快板，坐立不安地)，bB大调，6／8拍，奏鸣曲式。

第一乐章呈示部的主部主题短小精悍：

谱例七： (第一乐章1——4小节)

第一主题的衍生主题al将主体发展并进一步推进，

谱例八： (第一乐章7——9小节)

在谱例中，第一主题和它的衍生主题音乐个性相同，但音乐材料不同。

这是普罗科菲耶夫在作品中发展主题的手法：即将主题不断延伸的创作手法。

第一主题不只是衍生了一次，还有a2(10—19小节)、a3(36--39小
节)，a4(92--100小节)。他将短小精悍主题一次次地进行变化和发展，
达到升华主体的目的。

副部主题是缓慢优美的多声部旋律，与主部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谱例九： (第一乐章124一13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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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旋律，通过两次反复陈述发展奎152小节后，自然的转入到了

153小节牙始瓣连接帮。

2、繁二乐耄

Andante caloroso(每叛，热燕静、热情疆、激烈懿)，E大调，314孝鑫，

复三部曲式ABA’。

A段是擎三部遗式aba’，a(1——8小节)，b(9一16小节)，a，
(17——23小节)。必有三个声部，难题旋律在中声郏，优美动听，它与其

它的两个声部一起营造出一种安静、嶷详的氛围。

谗恻十： (第二乐章l——4小节)：

的。

B菠转诿势发震鲻32毒繁，窭瑷了藏戆芰莲旋律，这条旋律莛簿A大调

谱饲十一： (第=乐章32——s3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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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辩菲臻失嚣电锯琴赛嗨夔硪襄爰淡赛努辑 赵嫒荚

普罗科菲耶夫对这个新的主题旋律进行了畿奏处理。第一次燮赛

谱例十二： (第二乐章40一4l小节){

第二次交奏：

谱铡十三： (第二乐鬻6卜6l小节)

第三次交爨：

谱例十四：(第二乐章6p—_66小节)

营罗辩菲臻夫趸了与古典交奏缀不相同静攀法，将主蔻韵交娄建立在不

受曲式限制的基础上，自由地融合在音乐的发展中，给人一种即兴液达的感

觉，这义娥一个普罗科菲耶必古典与20世纪作曲技法相结合的典型实例。

在B段中，普罗科菲耳5必还不止一次地进行转调(参见第28页“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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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这种调性的游离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

在憧憬、回忆和痛苦中挣芤酌情感煎界。B段音乐发展达到商潮后，迅速又

转入丁低谷，通过左乎在低啬区重复进行的八度音稷，使整个乐蓝从动荡不

安的情绪中稳定安静下来，并自然地转入A’段，调性也转嘲到了E大调，

最终绩束了熬个乐章。

3、第三乐耄

Precipitato(邈猛急健埏>‘，b13大调，7／8撼，ABCB，蠡，拱形缝梅。

率乐章光--d'节例外，都是敲击性的。A段的主题是：

落铡+美： (第三乐章l——4小节)

B段的主蹶是：

谱铡十六： (第三乐章5卜54，l、节左参旋簿)

C段的主题是：

谱例十七： (第三乐章7铲—_80小节)

复合节拍是按照2-8—2划分的。

搽l?荑



普罗科辅耶夫第七钢琴奏鸣蚺=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藻

此外，在这个五部曲式中，B段、C段、8’段、以及A’段之间各有五

小节、七小节、七，j、节的连援，这几个连接的小节数瞧全都怒奇数，这样的

安排就使盐式、复合节拍、拍号、小节数都熊相互呼应，有机结合成为一个

整体。

猩《第七钢琴奏鸣曲》中，许多段落存在着调性悬置瞌1c引、调性模糊、

类鸯鬟予无谖瞧、混会溪式等一系残复杂戆调拣现象，毽是著罗释菲鄂夫在藏

作品的创作中，既没有采用二十世纪早期的光调性创作手法，同时也没有机

辕逡将吉典静箍式结构形态蔽及调式结构、布屑方式搬黉《第七钢琴奏鸿曲》

中来。两这样的创作警法也证实了普罗科菲耶夫植根予传统，与二十世纪作

馥技法相结合的这一创作特点。

二、旋律

《第七钢琴奏鸣嵇》是戳二战作为历史背景剖俸的，在残酷的二战中，

人们的感情是不是就消失了暇?当然不是。农该作品中抒情段落作为作品重

要的缎成部分，其中优美抒情的动人旋律就诫实了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在

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巾都存在擐大篇骥的抒馕段落，窀镪与其恁斡段落骞飒

的联系在一起，将整个作品的充实起米，并深化了作晶的中心思想，很容易

馒瞬众产生茭鸡。撅旗逸说，抒壤毪段落戆麓薄有戳下足个主要特熹；

{、溅动盛鬃涟多声辩线条

磐罗疆嚣联夫在抒壤段蒺鹃型终警法基本上懿逡矮了多声嫠戆麓终手

法。多声部的线条井然有序的交织在～起，深刻刻画人们的思想境界恰如其

努豹表这了入稻愚维审豹复杂经窝融念经。这些声部的线条都菲常青特点，

有的朴素，有的优雅，有的给人宽广辽阔之感，有的却细腻精致。比如第一

乐章的副主题，

“1悬簧调性指一段带有短暂不清楚或模糊的调性乐段。这～沭语只有用在一个调性作
瑟豹土下文孛才楚适当豹+宅与嚣诵性势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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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稚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赛分析 赵俄荚

谱例十八： (第一乐章124——130小节)：

这个段落以高声部为斑导旋律，以低声部为次要旋律的对话式的旋律进行，

中声部附戳秘声纯的麓律，三个声部协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绘旋律本身带

来一车巾丰满、自然、纯朴的美感。旋搏线的轮廓涛暾，大多是较长的乐句，

节奏也并没有太多的细分或者复杂的节奏型，调性是“游离”状态的。这些

创作手法融会在一起，细致撼亥《画了人们蠹心深处蛇思想境爨，敦发爨独特

的韵咪，使互个声部在整体上显得非常自由舒展，让昕众的思想很自然的就

进入了啻象联接绘夔待凌之孛，遣真实豹蘩滋逡了天销在经掰过一场疆争后

的思想状态：对战争的思考，对美好艇活的向往，对战争现状的一种不能理

解戆，洛态。麓缮豹耱索反浚了入稍愚想的自然状态，调佳的“游离”反映了

人们各种思想交融在一起的复杂状态，简单的节奏型也与旋搏和调性的作用

相浮浅在一起，亥8画出入桐对糯实无祭的真实状况。

辫比如第二乐章一开始，

谱例十九： (第二乐章第l——9小节)

撼lg菇



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这里也是三声部的，主题旋律在中声部，低声部附加了十度的和声层，

高声部是附加了节奏的和声层，非常优雅。但主题旋律旋律的特点与前一个

例子所分析的迥然不同：旋律没有大幅度的跳进，而是采用级进的进行：旋

律的线条并不会给人一种宽广辽阔的感觉，而是平稳的进行，细致的刻画；

调性上固定的E大调，并没有使用调性“游离”手法；节奏进行也非常平稳。

这几种创作手法融合在一起，细致刻画了一场战争之后人们紧张焦虑的心情

开始平复下来，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同时，也能够面对现实不再迷惑和恐慌。

2、旋律发展中的细小变化

从整体上看，在第一乐章中的副部主题和第二乐章中的A段中，主题旋

律先后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只是在调性上都作了改变，旋律的整体轮廓并

无大的变化，其实普罗科菲耶夫是在细节上大做文章，通过声部进行中细小

变化来润色主题旋律。 (参见谱例第一乐章124—130小节，13l——139
小节，144—150小节)：

谱例二十： (第一乐章124——13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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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非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捐研究及演凑分析 赵俊荚

谱例二十一： (第一乐章131——139小节)

谱例=十二： (第一乐章144——150小节)

摆儆的傍l予在第二乐章也髓垂到(参见谱铡第二乐章l——唾奎繁，8一
一1l小节，16——19小节)：

港捌二1--： (繁二乐耄l——《夺节)

谱铡二十滔： (第二乐章8——1j小节)

攀2l美



昔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谱例二十五： (第二乐章16—19小节)

谱例中，主题旋律每次出现除了在调性上的变化之外，还通过声部进行

中细小的变化来润色主题旋律。普罗科菲耶夫在保持原有主题旋律基本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调性、旋律中的细小变化、加厚织体，使得主题旋律一

次次地得到加固和升华。这种手法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了一种平衡，显示出

作曲家缜密的乐思和严谨的组织能力。这与自由的、舒展的、没有什么规律

可遵守的、“凌乱”的长主题乐句形成对比，达到了繁而不乱、乱中有序的

良好效果。

3、器乐性的旋律特点

在非抒情段落，旋律倾向非声乐化，这也是20世纪音乐旋律方面的一个

重要特征。比如第一乐章主部的主题旋律：

谱例二十六： (第一乐章l——4小节)

这个主题旋律中有级进的进行，也有跳进的进行，但总体上讲，我们很难感

受到其中歌唱性的旋律特点，是非声乐化的旋律。再比如第一乐章387——

39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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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摧耶夫第七钢翠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谱例二十七： (第一乐章387——396小节)

这个段落的旋律，我们看不出其中有明显的乐句分割，更感爨不到聚旬的呼

吸和欹疆性，这些细碎的单脊，通过小音程移动的进行，显永出～种无穷动

效果，其旋律特点也怒器乐化的。

4、黻难性的旋律凄毒虑

敲击性的旋律特点在该作品中也是相当鼹遍的。比如第三乐章从头至尾

整个乐章都是敲击性的旋律。

谶铡二十，℃： (藤三乐章l——4小节)

除第三乐章之外，在第一乐章也肖许多敲击性的旋律，这里就誉～一歹Il

举了·这种动力十足的敲击毪的旋律为作品成功地表现主题越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

5、旋幅加犬的旋律进行

程《第七钢琴奏鸣曲》中，跨多个音区的旋律主要分为以下嚣耱：

1)．旋律的大跳(两个单啬之间的太跳)

魏第二零零26小节巍28——2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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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帮耶夫第七钢琴奏鸣蚺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像英

谱例二十九： (髂二乐章26小节)

谶例三十： (第二乐章28～29小节)

2)．跨鸯嚣戆秘骞分簿

比如第一乐章170——172小节，

谱铡三卡一： (第一乐拳170一172小节)

在这令铤予姿审，跨爨区熬秘声分鳃逑成了孝颦孛戆分层，麸演奏豹角度考

虑，这种声部分层的构思是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跨音区的和声进行中存

在着多声牲戆旋律缀念。

比如：第一乐灌252——254小节，

谱铡三十二： (第一乐章252——．25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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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呜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荚

再比如：第一乐章245——247小节，

谱铡三十三： (第一乐章245—247小节)

这种和声分解拉开了膏域，间时运用敲击性的节奏演赛时，会呈现出跳跃、

苓援剿、不稳定鹃音骥效果。

三、苇奏与苇拍

寰乐的诸多维成骚素中，最不霹姣少毂就是节奏耍素。凌《第电镶琴奏

鸣》中，节奏要素对熬个作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独特的节奏使整个音乐

塞窍凝聚力，酱乐载燹魂“溪”了起来。

1、奄数蔫掐

嫠罗秘嚣释夫在薅三乐章羝利趣楚纯熬繁奏形式，捷爱了毒数繁糖7／8

拍，这种离奇的奇数节拍使蘸个乐章都充满了动力性，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俄

罗赣入琵在爱法莲蘩藏孛大纛畏韵簸辞精神。稳定纛裔舜往豹节奏翔士逶猛

的速度，成为压倒一切要素的主宰，砸如普罗科菲耶炎在他的论文中这样写

道：“如果蓊一世纪裰先追求安乐静牧歌，而上一世纪作曲家又成为华丽优

美的崇拜者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宁愿要快速、冈4毅和獯烈。”[，】

2、鬟音多变的节奏节拍

奇数节拍7／8拍柯多种组合方式：如(2+5)、(5+2)、(2+2+3)、(2十3+2)

等。在第三乐章中，砾曲一开始是(2+2+3)躐(2+3+2)的组合方式，演奏

者弹奏时会霄琢磨不逡的感赞，普罗蓦睾菲耶夫虽然试强从乐鳇一开始鹱想找

到一种稳定、统一的节奏律动，但是这种想法赢到第53小节才得以实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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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多碡擎璎夫第七键毒奏碡魏舔究及演奏势掰 赵攘荚

于是(2十3十2)的组合，重皆的出现是非规律的，嚣造出一种强烈的脉动，而

这静躲韵与貔{『j生活中豹脉溯是不吻会的。

谱例三十强： (第三乐章53——嚼O小螯)

谱铹孛，在繁l——3小节，发手斡蘩毒是不确定瓣，扶蓁4小节帮始，左手

与右手潮步嚣始使雳(2+3+2)鹣缝合。获这个铡予蓉密，普罗科鼙鄂晨在节

奏蓼撼阉鼹土i墨破了蕊绕，攘离上(2+3+2)懿缀套方式使撂节奏熬鬟涛不袭

律，纵向上又体现出并非都熙(2+3+2)的节奏组合，这种手法恰好袭现出战

争浆辩焱潮残疆，毽袭瑰擞一弹强燕酶号召力。遮与蒋爹辩嚣耶夫程啻乐串

静形象爨遥楚耱簿会懿。

3、基本带奏魁的运用

第一乐举中，可以见到以下三种熬本的节奏测；

谱饿三+纛；苇奏垂l

谱饿三+六：节奏墼ll

谱倒三十七：节奏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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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稚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凑分析 赵锉荚

棂据这三种基本鲍节奏擞，普罗辩菲郅炎还将翦甄穗基零懿节奏型进行

了变形；

瀵镄三卡A：节奏鍪I豹交形

谶例三十九：节凑型II的变形

除了运用基本的节奏型葶嚣将基本节奏型变形的创作手法，普罗科嚣耳5夫

还在带拍上也大做文章，看似平常的6／8节撒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手下，也

成兔7一秘不同寻常戆节拍，襄大胆蟪囱浪漫聚派郡耱糖美黪麓奏发凑挑战，

夸大了6／8拍的重音，并用以几种非常稳定的节奏型米加强它们敲击性特征，

在这耱吴奏懿太动力繁奏夔塞宰下，旋律失去了终周裙意义，这样懿翅意在

浪漫派音乐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平法对该作品的成功功

不胃没。

西、调性

游罗麓藜郛夫终为二÷鬣纪豹{擎靛家，农调睦上魄具有=+整鳃作鞠按

法特点。“谈到近现代作品，我们就常会提到～个问蹶，即避现代作品同古

典{筝菇在谲毪、狡态主鹃差异。确切建说，调饿状态呈现多样化的形式，是20

世纪：i眨现代音乐作品的主要特征。虽然还没霄达到序列、无调性的状态，毽

应该说，对调性的多样化个性处理，商时甚至带来了比纯粹的无调性更具戏

剧性驰现代特征”[⋯。簧罗鼓薄繇夫农《第七钢琴奏嗨夔》孛，淫瞧润逶上

主要荫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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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帮耶夫第七钢琴赛鸣姻研究及演婪分析 赵饿英

1、悬曩调性

懋置调{生的创作手法是二十世纪啻乐的～种调性现象。：鼹：置调性的概念

在文章的第14页已经讲述过了，这里将以实例加以说明。比如第一乐章的

副主题(124——130小节)：

谱例四十； (第一乐章124——130小节)

谱例中总体上讲，这个段落的调性模糊，这越好形象的表达7战争孛入键的

心里馓界和恍偬复杂的思想状态。

2、加强大兰度调性关系的转调

在《第七钢琴奏鹇曲》中。普罗料菲耶夫较喜欢运用加强大三度调性关

系的转调，穆转调的声熬进舒当中，以半毒鼗毒全啻密调进磐予戬餐接。铡

如：第二乐章23——24小节从E大调转到了bA大调，

遴键疆专一；(第二乐章22——黯夺节)

第二乐章在43——44小节从bA大调转至4了c大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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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谱例四十二： (第二乐章43——44小节)

96——鹤小节飙e大调转到E大调等。

谱例四十三： (第二乐章96．—屿8小节)

转调手法往往会给人出乎意料，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以上的三个谱例中，

每次转调之裁，声部遴辱都徽了准冬，这一点与那些涎漶性竣不设酝舞准答

的转调创作悬不～样的。

3、传统的终虎式

在终止的问题上，普罗科菲耶夫还是运用古典传统与20懒纪作曲技法相

结合鲍手法，在每个乐牵鹣绫尾处，熄罄箨鬓在调整戆圭音域者调经豹主稻

弦上，但是在终止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传统终止溅的进行。例如，第一

乐章怒降B丈调，虽然最螽襻在簿8穴调稳蔓秘弦上，毽终藏静过稳中并没

有采用传统和声的终止式。

游铡嚣十滔； (第一乐章结尾处407——41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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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辩嚣餮夫纂屯螭琴奏嗨瓣翳竞盈演奏分辨 赵羧荚

第二乐章和篇三乐章也是如此。

谱攒溺十五： (第二琛辩结尾凳104——107小节)

谶掰甄卡六： (蘩三零肇绩尾缝174—177夺带)

糕精怒慕说，警罗科鼙黼必在调经闯题上滋麓檬根于传统，与20世纪律

睦技法棚结合的。“鼹氏的调性逻辑是以多形态为基础的现代化古媳劝能逻

辑，镪靛璃瞧意义乃酶在新的条锋下蠢典功鼹体系静延续。”f9】魄皴在《第

七锈琴餐鹋麓》豹第一琴耄孛，爨管终者本入鐾京该蘩章类{菝无谭瞧，餐羹

实是“非雁泉”的无谰性；比如在第一乐章结怒处，酱罗科辩耶夫大艟处理

的尉孵瞧不蔻纲心窝髑龚，戆将结束在b8大涌囊_秘弦圭，这与第三聚颦鹣谣

性相呼敝，使三个乐帮之间又肖了内谯的联系；褥比如在乐章进行中间，普

罗辩藜繇夫菇蚕逵求蠲往魏稳定，逡零遵守莱耪凝蘧夔进孬攘式，嚣是鼹一

种经济、簿约、直截了当剖俸筝法，按得馋晶裔时显樗异常“混魏”秘“复

杂”，溅好十分适宜的袭迭粼个时代的特征。

五、鞍零豹童要镯侮祷擞

=卡穗缴瓣音乐趣囱予多元诧，新豹窝声戆激和溉念豹形藏馥=十世纪

的和声獒学也发生了根本的搬化，作曲家们也不断然罨拽最符食本A个性的

和声语宙。古熊时期音乐的鞠熊和声程二十世纪的音乐大师们看来强褥太死

板，缺少了个性。二专世纪的终馥家嚣j将簧统概念的帮声不舔缝进静扩充褰

瓣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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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以适应在音乐实践中不断的新骚求。正如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名言

那样：“这个时代没有不好断的音响”fl。]。侔为一名自成体系的革新者，普

罗科滩耶夫也向来反对“陈规陋习”和没有创造力的模仿。农他的住品中，

和声也成为德大展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朴英在她的论文中分析到：“20世

纪虽然存在罄这么多的和声愚维方式，健总体滋爨可戳分为鼹人派裂：一方嚣

是从撤木上否定传统和声，有意识地背道而弛：另一方面是使功能和声向极端

方是笈震，魏改变帮弦穆造、扩夫诿谯菠医等等，鬏吉典主义歪是采敬了这

种手段。”⋯】普罗科菲耶夫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音乐的创作

上骰穗豹贡献也反浃在和声镢壤墼。

将新的和声色彩、和声语汇运用予作品之中，同时也不排斥，势且尊重

传统的和声基础，形成了普罗科菲耶失的和声风格。本节主骤是从和弦的结

构、靼声的进行、特殊意义的秘弦运用、槌蠢晕口弦，这足个方霪进行论述。

l、和弦的缝构方嚣

1)．四度缡构的釉弦

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们比较常用豹一种和弦结构，这种新型的和弦结构方

式大不屈于18、19瞧纪验和声，它销霹戳造成一秘裁耳豹啻魏效果。

谱例四十七： (第一乐章53——54小节)

2)．五寝缩构裔孽鞭弦

这也是二十世纪蛉作蝗家倪比较常用蛉一潍和弦缝梅。

谱例四十八： (第一乐章1 13一115小节)

{一 第3i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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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有一个例子：

谱辆遥十九：(第二乐章76小节)

3)．高叠鞠弦

蕊爨窝弦是一静菱杂凭黪三器弦，它是豫持三度豹擦夏羧，在三鞠臻之主

继续增加音符。和弦的分层现象是高疆和弦的特点。

潜镶五十；(繁～乐章t95枣繁>

这类和弦W以同时显示如二、三个层厦，“由于其多音的绒梅，郫憷像上

镄那徉壁密熬辩弱谗念显褥纛大：另一方面，戮为整个和弦要占据很太的空阑

其中各个啻的密区特点极不爨晨，恧其中各令部分都力篷争取囊己蛉主导遗

位，最终使一个高叠和弦分裂成几个三和弦，形成了各自的独藏。”c12]

罅．复金秘声

复合和声是20世纪和声最宝贵的成就光一，就熄运用两个或更多的和

弦，对撬、交缳在一藏，形成一耱霹蔑瑟强烈浆啻确，黻鹜叛浪漫主义雾孝裁

和声的甜美。下砸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谱穰五卡一： (第二乐章69——了2小节)

辫32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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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谱例中，左手是G大三和弦，右乎是b小三和弦。

5)．集束糊弦

二度音稷结构的和弦，又称集泶期弦。在普罗科滩耶夫这蓄作品中，鸯

许多这样的和弦，它们能够造成非常刺耳的音响效采，这也怒二十{鲮纪作蓝

家们魄较常用戆一秘黟弦类型。

谱例五十二： (第一乐章24——27小节)

6)．平{亍和弦——平行空七度和弦

港铡五_卜三： (第一乐章36l——363小繁)

攘33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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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鬻避E捞方面

1)+不协翔翔声的解放

2爵畿纪戆音乐不追求豫定帮簿氇，瑟经露将琴游襄秘鏊羲袋怒～令独立

莳实体，不去寻求解决。这种泽法会绘人一莘孛粼梯弱蓐晷一凝的壤激，在啻

乐上造成一种出乎意料的散聚。在普罗科菲耶失的遮首作品中，这种将不协

襄帮弦独立邀臻熬戮子菲鬻雾愿。魄懿第一琢鬻4s一48，j、磐，168，j、节，
175小磐，3∞～3ll小骜；第二乐肇5l枣苓，53枣苓，弱，l、繁；蘩三蓉
章16§一l∞枣萤等等。

潜例赢十四： (第一乐磁45—叫8小节)

谱例赢十聂： (繁一联嫩168小繁)

饕罗辩棼罄夫建予不诲髑释弦酶猿特表现力嚣豢敏感，焱毽熬撵熬孛，

大量运用丁不协和和弦，为了使这些不协和和弦发挥独特的作用，俅糯它们

独妥静徐餐，镳常不翻激瓣浃，使这鼗不诱和酾藏散茨着奇静静魅力。不协

窝窝装鹣京在哭莛为了弹魏、洚力、凌力经戆袭逡，势不我表程鬟麓戆毪或

色彩穗，斑不岛蔚焉韵和弦靛擞任何关系。不侨和和弦的大鬣运用，使作品

产生一种焦虑、混乱、甚至让人疯狂的音响效聚，这秽音响效果给入辫来的

感受与作晶中所描述的战争残酷的场景以及战争绦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刺激正

好一熬。W戳谥，不锈释鹣激靛大量遮羁隽嚣鼓袋凌鹣表运主题感想越嚣了

嚣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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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煎漤的作用。

2)．羧落乏溺无传统魏溯声连接

这榉的铡予也频频出现。魄知第一乐章186～168小磐，也就楚戮郝送
入委发矮郝段落舞，没有敲谨薅帮声上豹连接。

谱铡嚣十六： <蘩一琢磁166～168小节)

3、特辣激义稻弦懿遮罐

焱《第七钢琴奏鹋魏》书，普罗辩菲鄂夫遮瘸了特殊意义匏秘皴，这些

特殊意义的和弦主要指背景化和弦和甑彩化和弦。

1)．鹜荣铯鞫弦

京篱三零辜孛强争—喵4小节)， (6争—_3小节)， (10垂——113

枣苇≥，(1 17——il窜小节)，这A簸大段圣蠹髋翔≯鬻录窝装。遮藏秘弦色

彩效槊非常鲜明，不仅使音响得到丰满，也在听激上给音乐淀入了渤力感，

极富表糯力。

落镛赢十七： (繁三繇零4§_—峭唾小节>

撼3s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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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彩化和弦

色彩化和弦变化较多，突出和声色彩的功能。如第二乐鬻中，79——86

小节秘89_—固4小节是色彩纯骜景魏弦使用瓣典墼铡子。奁这嚣拿聚段中，

色彩化背景和弦使音乐在稳定中又富有变化，和声的色彩化缭音乐带来了描

绘瞧瓣线条感，表达逡天察鸯藏争阔稼爵，纣菠争静憨考、辩过去美好生活

的留恋之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也殿映出人们在战争中迷茫的思想

状态；丽稳定不变静节奏背景又反映醅残酷的现实，寝现出入们对现状无可

奈何的心态。这也是聱罗科菲耶夫一种个性他的创作警法。

谱例五十八： (第二乐章79—86小节)

第3s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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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樾费和弦

槌涛和弦猩战争餐鸣曲中的运用对于作者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和人们复

杂翡恐怒凌赛怒功不冒没静。“霹蔽说，瞢氏在镶琴上表魂的敲击式耗卡塔

风格免分实现了巴赫时代的羽镣键琴与击弦键琴难以崧达的触赘特性，并结

合了Non legato式酌缀过旬手法。”￡持3在第一、第三乐章中，普罗料菲耶

夫都犬爨运遐了楗毒帮滚。

谱例五千九； (第三乐章166-----169小节)

程乐谱孛隧楚可凳静楗责鞠弦给裔乐翡进行带寒了无穷酌劝力，它们宥

时会形成一个大的音块或者皆滤迸发如求，这釉音响效果使馋最富有强烈鲶

震撼力和感染力，真实施刻诵了战争的残酷场两和饿罗斯人民战胜敌人的坚

定信念。

关于槌击鞠弦具体的弹奏方法，在第40页“敲击憔弹奏法”一节中论述。

综上所述，在和声方面，蓠罗科豁耶夫仍是一位撩尚传统的瓶古热主义

霞表人绥，瓣徒绕亵声戆骜镩芋法毵不是襁藏挚一熬模仿，瞧不是完袅翡舞

弃，筒是在尊熬传统和声创作乎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个性他的创作手

段。弑淤上对酱罗科夫耶夫在本作品中和声遨厢的主鬟特点可以看出；和声

因素鲍概念性变化已经戏炎普罗秘菲联夫失二卡世纪鬻乐注入一般錾黪力量

的主要液现之～，它们的存在使得音球燕体在一个中心之下不宓分散，并且

中心鼹虢，逻辑经强。

第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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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四章第七钢琴奏鸣曲的演奏与教学要求

嵇交魏论述已经获营罗辩嚣繇夫《第七镶琴奏鸿蘧》懿雯要风赣特征亵

主要剖髂特点(包括藏式、带奏、秘声、旋姆譬方瑟)竣及瓣《繁电镪琴奏

鸣曲》送部作品的理解等等，企方位，多角度嫩做了详细地论述和分析。对

普罗科藜邪炎抟钢琴奏鸥蘸秭终，黪爨是《第七镪琴奏鸣馥》这部佟赫，获

感缝莲解豹爱度巍瑾魏分爨戆凳度，帮毫了葵鬻全瑟窝系统戆试谈。这鳘务

褥炎谈，成为下文论述演奏麓教学方穗要求瀚溅谂依据。瑟辨，灵承受、霍

洛维茨、波里尼、阿什肯那然、索科·洛夫等六位钢琴演奏家们演爨的《第

七钢琴樊鹇曲》，也成为下文要论述的问题的鬻像参考资料。乐谱使用的版

本是台湾念音乐遘出叛社爨缀戆《普罗辩菲释炎锯琴奏噻蓝豢》+港及上海

音乐融敝柱凄敝，壅羚维蔽老耀主编熬《瞽罗科滩臻夹镶琴奏鸣鳆寨》。

凌浚奏譬教学翡瑟求上，我袋主瓣论述戳下尼个瓣惩：

1．敲击性弹奏法：

2，择情段落靛释凑要求；

3。黟郯巾不同戈壤爨次瓣渗谲；

4．三个麓牵演奏速度豹螫求；

S．踏板的使用。

一、敲击性弹奏法

“钢琴演奏的‘敞遗凰罐’又称‘乎『毒磁恩维’耨‘巴援竞缓弓风格’，

钢琴象凭冀强健的体魄，发达的肌肉鞠钢铁般的簪指，在键盘上以强力度的

运用秘‘如格Jk’的誉协积嬲谈越尖锐约连续强奏秀‘底色’，使溅琴发篷

逶鬻廷骞露遗瑟方缝豢至不缝发窭雏鼗睫，扶蒋糖表浚照壤土皴瓣一羧。”瞰l

天褒蘧鬻称蘩将拉文袈基、蒋箩释蓦舔夫、邑獠巍释奄素霆建藏遗搬掭熬嚣

大家。

癸撵好敲蠢牲静繁奏，辩溪有良好的手措鞠臀力的瓿薅枫能，筝察和手

指坚定的嶷撵力，瓤肉的爆发力和良好的节奏感。要其餐这耱嶷好黪警奏感，

蘩38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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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荫先了解作者在作品中运用的几种基本的节奏型(文章前面已论述过)，

然后辩这几个节奏壅进行单独调练。训练时要特剐注意练习它们的强裔位耄，

使每种节奏型的节奏感突出明显。

藏如赵晓生老师说的：“‘敲击性’不等于敲打钢琴。既要使音色具有

金属般驰铿锵的尖锐特征，又不毙题糙难眠，这曩要缀大豹本事。它弓|起皴

键方法上的巨太变化。”【151赵晓生老师的观点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在此基

磷上，针对《繁七镶琴奏鸿魏》豹演奏，笔者辩鞋上豹尼点要求进行了整理：

1)．触键速度变化：触键安快，并尽量保持手指垂直触键；

2)，支撑蠢静交纯；手指绦持笔誊的坚挺，支撑煮主要控涮在掌关节上；

3)．触键时间的变化：触镳快，有爆发力，触键时间非常短；

4)．手腕俸用的交纯：手腕配合手臂和手指的动作，不能松懈，但也不能

僵硬；

5)．手臂动作的变化；在力度要求比较强的情况下，用肘部或大臂的力量

萋壹触键，不皴焦露过多憋手譬疆}作。

以上的这五点要求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是单音还鼹和弦，表情记

号懿瑟求，速发鳇要浓，音色麓要求，力菠豹交位等等鑫素，将它们结合起

来。灵活运用。下文中，我们以实例避行详细地论述。

1、单音的弹爨

酋先，是对于力度震求较小的单黹弹奏的方法。

销l、

谱例六十： (第一乐章l——_4小节)

谱例中表情记号是mp，双手都是单音，要求既要集中、干净、断开的音

色，又耍控弗l瓷量不熬蓬大，辍键薅鼙求第一疆节嚣可能与琴键垂直，手指

离开琴键的距离要尽可能短，触键时的瞬间手臂、手攀、其他指节等处不要

筹sg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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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余的动作，触键的速度要快、短、集中，不要拖沓，手掌、手臂、肩膀

要放松，不可僵硬。

其次，是对于力度要求较大或乐句进行要求渐强的单音弹奏方法。

例2、对于力度要求较大的单音弹奏方法

谱例六十一： (第一乐章28——30小节)

类似这样的地方，要用小臂的力量参与触键，手指和手掌要有良好的支

撑，整个手臂都要放松，以便力量能顺畅的传送到琴键。触键要有一定的高

度，加上强有力的第一指节的支撑，就可以达到作品中要求的效果。

例3、乐旬进行要求渐强的单音弹奏方法。

谱例六十二： (第三乐章125一126小节)

这种乐句进行要求渐强的单音弹奏方法其实是例1和例2中讲到的方法

的综合运用。从弱到强的过程中，手指节、手臂要加入的力度、手臂运动的

幅度、手指触键的高度、手指触键的速度都是逐渐增强的。

2、和弦的弹奏

首先是大力度和弦的弹奏方法。

例4、

谱例六十三： (第三乐章166——16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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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赛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荚

谱例是第三乐章接近结滗处的段落，是整个乐曲最高潮的段落，要求演

奏出一种排出倒海的气势和一气呵成的效果，弹奏时簧用到大臂甚至上半身

的力豢，手臂要有良好的松紧调节，一定不可以使手臂过于紧张或德硬，这

是最容曩暹裂熬翊题。为了搜簪譬苓避于紧张袋疆褒，建谈按照乐谱巾2-3—2

的组合进行慢练，主骤注意程组合的第一个和弦上发力，不要七拍的每一个

农弦豁发力，这样楚锻容荔逡袋手饕紧张和馕硬静，褥显声音氇沉不下去，

音色会不好听。

蒺次，较小力度和弦的释奏方法。

铡5、

谱例六十四； (第三乐章1——H4小节右币)

撵奏较，l、力废静鞫弦时，斑特男g注意手攀保持良好静骨檠支撑，这种支

撑不只是因为力度的簧求而做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统一稳定的音色。

触键方面可以参照较小力度单啻的弹赛方法。

3、，k度音箍的弹奏

镛6、

谱例六十派： (繁一乐章45--46小节发手)

燕4l美



骜罗辩菲器表第七钢琴赛鸣整硪襄及演奏势辑 赵搜葵

八殿的弹法可以参照和弦的弹奏方法，但八度弹奏时要更加注意大指和

小指强脊力的支撑，手腕的动作要比较平稳，褥作渐强时可以借助小臂的力

量。

美予第三乐章敲击毪辩弹奏方法，除了上文所论述豹弹奏方法戳终，还

要注意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在用敲击性弹法的同时，还应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段落中，左手的

力度要嬲鼹强过右手力度的：

玖露49，l、萤翦最磊一蘩嚣戆鬟s5零苓、69—73套节、77——83，l、节、
97——119小节。这几处鞭獬谱面上音乐术语的骚求应突出左手瀚裔符，所

以左手力度要明显强过右筝。

谱例六十六： (第三乐寒69—7l小节)

簿二，豫第一耱壤嚣≯鹣其余各枣节，篓浚慧友手窭瑷莓c静A发齑，(参

见谱例)

谱例六十七： (第三乐鬻l小节)

檄捺谗面上重音记号的瓣求，这个音弹奏婺突出些，但还因淡意随着音

乐的强弱变化而变化，切不可每次的突出都是间一个力度，这样会撼得非常

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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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二、抒情段落的弹奏要求

在这里，抒情段落主要是指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再现部的副部主题以

及第二乐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作品中抒情段落的旋律特点和抒情段落表达

的思想情感，根据这些分析，抒情段落的演奏要求都要为表达这些中心思想

服务，主要是处理好乐句的呼吸、抒情旋律中手指细致敏感的触键等问题。

在抒情段落中，乐旬的连线标记非常清楚，但只是机械地将这些乐旬断

开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将上、中、下三个声部的乐旬都分别做出来，并且还

要协调统一地进行。在音色方面要有所变化，手指大多采用慢触键，同时要

做出触键时细致的差别。

谱例六十八： (第一乐章124小节右手)

谱例中四个bE音，指尖的触键是个个不一样的。第一个bE音上有一短

横线，并且在较强的位置上，所以这个bE音要比其它的bE音在触键上要更

加深一点，效果上要感觉更加持久一些，而第四个bE音的触键份量应该处于

第一个bE音和第二、三个bE音之间，同时第四个bE音应感觉更加有延伸的

效果。

其实在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的抒情段落中，每个音的演奏都会

有差别，演奏和教学时，对这些细小的差别要用心体会，仔细研究。文中列

举的实例，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如何分析研究以及如何弹奏该段落的思路。

弹奏时，由于演奏者知识结构、技术水平、手指条件、文化背景等的不

同，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体会，表达出的风格也会千差万别，但最终都

应该多思考自己的演奏中所表达的内容是不是与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一致，弹

奏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有据可依。

抒情段落中虽然有优美的旋律作为依托，有丰满的织体为乐曲增添许多

浪漫主义音乐的情怀，但作者的旋律线条还是简约的，曲式结构是传统的，

思想意图是明确的，所以在“浪漫”的同时要有“分寸感”。笔者认为，这

也是弹奏好抒情段落的一个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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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部中不同力度层次的协调

1、四个声都中不同力度层次的协调

在第一乐章153——161小节，这一段落是四声部的，要弹好非常难。

谱例六十九： (第一乐章153——161小节)

．。蛔，。——一氟。一．，力。f翻．岔r：一，嫡．。 哼
#。 7r 口甘r’P

、·■· I一 。。}‘k 1．。

(注：谱例中标记中第一、二、三、四声部从上往下标记)

这里，第一与第三声部是较主要的声部，第二与四声部是较次要的声部；

而在第一和第三声部中，第一声部是更为主要的，在第二和第四声部中，第

二声部是更为主要的。演奏时，应该清楚地昕到这四个声部各自的层次，不

可以混为一谈。要做好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触键上做出区分。第一和第三声

部左右手都应该选用慢触建，同时触键要求有深度，右手应比左手在力度上

更多一点；而第二和第四声部在触键力度上不仅要尽可能轻，还要均匀和持

久，为第一和第三声部做背景的音响效果。第二声部中符点四分音符的和弦

要比第四声部触键上多一点、深一点。

2、三个声部中不同力度层次的协调

第二乐章大部分是三声部的。把握主要声部并有表情地演奏，其他两个

声部给予良好的配合，是弹好该乐章的重点和难点。

谱例七十： (第二乐章1——5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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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妻鸣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俊英

主旋律声部是中声部，其次是低声部和高声部。中声部的旋律线不仅要

明显突出，而且要非常富有表情。音色要均匀有穿透力，应用手指灵敏的触

键使音色富于变化。注意，这里所说的音色的均匀主要与触链的力度与深浅

有关，也就是说均匀不单只是指音符时值间的，而且在力度的变化上也应该

有均匀的力度控制，用手指和手腕动作有分寸地控制配合，达到音与音之间、

乐句与乐句之间地进行不失去联系，使乐句达到异常平滑的效果。比如中声

部刚一开始的升F与重升F音是两个经过音，调性的主音是升G，第一个在

首拍位置的升G应该比第二个升G音略强一些。这一乐句第一高潮点应该在

第--,5节的l!!Z bZ 6I上，而从第一个c音开始，这里的力度触键都应该

是渐弱的。第五小节的J2 2 1 Z 6I应该是此乐句的第二次高潮，这里需要强

调，应加重加多一些的力度和表情去演奏。从2往后是一个渐弱的表达。而

第四至第五小节间应该是～个渐弱的表情。像这样去细致地研究，具体到每

一个乐句，每一个音符，是演奏和教学中都必须要做的工作。否则这个段落

的演奏就会变得直白无味了。

在第二乐章53——54小节中，

谱例七十一： (第二乐章53——54小节)

前两拍是四声部的。这其中第一、三声部是并重的。与此情况类同的还有69

——75小节，这个段落中的56——59小节，62——64小节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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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里登整墅室苎点塑量塞堕些堕壅墨堡鲞坌堑 整堡2王——————～

此外，第77——78小节

谗铡七十二； (第二乐举77——78小节)

是以低声部为主的。这种情况在演奏和教学雌会很容易发觉，演奏的要求与

蓑一羧漤载憨瘩是基本一致鹣。

最后还脊79------96小节。在这段，主要声部仍魑中声部，如果说中声部

是线条往豹，辩么离声藩与繇声裸裁楚琶彩锻麴。

谬例七十三： (第二乐章79—83小节)

在弹葵这些色彩性的嗣声时，除了与旋律线簧有呼应乏外，还应注意和声色

彩延麓戆感熬。

四、三个乐搴演奏速度的要求

蛰罗科菲郄夫遵过敲击誉奏戆方法达到～耱援其勰耳懿豢睫效鬃，这静

速度岛力量的结合、强烈突出的重音、密集的节奏音型形象描绘了粗野宏大，

不霉逡零l戆凌擎场嚣。试怒羧窍了裁定豹速度，蒸还会有这榉懿效粟穆?专

门提出速度要求是因为在本作品中，速度能否达到要求成为了作品能褥表达

串心憨想静关键蠢素，换句话说，一定速度的器求成为弹奏怒否能够达到预

期效果的一个关键因豢。所以弹奏《第七钢琴奏鸣曲》必须鸯严格的速度要

求。

这里以六个演奏版本为主要的速度参考依据，结会个人辩奏该终蒸戆经

誉播美



验，经过反复比对研究，提出速度要求的底线，即最慢应达到的速度。第一

乐章：j．=132；第=乐章：J=40；第三乐章是7／8节拍，这里按照一个小

节兔诗冀单使，要求速度至少达到4e。

演奏者 第一乐章 裂薅 发震帮 霉瑗辩瑙 秀糯释主 第二乐章 第三乐肇

燕部 (124-16 (168-33 韶 郝+尾声 (以整小

(1-114) 7) 7) (33静-35 (359r4l 节为辈

8) 2) 证)

Horowitz 遗度变化不 由连接部运 速度变化不 由359小节 46

．}．：120- j；60_66
宠 璇熟铁至 定 莲灏热块至

126 218小节
j．；144，

毒．：120
跌400小节

开始降速

至l。：120

Berman 至181小节 46

j．；144 毒。：60 j．。80 ，．。144 =42-“

毒．：12伊

126，182小

节开始

j．：144

Pollini 至181小节 63

j．：160． J．：60 ，．。60 '．；176 ．|：42—44

玉．：l锚，
1鹅

182小节抨

姥1．；152

Lev

j．；152 j～54 S8 j．：152 j．：s4—58 ．|。：168 j；42
63

Yinocour

Peter 44

Dmitrio”
j．；138 毒．；蚰 ．1．：144 ．|．：48 ．|．：138 毒；“

Sokolov 盎连接郝逐 40

j．：132— 毒．：40-42 j。。40-42 j．：160- =40-42
渐加快至

138 181小带 168

j．：132

赫《?蒸



罄罗辩萋饔失豢电秘琴奏嗨瓣瞬究最漠赛努凝 筵嫒荚

五、踏板的使用

踏投的蠲法是钢琴演奏巾最富个榷化的陵索之～，照理然扳缨小的差裂

往疰会影麓雩擘燕魏晟耩。20懿缀戆镶琴箨嚣褒嫒溺路蔽方嚣每蓠嚣豇令时钱

妁锈琴体晶横比，也怒避然不弱缒，掰以懿侮愚海分辑弱热鼹使粥臻投就显

得至笑煎撰。在《第七钢琴辫鸣曲》中，有多熊在使用右踏板的同时还使用

孛踏援，这瓷戏为了浚奏该挎晶抟蕊赢之一。戳下使擐踏援熬建议W激绘学

习瑟终熬豹浚奏考嚣】撵供一魏参考。

1、右踏板

在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使用右踏板的原厦q都蹙尽量少用。在糕洛维茨

演奏豹敝本孛，蓁一聚章涂了逮度菲豢爱，瑟戆獭了箨蓬家疆定鹣滚发藩蓬

之矫，掰霄小节无一铡外遗都使用了骞碴板，遮窝在令人难以理解。应该说

在第一承露涂了抒情羧落便溺右踏板之井，箕德躺段落应该帮不使粥溅尽可

能少的使用右踏板。我们要的是军队褥进的一种NON Leagto的感懿，声音应

该是缀靛、予粒、硬鼹、髯辩憔戆、颗粒蛙懿。

在168夺繁，175零麓，195枣肇，197誉蒂，201每蒂莓这些爨蕊重誊

和弦的靛鬣可以使用右踏板。避里以168小节和197小节为例

漤秘屯十瓣； (第一笨辩168小节)

灌镄七卡纛：(蘩

辫辐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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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雅耶夫第七钢琴懿噶曲研究及演奏分析 赵後英

谗镢审我们溥楚遮番蛩萋蠢滋弩豹位置，为了潮强重啻效莱，我髓嶷这

里使用右踏板，但要注意使用右踏板的时间仪仅只能在这两个重音位鬣上，

要踩得聚断，放得果断，不可拖磷，否则就会影响下面旋律的进行。

程第三乐章A’褥现楚(麸145，l、苇开始，矗至第三笨黎豹结寨)，这

个段落愚全曲的搿潮段落，力壤葵求很强，要弹出震撼人心的效果，可以使

用右踏板来帮助和烘托。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由于这个段落双手在键盘上

雾l跃鹣跨疫菲豢丈，又是在萋鬻莰豹速疫下辩奏，手捂在键瓣上蕤够搏罄瓣

时间很有限，不可能停留够乐谱上凝求的时间，而需要停留的和弦大多魁谯

强拍使爨，或是加了霞音记号，遮黢秘弦之后徒建紧接着的怒大跳，所以镶

有必螫惩寒鼯教寒謦韵延蟹这些辩弦。我翻竣15l——ls4夺第隽镶：

谱例七十六： (第三乐章181——154小节)

谱例中徽滴楚可以看到，每小节的麓拍位置都紧跟着大跳，猩重音记号之爝

也紧跟麓大跳，像这样位置可以使耀右踏板。

箨魄魏敬170—l?l，l、节必键：
谱例七十七： (第三乐章170～171小节)

谱例巾的重音记母还伴随着ff的表情记母，像这样的地方也可以使用右

鼯叛。襁也簧注意，=葭壤援静使怒不可太长，廷戆在必要懿簸嚣，不冒嫩骜。

第二乐牵是侵爱农薅援最多麴～个乐章了。熬个聚章墓零上都不闽凝惩

使用了农踏板。在这熙不可能～一做出标记。这个乐章的右踏板使用可以个

浆49蔽



普罗科菲耶夫第七悄琴奏鸣曲研究及辅赛分析 赵俄英

性化一点，还应考虑到演奏场地、演奏者个人的手指条件、使用的钢琴等等

不弱蠲素，对踏板徽褶应静调整，毽这个乐章总体上处理踏板的原刘是：音

乐层次清楚予净，主骚旋律声部明显清晰。

第二乐章中有些地方可以考虑抖动的使用右踏板，比如39——42小节、

54小麓、6l小节等处

谱例七十八： (第二乐章39—42小节)

遮里双手的音符都非常的密集，而且也并不都是在同一个和声范围里，

失了搜涟捧达到即连爨又手净豹效票，建议这里搏动戆襞爰卷踏板。

除了抖动踏板以外，以下几处建议使用半换踏板：65小节、67小节、79

——86，l、节。

谱例七十九： (第二乐章79—86小节)

逡几个小节是均匀的、艨胧的、持续不断的音响效果，如果踏板每次换

干净的话，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暴蛉，用半换的踏板主要是为了不害I裂鼗晌，

髂驺菱



普罗辩嚣耶夫第七钢琴奏鸣曲研究及演赛分析 赵俄英

并做出朦胧的效果。

麓螽，第二乐章有一处麓议使雳节奏踏板：6争—_75小节。

谱例八十： (第二乐章69-----75小节)

这墼农踏板建议在塞筝一令，℃度音疆剩下一个，℃度酱疆爨瑗熬薅娱繇下，鑫

于每次踩下又很有规律和节奏感，所以称之为节奏踏板。

慧体上漭，第二球牵豫了土文孛提出罴簧特鬃注懑的冗筑之羚，演奏者

在右踏板的使用上可以有个性化的处理。由于踏板的使用相当复杂，牵扯到

菲常多静因素，文章嘏很难骰翻面面俱到，如果将右踏板在这个乐章的使用

教条化地规定下来，那是不对舱。多鼹一些讨论和研究的空阙，大家仁者觅

仁，智者见智，会弹出更高质爨的作晶。

2、巾踏板

猩《第七钢琴奏鸣曲》中，中踏板的使用集中在第一乐章非常多。经过

分析和媳类，糍者认为可分戈以下三耱媾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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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缀能甩的

这魁以第一乐章的124——125小节为例：

谱铡，℃十一： (第一乐寒12垂一125奎繁)

这静壤猿是佟螽孛要求装个砉延续，毽巍子跨嶷较夫或其穗声帮避行蘸

影响等麟网，只靠手指无法儆到延续效果的音，就必须使用中踏檄。缀分析，

第一球辫中这种类型的中踏檄还有以下多处：3～一6小节、65一喝8小节、
6卜?l小节、13l——132小节、144-'---145小节、234小节、236小节、
27秘—一27l枣餐、274夺节、282——2豁枣第、286～2辨拳麓、338—
339小节、347小节、355——．356小节、359—362小节、蕊卜366小节、
367——368小节。

2)尽槲髓不使甩中踏瑕舱

这墼皱繁一乐章翁78——镩夺萤鸯餐：

涛铡≯℃手二；(蓁一乐辈78——彳9枣繁)

这种情况是由于需要趟留的音与音之问跨度不太，用手指就可以做到延

留效果的，或者是这个音所柱的环境使用了右踏檄，已经达到了延续的效果，

所以面议举霉重复使雳中麟檄鹣(这耱媾嚣逶紫趣壤在抒情段落)。经癸辑

雾一琴章孛遥骞戳下多楚瘸予遮静祷嚣：科——76，l、节、7争—_80奎节、128

——129小节、140一141小节、294--297小节、304——305小节、308
——309小节、342小节、349小节、353小节、40卜407小节。

我们述器特晏Ⅱ注意第一米嚣155一16l小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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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八十三： (第一乐章155——161小节)

两个外声部的音均要求延留，但由于使用了右踏板，所以不再重复使用

左踏板了。建议在这里右踏板一小节半换一次。

3)乐谱中明确标出不使用踏板的

在乐谱中，标记senza Ped的地方不使用中踏板，这里以第一乐章的106

——108小节为例

谱例八十四： (第一乐章106——108小节)

还有以下几处：llO一114小节、317——319小节、320一323小节、324
——328小节。

在练习时，使用中踏板不仅要进行手与脚之间协调配合的训练，更应该

注意中踏板使用后在什么时候放开。由于作品中某些段落声部交叠复杂，加

上同时会控制右踏板甚至左踏板，处理好这一点就显得有难度，需要反复的

琢磨、聆听和训练。

3、左踏板

左踏板的使用在这首作品中不多见，而且由于演奏者对声音的不同要求，

下文中提到的几处并不是一定要用的，建议仅针对有这种音色的要求时，而

仅靠双手又不能达到满意效果的演奏者使用。

第二乐章的结尾处第104——107小节和第三乐章第87——90小节建议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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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八十五： (第二乐常104——107小节)

_ ；” 一 ～

摹： ： ：
÷’ 一 一

鼍‘k． ．- 拳k． —碍‘
．n ^h． I ‘ 墨‘ 黛妒

由于是慢乐章的结尾，乐曲是在jE常安静的气氛下结束的，从乐谱中的

表清记号胃戳分拆蹬最终是一种渐渐游失静感觉，为了更好酌烘托这种效果，

建议发踏板在这里逐渐得踩下，直至乐曲结柬。

谱例八十六： (第三乐章87叫O小节)

这量象灌孛酶液薅迳琴是p，在这之藏表薅记号是辩f，蘧辨，这萋戆凝律线

是与前面旋律线完全不同风格的，建议这里使用左踏板，是为了突然改变钢

琴豹裔色，这翻耳嚣一薪静效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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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瞽罗辩萋繇夫是=专墩鳃一往鑫或髂豢瓣裔乐摹薪者。在《第七锈琴奏

鸣曲》中，植根于传统，与20世纪创作手法相结合的这一创作特点猩许多方

面都得剿了体现。在该作黯中，普罗科菲耶夫猩调性、和声、曲式、旋律等

几个方蕊，既不是机械的照搬古典仓4作手法，也不像20世纪有些作曲家那样

采爱嚣攀激进豹翅终手法速入难豁接受，瑟是逡建吝典手法与2§鬣缌终篷袭

法稿雅会鸵创俸手法，搜佟Ii蠢中在“交”与“不变”之间达到了平衡，同时

也深刻形象地表达了作品的恩想内涵，使该作品成为20世纪的经媳瞌目之

一。这种古典与20世纪的作曲技法相结合的创作特点，以及普罗科秣耶夫创

作时鲜明匏个性特征和多耱{}单一亿的复杂刨住手法结合在一起，使《第七

镪琴奏鸿麴》藏受一痤承久豹丰薅，蛇立手20擞纪静音乐季#磊之拣。

在演奏方面，《第七钢攀奏鸣曲》代表着20世纪新的钢琴演奏风格——

“敲击憔”风格。在钢琴上，“敲击性”的弹赛方法和传统的演辫方法是很

不一样的。手指从触键的时闽、发力的部位、触键的速度、支撑点、裔色等

多令方嚣蘩鸯擐本缝熬交繇，要擐好翡掌撵这耱辫奏方法，豫了遥遗系统有

效豹谰练之外，还要深刻鹩联解作品的内涵。必有这样，才可以将演奏的技

术与音球的意境有机的结会猩一起。弹奏出的作品才能够深深的感染听众。

这也是本文在论述《第七钢帮奏鸣曲》的演奏岛教学要求之前，对该作品刨

佟鹜襞、差莲恿想娃及馋赫的参数遘行分辑鲍燕夏蒸困。鲍终，携爨教学稻

演奏上熬簧求，是热想簧戮究窥学习《第七镛琴奏鸠盏》的老舜翔翘学们提

出一些弹奏和学习的原则、恩路、方法。这些原则、思路、方法并不是教条

化的，丽虑该抱着不断完誉、不断改进、不断提商的态度去理解和邀用。

最聪，由于《第七锻琴凑鸣蓝》本麦是一部较复杂的20世纪謦臻佟鑫，

笔者零鸯在醭究薅氇受蘩了专遭弱学谈上豹戮麓，难免会逵或谂述辩爨瑷苓

完善或糟不妥当的地方。i塞撩论述的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老师们能见谅

并批评指正。笔者也希望在网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增强自己的知识水平，不

断完善论文中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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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渊博，帮助我解决了许多论文上的困难，在理论方面帮助我指出了许多

不足之处，并耐心细致的进行讲解，特别是论文在理论技术与演奏技术相结

合的地方，为我提供了许多启示和看法。他认真的教学态度、严谨的治学作

风、无私的全方位辅导都使我非常的感动。我要向施忠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

感谢和敬意。

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感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毛节美副教授。毛节美

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给于我热心无私的帮助，使我非

常感动。我要向毛节美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李美格老师、金声老师、谢哲邦老师、刘宏模老师、

冯季清老师、汤亚丁老师、朱建老师，在他们的谆谆教导和精心培育下，我

才能在专业课程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今天的论文才能如期完成。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这三年学习期间，他们始终给与我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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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嶷持、光私的关心和积极的鼓励。没有这一切，我将无法完成学业。

簸后，我还要感谢所有为这篇论文付跨i建辛勤劳动的入们。

赵俊英

2006年5月

嚣麓黄



论文独创性声明

零谂文是我个人在替筛精等下进行斡研究王襻及取褥酶研究成粱。论文中豫

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它人溅机构融经发表绒撰褥过的研究

簸条。其窀瓣恚瓣本硬究觞痿茨秘耩徽戆霆漱稳范褒谂交孛骰了疆磷煞声臻并表

涿了谢戆。

露港签名：趸嬷炱鲢凝；·一莎，莎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入宠套了解主海筛范大学有关傈黧、楚雳学靛谂文的裁定，鄄：学校有蔽

绦整送交谂文鹣嶷露终，是诲论文被套阕j；饔整阗#学校哥娃公毒论文瓣垒藩或鬈

分蠹容，霹鞋采掰影露、缩露蔑其它手段保存谂交。傈密鹃论文瓷瓣密鼹遵守就

规定。

终粼：囊舞羡导帮签簧瓤避麓：童神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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