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绱篓

拉赫玛鼹诺夫(1873—1943)是20世纪俄罗簸臻大豹渡澄主义终藏塞

嵇钢琴演奏象，是俄罗新古典音乐传统的继承者，其旋律写作大量汲取了

俄罗斯民歌的风格特点。拉赫玛尼诺夫作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莛音乐剑据卡分丰富，涉及歌型、交响乐、台瞩、室内乐、敲麴等众多鹣

体裁，其中，钢琴作品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钢琴作品中，二十四首前赛瞎

熄拉赫玛尼诺夫成熟时期的主要作晶，是最具代表性、最能表现他音乐风

壤豹{萋基之一。本论文数鼹拉赫玛鼷诺夫二于溪蓠兹奏整熬魇史稼络、文

化成因、音砾本体、风格特征及演奏诠释方面作深入细致的论述，以求避

好地理解拉赫玛尼诺夫的这套重要作品，为今厢的演奏与教学提供理论依

据。

论文第一章是钢琴前奏曲的历史脉络，着熏梳理了钢帮前奏醢的历史

发展情况。第二章是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前奏曲的文化成因，主要从社会历

交蜚景和毒圭会意识形态鼹方嚣蘑鞠。第三章是按赫玛尼诺夫镶琴嚣奏楚熬

密乐本体分章斤，其中涉殿到作品的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构成、织体

朦次及和声特点等多方面的分析。第四章是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前奏曲的风

格蒋{蒌，包揍葵民族菇揍靛继承、渡漫楚辏兹剿凝窝慧裁照接熬发扬。繁

五章是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前奏曲的演奏诠释，麓重分析了演奏方法上的关

键点：运用殿扩展想象力、全副身心的投入、伸缩节奏的处理、音色及色

彩、旋律及分訇、毫点、蹙髂难惠、蹙菠分级与分类、兹疆鹣选择与搭瓣

等。论文将演奏方法的科学运用提到重要地位，归纳总结了拉赫玛尼诺夫

钢琴前奏曲的技术课题，有针对性的对本套作品的风格特征进行了演奏提

示，荠款蠢笨文恁豹螽殿论述了拉黪玛趸诺夫弱鸯乐拿注翻零套蓑奏戆戆

窳贵价值。

笑键词：越躲驾愿遘夫：镄琴藤奏熬；魇变瑟终；文纯或嚣；本蒋努掇；

风格特征；演奏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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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chmaninoff n873—1943)iS a great romantic composer and piano concert

performer in 20th century of Russia．He inherits the classical music tradition

of Russia and his melody writing has massively derived the Russian folk song

style characteristic．As the re口resentative personage Of later romantic music．

his music creation iS extremely rich and involves the opera，the symphony，the

chorus，the chamber music，the song and SO on，among which the piano work

holds the important status．In piano work，24 preludes is one of

Rachmaninoff’S main works in maturation period． which iS most

reDresentative and can most display his music style works．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thoroughly expound the historical vein，the cultural origin。music

main body．the styl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performance annotation of

Rachmaninoff’S 24 prelude．to better understand Rachmaninoff’s this

important set of work 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performance and the teaching．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piano prelude historical vein which

has combed the piano prelud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emphatically．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expound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Rachmaninoff’S

piano prelu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shape．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main body of

Rachmaninoff’S piano prelude music．jn which analyses of the work musical

form structure，the mode adjusts the natural，the melody constitution，weaves

the body 1evel and with the sound characteristic and SO on is involved．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 of Rachmaninoff’S piano

prelude．including its inherited national style．the romantic style innovation

and tragedy style developing．The fifth chapter is about the performance

annotation of Rachmaninoff’s piano prelude which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key point in performance method：Using and expansion of imagination，the

complete body and mind investment，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rhythm

processing，the timbre and the color，the melody and the clause，the high spot，

concrete difficulty,the difficulty grad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the program

choice and match etc．The paper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cientific

utilization of performance method．summaries the teehnical topic of

Rachmaninoff’S piano prelude，had pointed has carried on the performance

prompt to this interpolating style characteristic，and elaborated Rachmaninoff

’S music individuality and this set of prelude precious value from music

culture angle．

Key word：Rachmaninoff Piano prelude Historical vein Cultural origin

The ontology analyzes Styl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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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拉赫玛尼诺夫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及指挥家

之一，其作品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国典范音乐作品之一。他继承了格林

卡、柴可夫斯基以及“五人集团”等作曲家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并从多

方面使其更加丰富，由

抵制脱离民间源泉的现

性。作为演奏家，他又

演学派对世界的影响，

于潜心研究了俄国传统民族及民间艺术，并鲜明地

代主义艺术，因此他的艺术本质上具有深刻的民族

以天才般非凡杰出的艺术处理，扩大了俄国音乐表

从而在音乐史上奠定了他的显赫地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勋伯格掀起的创作革新对作曲界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面对打破一切规范的冲击及革新运动者对他的指责和冷嘲热

讽，拉赫玛尼诺夫依旧固守浪漫主义传统，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成

为最后一位坚持浪漫主义创作及演奏传统的大师(在他之后，鲜有人秉承

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及演奏录音是音乐史上的宝贵文

献资料，其中的钢琴作品则更具代表性。除了那些被广泛演奏的作品，拉

赫玛尼诺夫尚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有待认识与研究，他的大部分少被演奏

的钢琴前奏曲即属此类。

拉赫玛尼诺夫是对钢琴艺术的发展贡献最多的作曲家之一，他通过自

己的作品展示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风貌，他的作品表现出缜密细致、错综复

杂的思维线条，在风格上显现出深邃、悠扬的情调和雄浑、激越、宽广、

壮阔的气势，他成功得将钢琴这一乐器的特性发挥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

度。他的二十四首前奏曲是他成熟时期的重要作品，在前奏曲中我们能听

到痛苦的悲歌、心灵的倾诉、命运的音调、汹涌澎湃的波浪以及浪漫的情

思，拉赫玛尼诺夫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了其中，给人哒强烈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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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不再仅仅具有前奏曲的即兴风格，而是作曲家艺术性与技术性完美结

合的典范。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被世界性

写到了他和他的作品。有传记类的专

刊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文章介绍和分

几首钢琴协奏曲及前奏曲的分析【11。

地受到关注和喜爱，越来越多的文章

著，有全面的介绍。在国内的学术期

析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如对他的

由于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创作的

复杂和钢琴演奏上的难度，在结合文化背景、演奏方法对二十四首前奏曲

进行全面仔细分析的学术论文还比较缺乏。

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各具不同的特性，在篇幅上要比肖邦前奏曲大，

在调性、曲式及各自

初前奏曲的即兴特点

明的特性或形成具体

滚滚的田野以及古老

独立的音乐形象方面有继承前人之处，但已经不再是最

，虽然没有附加标题，但是每一首作品都能使人感到鲜

的联想，如辽阔的俄罗斯大草原、俄罗斯的雪景、麦浪

沉重的钟声等等，因而在俄罗斯传统文化方面本论文将

结合前奏曲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钢琴前奏曲虽然未必是某位作曲家的成名作或

上是作曲家“标签性”的作品。由于前奏曲短小、

其他体裁的作品，无疑是精悍、凝炼的。要在短小

代表作，但却可以称的

即兴的体裁特点，较之

的篇幅中，用洗炼的手

法表达出鲜明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和形象，这绝非易事。钢琴前奏曲的创

作是衡量作曲家钢琴写作水准的高低，技法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可以说是

作曲家音乐风格和艺术技法的集中体现。因此，选择拉赫玛尼诺夫二十四

首前奏曲作为研究课题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为钢琴史上最

有价值的钢琴文献之一，他的音乐正在逐渐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因此，对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在历史文化、音乐本体和演奏方法等方面进

行综合论述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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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钢琴前奏曲的历史脉络

在研究摭赫玛尼诺夫钢琴前奏曲时，首先探讨一下铟雾前奏曲的发展

掰史帮藏终。终麓藿界上袋为吉老且至今识具掰鳞活力靛钢琴，{、赭馋裁豹

钢琴前奏曲，在西方器乐曲的发展远落后于声乐曲，因此，早期为键盘乐

器所写的大多数作品体裁都源自于声乐曲，如赋格就是源自于声乐合唱；

浚窒移组鼗滋鏊律灸舞躐锌奏静羲将琴邃，毽是，壤独蘸奏麴是在链鑫聚

器的基础上产生的。“前奏”二字是指当时教堂的管风琴手在圣咏合唱开

始前先在键擞上活动手指。他们往彼快速、即兴她演奏一些裔阶或分解和

锻靛片段，舔来逐步演变成为蓊奏瀚。所整，“斑小、即兴豫”是前奏鼗

暇原始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保留。

瑰存最舂老的蔫奏熬楚1448每溉当·拉稿夫熬符号疆(穗字母或数字

标明音高的记谱法)，共有5首，均为管风琴而作，以不独立的形式出现。

德一首都十分牮丽，由一刘两个非常缓慢的低音声部为即兴的右手部分傲

伴奏。弱了16世纪，裁奏蓝演交为嚣手交替的诀速乐段。弗富有清酝酌

釉声感觉。避种简洁的形式在16、l 7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陆续发展成为

一萋孛最重要瓣跫洛克键擞形式：即从一开始的大段的音输走旬、分解帮弦

之后紧跟着～个和弦乐敬，发展到由一个短小快速的前奏曲聪跟着一曾荦

～主题的赋格形式。

巴洛壳时期的复调密乐大繇j，s．罄赫(1685--1746)奁藤入的基稿上

把前奏曲与赋格这一形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不朽之作《平均

德钢琴兹集》孛豹48嚣戆奏趁与赋穰残为后邀落乐家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创作典范。巴洛克时期的前奏的尚未成为独立演奏的曲鼹，依然保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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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餐”的意义，但实际上，巴赫的前奏曲已经超越了引子性的前奏。

它囊不仪嚣钵裁、织髂、菇穆等与斌罄形袋瓣篦或贯穿瓣蜜枣意义，垂予

其形式自由，技术上发挥的可能性大，常常是巴赫的精神面貌与内心情感

的自然流露，而使其本身就已舆有重要的价值。 在巴赫以后大约一个世

纪静爵黼量，蔫奏麓这一傣载死乎被遗忘了。lg整纪审箨}(1837零)门德

尔松受融赫的影响曾作过6首《前奏曲与赋格》，但前奏曲仍未作为独立

兹演奏熬疆。第一个创作独立藤奏趋豹是冀拉特豹学生蠲迈尔，他蹴版了

第一套24个大小调单独成立的前奏益，藏未得到广泛成用，但毕凳使前

奏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终于从附属的器乐引子变为独奏而成为究整的

终瑟薅羧。

在艇个古典主义音乐时期，前奏曲这一作品体裁几乎一直沉睡耩，直

到19髓纪浪漫主义时期，大掇兴起的钢琴特性小品打破了古典主义封期

奏鸣曲一统天下的腌面。钢琴变上首次俸为粪正传世之作的前奏蘸集是伟

大的波兰浪漫主义作曲家肖邦创作的著名的《24首前辫曲》。自此钢琴前

奏趋终受独立兹掺赫俸裁在洚帮瓣笔下愿戴了喜蓼嚣表露豹_享富帮发璇。

在巢后的作曲家的创作中，前奏曲的概念便由“序奏性乐章”确定为

“自成怒讫的单乐激的钢琴曲”。肖邦的24蓄裁奏曲与巴赫的前奏稳之间

尽管衽时问上相隔了近百年，然而两部前奏曲之间却裔着直接的、不可分

割的历史渊源：首先，肖邦的前奏曲在风格与演奏技巧上虽然已属浪漫主

义，毽凌调蛀土爨戆续了巴赫熬撵法。嚣帮袋角单主瑟箨法，整套终瑟都

用遍24个大小调。不同的是殴赫采用的顺序是按半音阶排列的同名大小

调，即c大调一一c小调一一#c小调，而肖郯前奏曲的调性安排是按照五

疫锤环秘关系大小调稳交替懿鬏序，韶C大调一一8小谖一一G大调～一e

小调。

露餐，受兹奏麓起源豹影晌(教堂的镑溅琴手在圣嫩合唱开始翡莞在

键盘上活动手指，快速、即兴媳演奏一些裔阶或分解和弦的片段，后来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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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演变而形成了前奏曲。)，巴赫的前奏曲常常带有技术性练习的特征而

被认为是最早的练习曲体裁。意大利钢琴家布索尼(F．Busoni，1866--1927)

就曾说过：“弹奏《平均律钢琴曲集》不仅对音乐家的艺术趣味发展有极

大帮助，对钢琴家的技术训练也是极为重要的。”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

中也延续了这种“技术性”，完全可以看作是小型的练习曲，因此被舒曼

称为“练习曲的胚胎”，与他的24首练习曲堪称经典的“姐妹篇”。

拉赫玛尼诺夫在继承巴赫遗产的同时，又大量运用了许多创新手法。

他的前奏曲中，首先在和声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如降六级音、大调中的下

属小和弦、属减七增六、降二级音等等。拉赫玛尼诺夫常常在这些和弦的

基础上加上倚音、先现音、经过音等，以致难以辨认原来的和声，在功能

性和声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色彩性和声的效果。另外，拉赫玛尼诺夫还惯

于使用半音进行，也大大增加了和声的色彩性。拉赫玛尼诺夫运用了更多

的半音和弦及复杂的和声背景，并与经过音、和弦外音和装饰音交织在一

起，丰富了旋律的表现力。由此可见，拉赫玛尼诺夫在继巴赫之后，既保

留了前奏曲的“技术性”这一特点，又使它们进一步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度

完美。

如果说巴赫是前奏曲的奠基者，那么拉赫玛尼诺夫应该算是真正把前

奏曲这块石碑竖立起来的人。他的前奏曲摆脱了“引子”的桎梏，以独特

而崭新的面貌出现。拉赫玛尼诺夫于1904年出版了作品23的10首前奏

曲之后，又回忆起19岁时写的著名的《#c小调前奏曲》，决定另外再创作

13首前奏曲并与现有的11首成为一套完整的包含所有大小调的“24首前

奏曲”。即作品23共lO首，加上著名的《#c小调前奏曲》和作品32共

1 3首。但是这些前奏曲在调性排列上并不规律，这或许与拉赫玛尼诺夫后

来才想起用全部大小调写作有关。尽管如此，他的前奏曲同样使用24个

调为一套的结构方式，一定也是受到前人的影响。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

很大一部分仍保持着单一的曲式，但在篇幅上明显加大。拉赫玛尼诺夫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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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前奏曲典型的即兴性特点。在他的前奏曲中，总能使人感受到鲜明的

特性和具体的画面感，如辽阔的大草原、俄罗斯的雪景、麦浪滚滚的田野、

古老沉重的钟声，我们还可以听到痛苦的悲歌、心灵的倾诉、胜利凯旋的

进行曲、汹涌澎湃的波浪和优美的抒情诗。可以说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

是主观情感投入的强烈宣泄，以客观的审美情绪融入音乐，是技术性与艺

术性的完美结合。

之后，德彪西、斯克里亚宾、希曼诺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不同

时期的作曲家又各自奉献了具有独特个性和演奏技巧的前奏曲集，丰富和

完善了这一钢琴乐种。后期的一些前奏曲虽不用全套调性顺序，但大体布

局相同，如斯克里亚宾的24首前奏曲(作品11)、德彪西的两组前奏曲(每

组12首)以及肖斯塔克维奇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斯克里亚宾共作有93

首前奏曲，唯独作品11是完整的24首，在调性上也沿用了关系大小调五

度循环的手法，创作于1888—1889年。德彪西的两组(24首)前奏曲虽然

没有用遍24个大小调，但在数量上仍可见前人的遗风。肖斯塔克维奇的

24首前奏曲与赋格则可称为现代的平均律，大有复古之风采。

在现代主义音乐中钢琴前奏曲仍在蓬勃发展，但已基本打破了“24首”

的规范。由于前奏曲结构短小而形象集中的体裁特征，作曲家们仍然常常

将前奏曲成套，成组的构思创作或集册出版，使前奏曲兼具了钢琴套曲或

钢琴组曲的特点。同时，在主题发展，素材运用、演奏技巧、结构布局等

方面又各具特色并具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材与练习功能。作曲家通

常选取民间音乐精华、优秀素材、生活感受深刻的事件、画面以及对某技

法的偏爱而作，表达了同形象、同一主题的不同侧面。如格什温的《序曲

3首》体现了美国黑人爵士音乐的不同节奏特色；梅西安的《9首钢琴前

奏曲》则体现了作曲家给“声音着色”的观念与感受，描绘了不同“颜色”

的画面。在音乐会中，这些“组曲”常成套地演奏，藉以表达作曲家的统

一构思以便给听众留下完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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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本体分析

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在篇幅长度上较成为范本的肖邦前奏曲，均有

不同程度的增加。它们不但具有调性及音乐性质的前后关系，且几乎每一

首都具有被单独演奏的完整性，因此我们既可连续演奏若干首或全部，又

可单独其中一首或多首。

一、调性布局

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创作从创作时间及风格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包

括于1892年创作的作品32之2的“钟声”前奏曲，于1902．1903年间创

作的10首前奏曲的作品23以及于1910年创作的包括了1 3首前奏曲的作

品32。24首前奏曲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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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序号
调性 小节 速度／表情 音域 节拍 力度范围

作品2 2 抖c 61 Lento #C1．b3 4／4 PPP—fff

l 群f 41 Largo #FI一#95 4／4 PP-ff

2 bB 60 Maestoso bB2-b94 414 PP—ff

3 d 77 Tempo di minuetto DI—b3 3／4 PPP-ff

4 D 77 Andante cantabile E1．b3 3／4 PP-ff

5 g 86 AlIa marcia Dl-bb3 4／4 PPP-ff

作品23

6 bE 43 Andante Fl-c3 4／4 PP-mf

7 C 90 Allegro bB2．c4 4／4 PP-ff

8 bA 79 Allegro vivace hEl．c4 3，2 pp-ff

9 be 3l Presto bFl．b94 414 p-f

10 bG 62 Largo bGl．he3 314 PP-ff

1 C 41 Allegro vivace C1．e4 2，2 p—ff

2 bb 54 Allegretto bGl—c4 9／8 pp·ff

3 E 63 Allegro vivace 捍C1一捍c4 4／4 PP—ff

4 154 Allegro combrio bE-e4 4／4 PP·ff

5 G 41 Moderato d-93 4／4 PPP-f

6 f 60 Allegro appassionato D．c4 2／4 pp-ff

作品32 7 F 45 Moderato F—f3 2／2 pp—ff

8 a 51 Vivo C1．a3 6／4 PP-ff

9 A 58 Allegro moderato 拌Cl一撑f， 918 pp—ff

10 b 60 Lento D1一d3 4／4 PP-ff

11 B 98 Allegretto Fl-e3 3／8 PPP—f

12 样g 48 Allegro #Gi一#94 6／8 PP—ff

13 bD 62 Grave Cl—bb3 4／4 PPP-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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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24首前奏曲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且拉赫玛尼诺夫是在创作

作品32时才有意将其与作品3之2及作品23合成一套24首(作品3之2

与作品23创作相隔10年，作品23与作品32创作相隔7年)，因此它们并

非按照关系大小调的顺序创作的。
’

那么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钢琴前奏曲是否成套，其间又有何联系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赫及肖邦的前奏曲在调性上的安排。巴赫的24首前

奏曲及其赋格是先以同主音大小调，后以半音循环的方式排列的，肖邦的

24首前奏曲则是按关系大小调及五度循环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巴赫及

肖邦在创作初期就己经有意识的开始“设计”相关的成套作品了。如果能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中找到类似的调性布局，那无疑将是拉氏创作成

套前奏曲的这一说法的有力论据。笔者也曾经试图在拉氏的调性布局上找

寻一些类似的规律，结果徒然。但是如果放宽视线，将拉氏24首前奏曲

的调性一一排列开后，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表二：

对称中心

同音异名调 首尾呼应

(小大调闻插捧捌) ‘大小谓闻插排列’ 1
lN02 0P23蓬贯性 0P32

卜b d D g龟c。A。e。G| C 、E e G f F a A b B#g bD

b弥1

II
对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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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先，24荫前奏曲穷尽了所有的大小调。毋庸质疑，拉赫玛尼诺夫在

餐僚这些蘸奏麴辩有意谖的氆鉴了蘸入静骰法。这说筏拉赫玛鹰灌夫在翎

作前奏曲的过程中成“套”的创作意识愈趋明显。这种意识指引他，直至

完成全部彼此掇互关联豹24首兹奏兹。

其次，在调性安排上也值得我们思考。作品3之2除外，从作品23开

始，都是小大调间插排列，丽从作品32开始又是以大小调问捅排列的，

这耱棼关系大，l、澜静组台鼹然是俸整家磊意安捧静。瓣露，对称瞧又是调

性安排上的另一大特点。通过前奏曲的调性图示我们可以发现作品3之2“

C小调藏奏曲与作品23之l”f小调前奏越是四度调悭关系；蕊{謇品32的

最聪两首89与6D之间也是四度调性关系，这刚好磁现在前奏曲的～头一

尾。如果以此为对称的双方，那么对称中心则在作晶32的第一首和第二

曹之润。瑟位予瓣稳中心嚣边熬嚣曹蘸奏蔻裂稳戒了=疫谖蛙关系，与各

自相邻作品之间又是三全音调性关系，这无疑又形成了第二种对称。而作

品23之10的“G大调前奏曲与作品32之1的C大调前奏曲之间是三全音

调憾关系，联系瓣称往来餐，又将箨藏23静“尾”与作品32瀚“头”巧

妙的“缝合”起来，从内在上加强了两部作品的连贯性，从整体上加强了

拉赫玛尼诺夫前奏趋之闻的关联性。

联系巴赫和肖邦的前奏曲，从调性方面而说，挝赫玛尼诺夫的前奏睦

虽不具有他们那样线索分明，逻辑严密的调性规律，但却有着他自己的特

点一一“形鼗麓不鼗”。看钕铰魏毫无戳系懿稠往帮被“一头、一蓬、一

中间”有力的凝聚在一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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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旋攮的穗成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充满了美妙的旋律，作为～个天才的旋律作曲

家，链见乎超越了疆毒戆弱找人。毽剖{乍熬旋律气爨宽广、歌唱毂强，与

悠缓的俄罗斯民歌有着密切的联系。

具体褥言，他的旋律风格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旋律中常存在半音或众音的上行或下行级进，尤熟是半音或全啬

的下行缴迸。俸晶23之l(谱铡1)23之2，23之7，23之9，作品32

之l，32之2，32之5(谱捌2)，32之6，32之lO及32之13。

谱铡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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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2、旋律由上行或下行音阶级进和分解音程跳进的组合的构成，如作品

3之2，作品23之3及23之5，23之6，23之10(谱例3)，作品32之4、

32之7、32之8、32之9(谱例4)及之32之13。

14

谱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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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4：

一j=皙一i琶季裔二矗‰

谱例5：

4、旋律是属于大和弦式的。拉赫玛尼诺夫常用十分厚实、丰满的和弦

奏出旋律。如8c小调前奏曲的A段(谱例6)。在音响效果上，以大和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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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展现出的旋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有的是歌唱性的，抒情而动人；

有的则气势磅礴、令人激动。

谱例6

5、旋律是螺旋式的。这也是典型的拉赫玛尼诺夫式旋律，它常以某

一个音为中心，在较窄的音域内反复地摸索萦绕。从整体来看，它又有一

个进行方向，一般从较低的音开始，不断向前发展，当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它又逐步地返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拱形的旋律线条。通常，在一个作品

中，这种螺旋式的旋律不断地发展变化，会形成许多拱形线条。如波浪似

的此起彼伏，营造出一种惆怅的、萦绕不散的、甚至紧张的气氛。如。C小

调的中段(谱例7)、“f小调(作品23之1)be小调(作品23之9)等，都采用了

这类的旋律表现手法。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常在小调作品中运用这种螺

旋式的旋律，进一步增加了小调的阴暗、悲凄的色彩。螺旋式旋律是拉赫

玛尼诺夫特有的写作手法，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谱例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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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中旋律的“种子”具有强烈的音调节奏性质，

这便使旋律运动从整理上更加贯穿统一起来。旋律在特定节奏的框架中，

给人以印象深刻的情感体验。

三、和声特点

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创作时期基本处于他创作的中后期，其手法基

本体现了由保守逐步增加近现代

统调性功能的处理方法是其和声

种色彩性和声处理方法的使用。

格纳等)喜用外声部连续半音进

诺夫继承了前辈这一传统方式，

中不但有直接进行与隐伏进行，

部的复杂化，这种手法与近现代

他创作中晚期写作的一部分前奏

量的非三度叠至的复合和弦，他

了自己特有的“拉氏和声风格”。

和声技法的特点。这24首前奏曲中，传

技法的核心，但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大量各

浪漫派中后期的作曲家(如：格里格、瓦

行构成的“变音体系”技法，而拉赫玛尼

并进行了多样化的处理。他的这些前奏曲

而且还有几个声部“参差”进行。由于声

和声技法中的“线性思维”十分接近。在

曲中，出现了平行和弦、多层结构以及少

将部分现代手法与传统手法相结合，形成

(一)色彩性和声技法

其特点可以用品种多样、设计精致、效果突出来形容。在他的作品中，

和声的运用上较多地使用色彩性和声进行。他不满足于简单的色彩性和声

技法，并能排除各种激进作曲手法的干扰，向更复杂的色彩性技法探索。

在纵向的和弦排列上偏重于外形方面，常以升、降变音记号和弦交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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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传统调性和声中的不同音级的对照，通常可以把插入和

弦看作同一音级调内和弦的替代。这样按照被替代和弦的正常功能关系进

行被称作“功能替代”。这种替代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用包含某一功能

特性音的变和弦代替该功能调内和弦，来做正常的功能进行和连接；另一

种则是把功能特性音倾向于同一个音的各功能组合在一起，使不稳定功能

分为向主以及向属两大类，把包含同类三个功能特性音的变和弦看作是原

调内主要功能音级的替换。

拉赫玛尼诺夫的和声强调保持传统调性和声的骨架，突出地表现在其

替代和弦的使用上。其替代和弦与传统的离调和弦十分相似，主要采用

D—T、S-D-T以及S-D等功能进行方式。

1、《#g小调前奏曲》(作品32之12)从第二小节开始已经进入了终

止阶段，是终止四六和弦到属和弦再进行到主和弦的完全终止的基本框

架。在此基本进行中作者在第四小节处加入了降III音的Ⅵ和弦，作为终

止四六和弦到属和弦的过渡和弦；在其后的属和弦他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属

和弦原位的形式，而是采用了属九和弦的转位形式进行到了第五小节原位

的主和弦。这种功能和弦之间插入新和弦，以及用功能组内色彩和弦替代

主要骨干和弦的手法，在其作品中比较常见，是其惯用手法。

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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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b小调前奏曲》(作品32之2)是比较普遍的调内以及调外变和

弦替代原调主要功能和弦的实例。片断在6b此处正是前奏曲的高潮部分，

在强拍上强调属和声的骨干地位，并在后三拍的弱拍按照下行的旋律线条

作了连续三度进行，这就出现了V到67Ⅲ7到“3 I 7再到63Ⅵ的进行方式。

这里的67IⅡ，是V的延伸，而43 I 7和“3Ⅵ均是调内I的替代。此例中除了

色彩和弦的替代手法外，在低音旋律线条方面的根音下三度进行也是拉氏

和声的一大特色所在。

谱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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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大调前奏曲》(作品32之1)同样是色彩和弦替代功能和弦的复

杂优进行的典型实例。此片断在C大调背景下，以第二小节的属七副主和

弦的主要功能进行为基鹚，在焚三靼第匿小繁分别弓l逡6磷7窝弦、43lll霸

弦以及6II和弦，最后避行到I和弦。此处在主要功能和声框架内采用色

彩辆弦对褥于功施帮弦送行了成功豹替代。

谱例10：

这些色彩和弦不但以替代功能骨干音的形式出现，还以和弦外裔的和

弦形式密蕊，萁瓣静是装镣调岗骨干和弦，并与之形成强烈黥对琵，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色彩性装饰和弦。拉赫玛尼诺夫常在作赧中使用三度瑟置的

三和弦作为装饰和弦叠敞在主要功能和弦之间。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二)自成一体的变音体系

拉赫玛尼诺夫在作品中变音的运用大部分是传统功能性的变音体系，

其中“离调变音”最多，“守调变音”次之，再次是少许“装饰性变音”。

他在运用以上变音之外，还经常把三种变音结合起来形成各种混合的变音

体系，其特点是：在传统的功能性的变音体系框架下，加入许多色彩性的

变音体系；缩小变音和弦的规模并大量应用各种平行和弦。

在复调技法中有一种“隐伏的”复调音乐，是以单声部的形式出现的、

实质上是包含着两个复调声部的写作技法。这种技法主要在音高、音区以

及节拍和节奏上入手进行多声部的写作。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在作为引导变音体系的平滑声部中也经常采用隐

伏的技法形式。他经常采用不同音区的音进行交替，从而形成两个或几个

旋律层，其中某一层的突出声部贯穿成隐伏的平滑声部。

l、《C大调前奏曲》(作品32之1)从第二小节后半拍开始，在弱拍和

强拍分别组成不同音区的“和声层”这些和声层中包含着根音平滑下行的

平行三和弦。在和弦纵向的构成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第二小节到结束时

III一Ⅵ一V／V一Ⅳ一lI—V—I的基本和声进行中加入变音，使之成为

III．Ⅵ7一V 9／V．“Ⅳ7．6II 7．V 9．I的复杂变音和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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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1：

2、这种隐伏平滑声部的变音进行，不但体现在低声部以及纵向和弦上，

还体现在高声部隐伏的旋律之中。《e小调前奏曲》(作品32之4)就是利

用模进的手法，在模进音组之间的高声部构成隐伏平滑声部的变音进行。

谱例12：

l_ 爹[ r ：霸轴南I翟霎L笆lI ．．1 一一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上例在主要e小调的背景下陈述，在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

以及最后第十小节处，上方声部的最高音构成了一个隐伏的平滑声部，这

个特殊的旋律层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变音音阶。这种隐伏性的变音应用手法

在拉氏作品中随处可见，也是代表拉氏作品风格的一大特征。

(三)有限的近现代和声技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和声技法，通常被称为

“近现代和声技法”。拉赫玛尼诺夫在选用这些技法的基本原则是：看其

能否与传统和声技法以及拉氏色彩技法相结合。他只吸收与传统和声技法

接近或易于与之相结合的技法，因此它的近现代和声技法极为有限。下面

就以其部分前奏曲的片断为例介绍其近现代和声技法中线条因素以及多

层结构表现。

以纵向的和声功能为多声部写作的基础来写作横向声部是传统和声技

法的基本思维方式。但是在和声技法形成之前，多声音乐的写作思维是以

横向的声部线条为基础，几个线条的结合形成纵向的和声。这种“线条思

维”的形态要比和声时期的对位技法丰富得多，在和声思维的基础上加入

线条思维因素使线条因素占据主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几个“线条层”

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多层结构”。

传统音乐中的多层结构一般是“旋律、和声以及低音”三个层次，而

近现代和声中同一个层次中可能还会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近现代和声的

“线条层”主要由“自由声部(旋律)、动机音型摸进声部(织体)、平滑

声部以及持续音声部”四部分组成。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层之间的冲

突不太厉害，有时还能合成三度叠置的和弦，功能性和声的骨架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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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小调前奏曲》(作品32之2)是在6b小调背景下进行的，大体

直观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而在每个层次内部又都能分开两个或几个层

次。我们注意到这些音型具有相当的相似性，是用动机模进的手法写成的。

每个而各个音组又是按照调内摸进的手法进行，各个层中隐伏的旋律形成

了以自然音为基础的音阶。因此，无论是纵向的和声组构方面还是横向多

层旋律的线条进行方面，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形成了横纵交错的多声精

品。

例13：

2、《F大调前奏曲》(作品32之7)是在F大调背景下陈述主体，同

样运用多层结构的手法写成。只是此片断的动机音型模进层采用的不是守

调模进，而是引入了许多变音，从而形成了“非自然音多层”。这种变化

音的变音多层写法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中更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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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

综上可知，拉赫玛尼诺夫的和声技法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传统和声框架中大量色彩性和声的应用

2、自成一体的拉氏变音体系的应用；

3、拉氏作品中有限的近现代和声技法的应用。

这三方面的技法，在拉赫玛尼诺夫24首前奏曲中均有较为突出的表

现，它们也构成了拉赫玛尼诺夫介于传统与近现代之间独特和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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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一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文化成因

一、社会历史背景因素

社会历史背景对音乐作品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有巨大的影响，音

乐中透露的思想内容总是与这些现实因素紧密相连。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

曲就是在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创作完成的，风格独特，规模宏大。

(一)个人背景

拉赫玛尼诺夫1 873年4月1日出生于俄国诺夫戈罗德省奥涅格村的

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使他的音乐透着贵族气质。他从小就接受专

业音乐教育，4岁开始学钢琴，lo岁进彼得堡音乐学院，12岁到莫斯科音

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以优异成绩获得金质奖章。音乐学院毕业后，拉

赫玛尼诺夫开始跻身于俄罗斯一流青年作曲家之列，他悉心研究俄罗斯民

间艺术和古典作曲家的创作。1895年，他的《第一交响乐》上演失败使他

极度绝望，陷入创作低谷，若千年没有一部大型作品。这时他开始教授音

乐课，在莫斯科一家私营剧院担任歌剧指挥。之后他结识了契可夫、托尔

斯泰和高尔基，同俄罗斯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的亲密友谊与合作也由此开

始。文学与艺术的多方面影响，使他的音乐修养不断提高，他的钢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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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动人的歌唱性与他的声乐创作密切相关，也与他频繁地与夏里亚宾的合

作演出有关。1901年，《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问世标志着他创作繁荣时期

的开始。1906年，他离开剧院，先到弗罗伦萨，然后居于德累斯顿，这一

时期他的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像《第三钢琴协奏曲》、《钢琴前奏曲

集》、《音画练习曲》等相继问世了。他同时担任了许多指挥工作。他还接

触了许多国外艺术家，并从中获得灵感。这些对他在钢琴音乐中塑造的鲜

明形象是很有启发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拉赫玛尼诺夫离开了

祖国，先到瑞典，后定居美国。在这期间，他忙于演出活动，以钢琴家的

身份成为二十世纪钢琴舞台上～颗耀眼之星。在流亡他乡的岁月，孤独、

寂寞与失落伴随着他，晚期创作风格更显阴森恐怖的气氛。他的一生看似

显赫却又悲哀，内心充满热情却又孤寂，最终注定没有“根”的依靠。

(二)生活环境

一方面，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生产方

式又决定殊异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模式。“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存着

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引起的特色”。[21俄罗斯有着辽阔的土地，朴素的

草原，优雅的农庄，密密的松林，这都默默地感染着拉赫玛尼诺夫的心灵。

诺夫哥罗德令人倦怠的钟声总是那样的亲切，伊万诺夫维卡总是芳草如

茵，连窗索都总是泛着绿意。可以说，俄罗斯迷人的自然风景是任何艺术

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俄罗斯民歌、舞蹈、绘画都深深地根植于朴实的自

然之中。拉赫玛尼诺夫就曾用诗意般如歌如画的旋律把俄罗斯的自然风情

娓娓道来并独创性地将这一钢琴练习曲取名为“音画练习曲”。尽管俄罗

斯不乏优美与灿烂的自然风光，但也有阴沉、寒冷的北方气候特征，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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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忧郁，也引起了他的哲学沉

思，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氛围，这也可能是典型的

俄罗斯气质在艺术中的典型显现。另一方面，由于拉赫玛尼诺夫很小就陪

着外祖母上教堂做礼拜，唱诗班的歌声和教堂的钟声在他的脑海里留下深

刻的记忆，童年印象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他的钢琴音

乐中，时常带有一种钟声鸣响的音响特质，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声音

[31。在他的《#c小调前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引子，《第

三钢琴协奏曲》的末乐章中，都鲜明地响着那一听就能辨认的钟声主题：

固定的音高、持续的音响、坚定的节奏。拉赫玛尼诺夫钢琴音乐中钟声的

意义不仅是直接表现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民在生活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对

钟声的印象，更间接深刻地象征着俄罗斯人民意志坚定的奋斗精神，同时

也传达着拉赫玛尼诺夫内心深处虔诚的祈祷，具有极强的宗教意味。

(三)社会形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社会动荡与分化日益严

重。各国垄断集团与为之效力的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不止一次

地引起各种严重的外交纠纷和武装冲突，世界人民不得安宁，最终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文艺界中虽不乏直接投身斗争的勇士，但绝大部分人厌

恶、恐惧、逃避，向往一种纯艺术的境界一一虽然他们也对现实不满，对

下层人民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此时的俄国，经历着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俄国社会风云变

幻、形势复杂：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

加剧，沙皇政府依靠保守地主、官僚机构、旧军阀和僧侣这些最反动的势

力，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想扑灭愈演愈烈的革命火焰，导致青年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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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拉赫玛尼诺夫正是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创

作突出地反映了俄国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的

意志和愿望。1905年至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在革命失败之后

的反动统治时期，专制政权肆意妄为、官僚机构政治腐败、舆论出版自由

受到严格控制，社会一片黑暗。反动统治下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在拉赫玛

尼诺夫的音乐风格已经有所投射，压抑的情绪、阴郁的气氛、反抗的精神

在作品中有了更多地流露。期间创作的钢琴小品如《前奏曲集》、虽然是

一些小的体裁。但却表现出钢琴音乐“交响化”的音响特征，力度对比强

烈，和声变化频繁，情绪变化激烈。因而，即使是用简单的曲式构成，也

会让人有音乐体裁被扩大，音乐结构内部发展性极强的内心感受。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积极参战，国内资产阶级与社会革命党立场不

一，局势复杂，1917年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内解放运动的

火焰达到了顶点，最终消灭了专制制度震撼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

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一一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41这时，拉赫玛尼诺夫

已经流亡美国。

二、社会意识形态

(一)风格演变中的浪漫主义

世纪末的思潮，迅速席卷了欧洲纷纭杂陈的文艺流派。由于各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欧洲音乐舞台呈现出不同国家，不同作曲家之

间风格个性迥异的景象。虽然拉赫玛尼诺夫坚持用古典传统手法创作，音

乐风格整体上也比较统一，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的音乐继承了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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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情画意，李斯特的辉煌技巧，格林卡的亲切质朴，柴可夫斯基的悲剧

气氛，瓦格纳的和声因素⋯⋯体现了欧洲浪漫主义的风格演变。自浪漫主

义的音乐风格受黑格尔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影响起，音乐中精神性内容的表

现就异常突出，不管是一种“绝对理念”，还是一种“世界精神”，总之，

情感的主体性地位在音乐中的表现一直有增无减，直到部分现代音乐陷入

到纯音乐技术范围的游戏为止。浪漫主义经历了十九世纪大半个世纪的发

展，那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感性力量和对个性化表现的极度张扬是它散发持

久魅力的原因。库尔特认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于心灵深

处无意识领域的非理性心理内容侵入了音乐机体，并占据了这个乐派的主

导地位。对严竣现实生活的幻觉、惶恐不安和隐秘的渴望成为浪漫主义风

格变革的心理前提。库尔特从心理能量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浪漫主义音乐

心理内涵的特征：一方面是加剧了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努力把黑暗的、

下意识的、自我映射的心理力量拉入光明的意识中。【5】这种特征以瓦格纳

和李斯特为中心，在布鲁克纳和沃尔夫的音乐中继续体现，在十九世纪晚

期表现的更为激烈。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瓦格纳热在欧洲风靡一时，

作曲家们全都慑服于他的魅力，虽然很多作曲家不愿意去效仿，但很多作

品都打上了瓦格纳作品的鲜明印记。音乐家们表现意欲的增强，促进了音

乐风格的演变。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气势宏大，和声的多层结构和自

由变化、调式调性的复杂化，不断增强的力度对比，极富紧张性和对立冲

突的特征，都带有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精神。这一时期作曲家们除了个人

主观情感的深度表达外，还倾心于表达某种哲理思想。16J

(二)俄罗斯的新精神哲学

“新精神哲学”是在俄罗斯帝国晚期最后二十余年复杂、剧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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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和憨想冲突中浅现的文化毖潮，

破。自彼褥大帝的现代亿改革以来，

是现代俄国思想撞变豹又一次精糖

俄国恩怨界一直存在西化派和衔拉

派的思想冲突。西化派推祟全欧文化理念和彼得大帝的纠：放，斯拉夫派

连予“瑟{堇黄戆渡浚露模凝的动溃，或怼未窳矮撵渡漫与模赣懿篷攥”。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的小说提出的宗教问题

简单的蹶化派和斯拉夫派变得不可能，“耨精神哲学”鼹超越这两种恩

清悔，鬟掰确立耪享孛方窝。文繇鹃基督教意浚举着象铥_荛义帮真歪豹宗

的旗帜诞生了、拉赫玛尼诺夫跟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注重自身邋德

善，追求糖神理想，不满足平磨的物质生滔麴生命价馕溉。这种意识具有

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与俄罗斯的民族文纯和基督教愚想有着深麴静

内在联系。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魑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_人民生活猩贫困

与压攘孛，鸯瑟之东援教关予琢嚣黢杼海豹鼹念，不颤强缘人妇对考感靛俸

验，使得俄罗斯民族情感具有沉霾、悲哀的慕调。艺术窳不能深怀对人民

的责任感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伟大战争中，只有在艺术创作中去反映民

族兹斗争精褥，这在旌赫玛趸落夫熬锈琴窘琢中蕾先表现舞音乐熬凝族注

与风俗性。音乐极县抒情气息，却是一种悲伤的抒情，凝重而深沉，是深

深的民族情感的凝浆。位把来源予对苦难的深刻体验，舞华为博大的人道

主义，搬对尊严、自由、幸福生添的热切企鼢，亿佟发自内心鲍歌唱旋律，

因而具有真切的情感力度，震撼灵魂的力量。如作品23之5，音乐中持续

羞号翟憋兹音调，避嚣蘸懿节奏键镪毒力。锋蘧家妊戳藏音乐当成焱舞人

民战斗势气的军号声。

谱例15：

突夫留m

使想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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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拉赫玛尼诺夫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寄托于对大自然美好风

光的钟情，钢琴作品富有田园风光的描绘性。前奏曲中的作品23之4(谱

例16)、23之6、23之8(谱例17)，作品32之5、32之7便是这一典型。

谱例16：

谱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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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宗教糟神。西方音乐自古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古典主义那种

带着家教裤学意昧熙“高贵懿攀缝、嫠穆瓣伟大”，啜然被浪漫主义的反

理性和主观主义所宪全瓦解，但是十九世鳃难心主义哲学始终没有放弃上

帝的存在，只是由神化的上帝变成了人化的上帝。古老的斯拉夫文化和东

歪教锭绞与近代瑟方文龌豹交融与净突，蘩逡了饿罗焱灵魂；饿箩簸宗教

哲学作为俄罗斯精神的鲜明特色，在批判现实的经验馓界时，揭露人在其

中的奴役与生存悲剧，也揭露了人的精神实在性。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

种真实存在，是因为天洼之中内在建包含麓耱往，帮上帝静蠢在浚。上帝

性不是涎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揭示出来的，只有沉入

灵魂黪竣深处，才能“与活盼上帝耀遇”。18l诚如作品32之4，投赫玛尼

诺夫运用三连音的齑型和紧张的节奏律动，营造出一种A自身内在的精神

与外在的生存境遇相抗争的氛阑。隐藏在音乐中的紧张而悲愤的三连音短

奏橡楚念运翡爨步声，这遣正楚终婆家蠹·§掰薅验妥熬。 ．

谱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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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霉零零霉零雩睾零亨零事
螂 g-量

专沁轴．扇事 南南幽南
I’I l：焉j．葛鼍一舞一西一

-iF—l'口。 j 垂；考耋l墓主苣章i

不管是考查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还是俄罗斯特有的民族

文键瓣转承，啻袋艺零豹发矮零不是攀⋯豹进程，露乐最辏总蕊处子广义

的就术风格体系之中。音乐倾向于和其他艺术综合的固有特征，在浪漫主

义思潮中被大大提高了。裔乐和文学、诗歌、戏剧、美术、舞蹈蹲的结合，

缩夸了它舔之阙静距离，毽酱乐更带文学往、稼题爨秘“褪凳”特征等≯l，

是通感理论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显而易见，其他艺术形式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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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渗透的同时也为加强音乐的民族特征开拓了新的道路。音乐家们的创作

纷纷取材于民族民间的历史、诗歌、绘画等等，使音乐作品带有很强的民

族特性，这己成为了一种艺术创作规律。拉赫玛尼诺夫在选择浪漫主义的

创作手法的同时，与俄罗斯民族的艺术氛围融为一体，他的音乐旋律与俄

罗斯民歌保持密切的联系。其次，他受俄罗斯文坛巨人托尔斯泰的文学思

想影响很深。在文学上，托尔斯泰无疑是俄罗斯文坛上的一颗璀璨之星，

影响波及东方各国。他被称为是“心灵辩证法”的独具慧眼的圣手，他能

用洞察人心的刻画和铁面无私的真实宣扬现实主义、人民性和人道主义。

托尔斯泰对拉赫玛尼诺夫的启发是深刻的，特别是他的“艺术人民性”的

观点对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0】。再次，在造型艺术

上，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所流行的肖像画、历史画、风俗画都得到

了广泛的发展，现实主义、人民性、进步民主文明性是其创作原则【l“。拉

赫玛尼诺夫对于这些是耳濡目染的，他在钢琴作品中表达了同样深邃的情

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受自己创作的其他题

材的音乐影响也很明显。他的钢琴前奏曲中那无尽的优美旋律是他早期

《浪漫曲》的体现，同时已经问世的两首交响乐和钢琴与乐队的《第二钢

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也使得他的钢琴音乐带有管弦乐风格，

其交响化程度是继李斯特后的又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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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风格特征

演奏作品，除了应带有演奏者自己的理解与处理外，最关键是体现原

作的风格。了解拉赫玛尼诺夫对音乐及创作的见解，是有助于准确把握他

的作品风格的。拉赫玛尼诺夫去世的前一年，曾接受一次采访。他说：“作

曲就像呼吸或吃饭一样是我生命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它是生命中必不可少

的一项功能。作曲是我终生的追求，是用声音表达我的感受，将我的思想

诉说出来的渴望。我相信这是作曲在每一位作曲家的生活中应该充当的作

用，它充当其它任何作用都是纯属偶然。有的作曲家按照预先没定的或流

行的，时髦的方式作曲。我对这种作曲家不感兴趣。好的音乐从来没有这

样产生的，我敢说也将永远不会。最终地说，音乐应该是作曲家复杂的个

性的表现。音乐不应该是费尽心机，度身定做地写成以符合某种规范或潮

流，遗憾地说，那些过去二十年中盛行的潮流。一个作曲家的音乐应该表

现自己的祖国，表达他的爱，他的信仰，对他产生影响的书，他喜爱的画。

音乐应是作睦家所有经历的结果。学习每一位大作曲家的杰作，你会从中
t十

发现他的个性与背景的每一方面。时间可以改变音乐的创作技巧，但决不

能改变它的宗旨。”B 2]

拉赫玛尼诺夫在自己的作品中，并没有刻意去体现什么浪漫主义，民

族主义，什么也没有。而只是让自己内心倾听到的音乐流泻在纸上。他是

俄国的作曲家，祖国在其精神气质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由此看出，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与俄罗斯民族的气质，文化，音乐史，

以及他的家庭背景，个性气质，人生经历等等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

这24首前奏曲其风格可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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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风格的继承

拉赫琢恁诺夫粒毒零飙猿自戆楚终都菠有浚交，毽一鬟浍羞绶罗袭

脊乐传统及啻乐史上的葜斯科乐派前进。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柴科夫新

旗、穆索尔新基、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音乐中，并具有肖郑的诗情画意

秘李薄特懿谶黧效果。漾簿瓣琵族憋精帮精湛豹演奏技巧奁德龛上楣溶穗

通。

对于拉赫玛尾诺夫来漤，缓罗鬏警乐文纯绩绪，已深深糖撮予链鹣心

中。诺夫哥罗德令人倦怠的钟声总是那样的亲切，伊万诺维卡总是芳草如

茵。连窗索都总是泛蓿绿意。在那凰他总是激情勃发，创作+丫他大半的作

菇。壹至毽淹密重门，逐依然瘿羞一羟霹蘧国酶券谖蕊薅惑。虽然健在滚

亡期间并没宵多少作品，但却从不背离俄罗斯传统。他在接见美国《音乐

纪事月刊》记者对曾经说过：“我在离开俄国后，失去了创作的愿望。我

失去了祖国，也失去7彝我。一个没有了音乐静校、传统和馥乡土壤鲍流

亡者，除了沉浸在同忆中以外，没有其他慰藉。”(¨】因此，襁他的24首钢

琴藏奏兹中，祖国主题耧艺零家远藏妓乡、生活弧寂熬主题交织在一起。

在他的作品中，敏锐的听众似乎总黼听见“俄罗斯一望无垠的远景”。

拉赫玛凰诺夫善于把民间舞蹈的节奏融人到创{乍之中，能从民闻音琢

中汲取养褥、寻我剖俸焚感，也可戳说是所有俄罗簸作益家普遍继承的传

统。拉赫玛尼诺夫是其中的佼佼者。在24首前爨曲中，就有好几首采用

了涎涟舞蹈鹣苇奏。力璐表现欢块、热懑鹬群众场殛《热终菇23之5，侮

晶32之3，作品32之7等)。

《g小调前奏趋》(作品23之5)集民阎舞蹈与饿罗斯酌歌唱旋律两

释风格为一体。在作品鹃开头，气势耢礴丽令人激动，与中段的抒情形成

对比。乐曲歼头(谱例19)正是采用了民间舞蹈的节奏，把密集的节奏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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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景跳音相结合，造成十分热烈的气氛到了中段(谱例20)又回到典型

懿羧赫玛懋诺夫式旋律，右手大帮弦奏滋抒l主俊美豹魏调，左手配戳馁速

流动的琶音，对此，里斯曼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它具有俄罗斯风景画的

无限魅力。”

谱镶19；

谱镤20：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中，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心理、俄罗斯

的生活、俄罗斯民歌的韵昧和钟声的情调，充满了俄罗新的赤子心肠和雄

浑力量。黍荚数旋律、潆邃的内濑又贯通予俄罗羝独特的音乐语言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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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宽广、气宇轩昂，处处映射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精神。1941年，在接

受《研究杂志》的采访时，拉赫玛尼诺夫明确的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我是一个俄罗斯作曲家，生长我的土地影响着我的性情和审美气质。我的

作品就是这种气质的产物，因而它是俄罗斯的音乐⋯⋯”。【“】

二、浪漫风格的创新

20世纪上半叶是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变的拓荒期，各种先锋实验手

法的作曲技法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譬如维也纳的勋伯格，匈牙利的巴托

克，法国的德彪西、拉威尔等，他们以全新的创作让人领略到现代音乐的

五彩斑斓。俄罗斯的斯特拉文斯基、斯克里亚宾等也走上了新的道路。而

拉赫玛尼诺夫却基本保持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艺术观，没有去追随新的

潮流。这也许是因为他出生于帝俄时代的没落地主家庭，坚持继承贵族文

化的幻梦所致。当时，西欧的音乐正朝着崭新的方向迈步，而俄国音乐才

觉醒不久，正饥渴的吸收西欧传来的各种文化风格。对俄国音乐家而言，

19世纪的浪漫风格其实是新颖的语言，当它与俄罗斯民族原有的热情融合

时，浪漫主义风格的发展更为淋漓尽致，自然就孕育出像拉赫玛尼诺夫这

样的作曲家。在这个主义迭出，流派纷呈的时代，拉赫玛尼诺夫曾一度被

人低毁为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遗老”。然而他的音乐并没有因此而退出

历史舞台，反而展开了一场浪漫主义音乐的复兴。他的作品凭借自身的魅

力越来越多地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认可和公众的喜爱。拉赫玛尼诺夫无疑是

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仅存的一位代表人物，没有他，很难想象20世纪的

音乐生活。这种现象也说明浪漫主义音乐仍有其适宜的土壤。

拉赫玛尼诺夫不是置身于进步的现代派音乐家中的自行其是的复古

者。他从不消极的遵循传统，他是作为大胆的革新者之一进入音乐史册的。

他的创作虽然实质上仍是浪漫主义的，却经受了20世纪气息的熏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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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拉赫玛尼诺夫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作品的许多片断即使把属于近现代

和声技法的部分去掉，也很难用传统和声理论来分析。这说明他的和声技

法属于“传统”与“近现代”之间的“探索阶段”。11 5．1

他的和声语言仍以功能性和声为基础，却在扩大和丰富和声色彩方面

使用了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手法。拉赫玛尼诺夫也同其他浪漫派音乐家一

样，致力于将和弦音与和弦外音结合在～起。他始终适应声部进行的经典

原则，同时又强调“破坏”这类原则能获得特殊效果。在创造音乐形象的

独特性方面，增加“异端”的音成为一种重要因素，这使其作品带有神秘

性、闪烁性。大量的和声外音的加入，使音响织体变得更加流光溢彩。

恰如拉赫玛尼诺夫自己所说：“在我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并无意要标新

立异，而是不知不觉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或具有浪漫主义音乐色彩，

或民族特色，或其他别的情趣⋯⋯”他的音乐就是那样的清新、质朴、浑

然天成。U61

三、悲剧风格的发扬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文中意为“山羊之歌”，本是希腊人

在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时，以独唱与合唱对答的形式，来歌唱狄奥尼索斯

在尘世间所受到的痛苦，以赞美他的再生。由他的死而引起的悲痛，被他

的复活而引起的欢乐和喜悦所取代，用来庆祝丰收。这便是悲剧的由来。

后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著名悲剧作品为这一戏剧类型进一步奠定了基

础。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悲剧理论的角度指出模仿的作用，以情节

的突转、发现、苦难为戏剧悲剧的依据，黑格尔提出悲剧冲突的理论，叔

本华、尼采的悲剧哲学强调生命的悲剧，从而，悲剧的含义更加广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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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对“悲剧”一词的理解来看，可以概括为三种含义：其一，指一

种描写悲剧故事的戏剧种类；其二，指一切能引起悲的感觉的事件：其三，

指一种美学范畴：主要反映一定的精神境界。审美意义上的悲剧范畴所注

重的不在于艺术作品是不是有特定的戏剧形式，而在于它作为一种艺术或

艺术作品，其中所反映的实质性的内容是否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有了

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无论是小说、诗歌、音乐，还是电影、绘画、雕

塑等形式，同样可以反映出悲剧性的美学意义。悲剧从一诞生起，就与音

乐结下不解之缘，音乐表达情感的直接性特点促成了悲剧快感的形成，因

此音乐有唤起形象的能力，而悲剧是音乐情感的形象体现，“音乐赋予悲剧

最高的恣肆汪洋精神和形而上意义，使观众在倾刻之间就能真切地感到通

过毁灭和否定所达到的最高快乐。”【171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正是具有这样的

悲剧性艺术风格。

拉赫玛尼诺夫在其幼年时期就具有悲悯的性格。他仁慈并常常关怀别

人，他最不能忍受别人流泪，甚至为了停止街边小孩的哭泣，而将自己口

袋的钱全部掏空。成年后的拉赫玛尼诺夫，由于生活的颠沛流离、命运的

安排以及频繁的战乱更使他找到了悲伤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在自己的作品

中尽情表述悲伤忧郁的情绪。拉赫玛尼诺夫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说过：

在伤感和快乐两种主题中，我更偏爱前者，光明、欢乐的色彩不是我所乐

见的。的确，不论从音乐技法的意义上，或从心理刻画的意义上来说，拉

赫玛尼诺夫音乐创作中悲剧性特征都是显著的。

首先，在音高上，拉赫玛尼诺夫旋律中的小二度音表现了痛苦的情感

性质。由于调性音的规定，在I—II级音之间的倾诉，表现出剧烈的痛苦、

悲叹和深切的忍从，较为狭窄的音区突出了悲痛的抑制性。如钢琴前奏曲

第一首开始的小二度下行音调变典型的体现出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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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1：

从这一点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的悲剧性就与贝多芬的截然不同，贝

多芬在《命运交响曲》中所表现的那个命运主题的音高构成呈现着更多的

跳进因素，因而在美学上表现出的是反抗命运的悲剧，用英雄性的斗争精

神走向崇高；而拉赫玛尼诺夫的旋律特征所表现的却是忍受命运的悲剧，

用无可奈何的忍从走向悲壮的境遇。其次，在音量方面，力度强弱并置的

特点使音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具有矛盾冲突的情感性质，大开大合、大

起大落、大近大远。再次，基于色彩性和声，变音体系，织体的层次性，

以小调为主、频繁的调插入及调性转换，加上远关系的转调，这一系列特

点都构成了悲剧性的内部性质：破坏简单，造成复杂；破坏和谐，造成紧

张局势。

文学中的悲剧强调的是由人物的悲剧性格导致的悲剧冲突，，但音乐反映

悲剧冲突没有文学那么容易。由于音乐的非概念性，所以不能直接描述人物

的性格冲突，但它却通过更直接地触动人的情感来唤起类似的感受。拉赫玛

尼诺夫在钢琴音乐中调动了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激起悲剧性的审美体验。他

在音区与力度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巨大对比，既造成强大的张力，又是

戏剧性的表现因素，引起音乐情绪的极度变化，仿佛不同性格的人物之间形

成的矛盾冲突；他用织体对比使类似的旋律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效果，这种对

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对比，具有矛盾的内在性，不仅反映了矛盾的不可调

和，也反映了这种冲突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在音乐发展中，突然转变音乐陈

述的材料，制造出犹如主人翁命运沉浮的偶然性条件；在不同体裁的众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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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他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了动机模进来制造全曲高潮，以达到最强烈的感

情顶峰，使悲剧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他一般多用变化的再现解决悬念，实现

具有象征意义的感情深化。需要强调的是，他所表现的戏剧性是非常深刻的。

不具有语义性的声音材料，使人产生深刻戏剧性的原因在于“深刻性”包含

着某种感性的特征，这种感性的特征不是来自戏剧性的内容，而是来自认知

活动过程所带来的感受～一紧张感、复杂感。而这种感觉与听觉的紧张感与

复杂感具有联觉对应关系。拉赫玛尼诺夫在用音的总量，不同高度的音的数

量，特别是不协和音程的数量及织体密度等等的运用上，都使音乐作品的音

响表现出复杂性。音乐是否“深刻”也就往往表现在以上因素所形成的复杂

性上。如《e小调前奏曲》(作品32之4)，低音首先使人产生了“深奥”、

“沉思”的联想，三连音的持续进行使人产生紧张感(谱例22)，随后用很

多的分解音型织体逐渐加强复杂感(谱例23)，他使用的分解和弦是低音深

沉，和弦外音极多的典型，也是造成“悲剧性”的主要原因。

谱例22

_ 譬 量

姜幻抽扇 辜零彳寻幂零零睾争争零琴
， ．如，．k^．{‘

谱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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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悲剧性不仅是引起同情与怜悯，更是最大限度地表现入的本质力

量与人类生存的真实景况之间的矛盾状态，激起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获得

心灵的净化，从而揭示有限的人生所具有的无限意义。席勒说，“生命不是

人生最高的价值。”这是悲剧给我们的最深的启示。生命的真正价值是实现

有意义的人生追求，是为美好的理想而与丑恶斗争。因此，“悲剧表现了超

越生命价值的真实性，悲剧不仅引起我们的快感，而且把我们提升到生命

力的更高水平”【181。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指出人的本能冲动、渴望和欲

求无终止的界限，生命意志由于本身的盲目性，成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冲

动，人要生存，必有欲求。欲求无止尽，人必然要陷入欲求永远不能实现

的痛苦之中。人生之悲惨，其根源在于求生意志表现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为

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永无止境而又徒劳无益的追求和斗争中。人生就是

悲剧，摆脱的方法就是死亡、放弃。

拉赫玛尼诺夫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浸透了悲伤和眼泪，痛苦的心和不

安的灵魂：泪盈满眶，由孤独走向死亡，丧钟的鸣响时刻回荡在耳际⋯⋯

因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总让人感受到一种笼罩在潜在悲剧性之中的辉煌

气势和巨大感染力。然而，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性也绝非是

灰心丧气的，没有一线希望的。正如评论所讲：“拉赫玛尼诺夫的优秀作品

坚定的、嚓亮的到处‘宣告’：白昼比黑夜更有力量，春比冬更有力量，生

比死更有力量。”【19】

诚然，人们在昕完拉赫玛尼诺夫那充满深刻悲剧性的音乐后，心情并不

感到消沉、颓丧，相反，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畅亮、兴奋、甚至肃穆、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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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随着音乐，似乎自己也缀历了一场一良灵深处的激荡，感到一摹申充实

的力量。这是否就怒吉希腊哲入所说的“卡塔西斯”一一舞华或净化昵?

披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不仅反映着个人的精神，更反映着人类丰土会的精

享枣，甄攥露生存悲瓣又超越生念意义，送入久生诗证羲攀靛凌嚣，体琵着

超越生命价值的真寅性。在心爱的震撼、精神的振奋以及对社会、对人生

的深沉恩索中，人的精神境界褥到净化与舞‘华，这便怒其音乐中深刻的悲

尉注内涵的艺术真滞。

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永远不乏扣人心弦的悲剧荧，当面对人生、

瑟黯生鑫酶薅簇，慧磁美与意凌茨一群，簸终走淘了超载霾霹戆滚浚凌赛，

追求理想的光明，实现生命的超越。在压抑的悲剧气氛中透着优美的意境，

这正楚搬赫玛尼诺夫的{乍品在奖学上实现的中理方美学精神的融合。这种

蘸舍蹩一定程度上精神追求的统一，不是蜜质相同，遮军申融台在音乐表现

手法上有着明显的民族特征和个性特征，怒客观的：在风格形成上又有其

深刻的文镬二营景衣滋史瑗实话为基礁，是囊爽戆。要是在理解拉赫避尼诺

夫的钢琴音乐中不能感受到这一点，就不熊把握住他所要表达的舆正思

想。

综上可知，控赫玛尼诺夫巢承了戳罗辩豹民族传绕，在浪漫主义风掺

的基础上改革创新，进一步发扬了音乐史贯有的悲剧性蕊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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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演奏诠释

一、运用及扩展想象力

我们己知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是表达很多具体的内容，因此应充分发

挥想象力，联系具体的画面，赋予乐曲特定的形象和性质。例如将作品23

之1的开始想象成窗外枯叶凋零的寒冬，23之2像汹涌澎湃的浪潮，作品

32之2似阿拉伯沙漠的驼群，32之3像热烈的集会的场面，有宏亮的钟

鸣。簇拥的人群，32之5像春雪融化，水珠在阳光下晶莹透亮，32之7

的开始像青烟缭绕等等。

1、对钟声的模仿

此为拉赫玛尼诺夫最喜爱的音响之一，因此亦成为他作品里最典型的

素材及创作灵感来源。除作为作品3之2的基本素材外，还常以不同形式

出现在某些片断，如作品23之l，作品32之2(55小节)，32之3(谱例

24)，32之4(多处)，32之6(60小节)，32之8(12。l 3，22—23小节)，

32之9(41．42小节，谱例25)，32之10(38—45小节)，32之12(24．35

小节)及32之1 3(主题动机，24．26小节)。

谱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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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5：

2、对铃声的模仿。

作鼎3之2(61．62小节)，作品23之4(53．74小节)，23之7(17—32

，j、节)，23之10(49。52小节)，孛#品32之l(17．20夺节)，32之4(62—66

小节)，32之5(22—28及39．40小节颤音部分，谱例26)，32之ll(51．60

小节)，32之12(45-48小节，谱例27)。

灌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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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7：

3、对水声的模仿。

如上面提到的作品23之2(谱例28)，作品32之5(谱例29)等。

拉赫玛尼诺夫运用快速流动的琶音音型来模仿水声，音乐的伴奏声部很有

描绘性特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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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9：

另外，拉赫玛尼诺夫对东方音乐素有爱好，作品32之2及32之7带

有阿拉伯音乐的韵味。这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因交通不发达，许多欧洲国家

习惯上把中东地区看作东方地区的缘故。

二、把握总体音强布局

1、由弱音量开始，逐步渐强，至全曲约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达到顶点，

之后逐渐回落以弱音量结束。这种布局是拉赫玛尼诺夫最喜爱及常用的布

局之一，也是在24首前奏曲中运用最多的布局，且多用于三部曲式。计

有作品23之1，23之3，23之4，3之6，23之9，23之10，作品32之

2，32之5，32之7，32之9，32之10，32之11，32之12共1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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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体部分与第一种类同，带有强音量的短小序奏，或结尾用Sr(突

强音量1终止，或两者皆有，是第1种的变异。例如作品32之2，作品32

之8。

3、用于三部曲式，中部的弱音量与前后的A部形成对比。例如作品

23之2，23之5，23之8及作品32之1 3。

4、由弱或中等音量开始，中间有一定变化，曲终为强音量顶点。如作

品23之7，作品32之6。

5、由强音量开始，曲终以渐弱结尾。如作品32之1、32之3及32之

4。

三、色彩及音色

1836年拉赫玛尼诺夫在一次采访中强调他感到作为一个演奏者同时

也应是一个创造者有多重要。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与别的作曲家相近的

作曲家，你能感触到他们的想象力，知道他们的问题和想法，你能赋予他

们的作品色彩。这是我的钢琴演奏中最重要的事。色彩，那么你能使音乐

活跃起来。没有色彩音乐就是死的。过去，伟大的演奏家绝大多数本身就

是作曲家。帕格尼尼，我们认为他是演奏大师中的王者，但他也是个作曲

家。李斯特，鲁宾斯坦，当代的帕德列夫斯基，克莱斯勒。哈!我知道你们

在想什么。不过没关系。他们是第一代还是第四代作曲家这没有区别。关

键是他们有创造性的头脑并能与同类型的头脑交流”。【20】

在另一次采访中，拉赫玛尼诺夫又强调：“在我脑中，创造性艺术家身

上有两种先天的关键的潜质，在同样程度的，仅是演奏家身上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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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想象力。我并非搬诠释艺术家没有想象力。但可以肯定地设

想佟麴家其有夏丰蜜鲍想象天斌，嚣为在翎遗前{龟必须蓄先在霉下蛋符蓠

强烈地想象到作品，并使具体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作品23之8(谱例

30)、32之8(谱例31)、32之12(谱例32>都是拉赫强尼诺夫在佟蓝蘸，

仿佛想象到童年家多的别墅葡酃条流水潺潺豹小河的潦象。这些依晶中，

拉赫玛屈诺夫多采用和弦分解琶音的音型米塑造流水的律动感。

谱例30：

港铡31：

谱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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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怒诺夫完藏豹彳乍晶是毽试鞠再创造酱舔孛静基本滋覆。兰一个

作曲家试图诠释自己作品的时候，他脑中的画面是最重要的。相反演奏别

人靛作品必须为缱自己想象一幄全耨的画匿。德戆诠释的生念力及成功缀

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奏者想象力的生动性及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高

度想象力的作曲家一演奏家似乎应该胜于纯演奏窳。

第二静，穗是篌终熬家与众不弱豹更重要静天赋，赣蹩辫音乐色彩缀

烈而精细的敏感。据说鲁宾斯坦的触键音色丰富多变、令人眩目，是其他

镪琴家没有的。听他的演奏，几乎可以想象他指挥整个乐队的手法，困必

德也是一个大作曲家，德拥有这稀强烈的色彩感。这种感觉渗透在弛的演

缂和创作中。我个人认为拥有这种色彩敏锐感是作曲家至高的特权。无沦

演奏艺零家多么杰出，我戆篷隶远纛法褥裂俸魏窳麴这耱天翳，郅感觉势

褥生整个音聚色彩范围的才能。”{21】

上文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向Repighi解释某烧<<音画练习曲>>盼创逡

灵感的画面泉源。Respighi后来确将部分<<音两练习益>>改编成管弦乐，

相信这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要羚，我们在演奏懿大多都注意突壅低音芨麓律声部，覆拉赫玛踅谬

夹的作品不但有丰富的对位及层次，凰充满浓郁厚重的色彩。因此要注意

相应增趣内声部的触键份最。这秽酱霞上的厚度诡是使拉赫玛尾诺夫的依

晶与众不同的特点之～。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四、高点

大多数的作品在音乐进行上都有一个或多个高潮。在拉赫玛尼诺夫的

音乐审美中，称为“终圾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点。就意味整个演绎失

败，他是这样解释的：“⋯⋯对我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有终极点的

结构。你必须算出音的总量，在这种间隔及分级上定出音的深度和力度从

而定出这个高点。一个音乐家必须以最自然的，事实上是最艺术的方法达

到。这个点应该像赛跑冲剌端线坠落，或风刮破玻璃那样闪亮出来。具体

到作品，这个终极点可以在结尾或中间，可以强或弱，但演奏者必须知道

如何通过精确的计算达到这个点。要绝对精确，甲为假如错过这个点，整

个结构就会变得松散，曲子变得脱节，不连贯，零碎，并且不能把应该传

达的传达给听众⋯⋯”[221

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一审美理念，不只是对于演奏而言，实际上是一种

艺术审美，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定也影响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我们不难

发现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确实有一个最突出的高点，且音量表情等记号清

晰明确。

如作品23之5的39．40小节，便是作品的最高点，即最高潮部分。这

里，拉赫玛尼诺夫运用一系列八度和弦持续音的旋律层，从pp的音量逐

渐坚强，直到cresc．和mf的两小节处最终达到乐曲的最高点。

谱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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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4首前奏曲，每一首其实都有各自的最高点。它们使每首作品

鲍总体结构更加紧凑、并达到使人印入脑海的闪光点。

因此，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应严格地按照作者的标记演奏，准确

传达作者的意图。

五、具体难点

1、僳持长乐旬的气息与线条连贯不断

钢琴满击弦乐器，无法持续发膏。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又以宽广悠

长的气息瓣称，因此熙增加了保持气息连贯的难度。具有此类难度的肖作

品23之l、23之2、23之5、23之7、23之10，终瑟32之4、32之7、

32之10及32之13。尤其是当长线条与另一对位或伴奏声部由一只手弹

奏的时侯，难度更大。例如作品23之2(中段左手部分)，23之4(第2部分

右手)，23之5(孛段第2部分)，23之7(第l及第3部分右手)，23之lo(结

尾部分右币)，作品32之3(32．35小节)，32之7(尾声右手部分)，32之9(1 5-23

小节)，32之lO(中段)，32之13(褥现部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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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各声部主次分明，层次立体

为了有效的突出旋律及对位的长线条，就要保持各声部之间有明显的

音量及音色的区别。从体裁上区分，这套前奏曲属独立前奏曲。但拉赫玛

尼诺夫却以丰富的对位写作，使当中大部分的前奏曲具有复调性质。因此

可采用练习复调作品的方法，分清主次。

3、控制伴奏及次要声部的音量及音色

由于对位声部与伴奏声部由一只手弹奏的段落较多，因此首先要精确

地控制伴奏声部的音量及音色，才能清晰地突出旋律及对位声部。例如作

品23之l(左手)，23之2(9段左手及右手)，23之5(中部第二段)，23之7，

23之10(再现部)，作品32之1，32之2，32之3(32—35小节左手)，32之

4(53—73小节)，32之5、32之6、32之7、32之9、32之10、32之12及

之32之13(9部及再现部1。由此看出，以上所述三种技术要求，大部分

的前奏曲都同时具有其中两种以上。

除了以上三个重要的技术要求外，基本的技术标准更不可忽视，例如

快速跑旬应颗粒清晰有光泽，快速的八度及和弦的跑动和跳跃，及大跨度

的分解音程和滚奏和弦要触键准确干净，柔和的走句和跑句音色统一，间

隔均匀等等。

六、个人建议

(一)版本的建议

由于拉赫玛尼诺夫本身是非凡的演奏大师，对自己作品的记谱要求非

常仔细精确，这24首前奏曲首版由莫斯科Gutheil出版社发行。拉赫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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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在到德国演出后，德国Breitkopf公司亦出版过。Boosey&Hawkes公

霹运零夯有窭簸。这三令叛本是稷据终蠢手稿校订麓，困筵爨露投藏往。

1973年是拉赫玛尼诺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美国发钢琴家Ruth Laredo

蓠次灌录了拉赫懑遐诺夫兹联窍钢琴捧黯。经磅究，媲发瑷菜些敝本经过

编者的夸张及改动，这些版本多处出现谶续四个以上的f或P，除了作品

32之2(4个f)，及作品3之2，作品23之3，23之5，作品32之5、32

之ll、32之13这届善遗臻3个P努，蔑骞连续4令疆土f或P鹃聱是缡

者所加。Ruth Laredo亦根据原作校订出版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都钢琴作

品。

瑟注意的是Boosey&Hawkes版有些艇体的音记谱有不同。由于拉赫玛

尼诺夫曾修改自己的作品，而且前因条件有限，暂时光法比较所谢的版本，

霞魏不麓援羹差辩瓣整登。建议尽量选掰疆土提虱戆霆令鞭本。翔无法褥

到遮四个版本，可选根据这聃个版本出版的乐谱。

(二)难度分缀与分类

从音乐与技术成分上可分四类：

1、音乐表达与技术难度都相对较低。例如作品23之3，作品32之1、

32之11。程瘦较浅，或剐接触拉赫玛飕诺夫作品的学生，适合先浏览这

一繁的曲子。它们层次不多，辩位篱翠。技术难度较低，因诧学生容易初

步认识作者的风格特点。

2、誊篆成分占较夫懿魄熏，按拳难度穗对较繇。翔终晶23之4、23之

lO，作品32之7、32之9、32之10。程度及技术能力与同龄人相当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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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力较强的学生，或需要进一步了解作者风格的人，可尝试这类的作品。

技术难度虽有所增加，但学生不需在这方面花过多的时间即可进一步掌握

作者典型的创作风格。这一类作品的难点是对位声部较多，层次丰富，要

求精确的音色及音量控制，但曲子本身的速度不高，因此学生容易做到要

求。

3、技术成分占较大的比重，音乐表达的难度相对容易些。如作品23之

7，23之8，23之9。作品32之3，32之5，32之6，32之8。这类的曲

子包含不同的技术种类，学生可通过练习这类曲子锻练手指的独立性、控

制触键的精确度，跑动的速度，力度及耐力，弹奏和弦的力度、厚度，声

部及音色控制等。其中作品23之9，作品32之3，32之5是很好的选择。

4、音乐与技术难度都较大。例如作品3之2，作品23之1、23之2、

23之5、23之6，作品32之2、32之4、32之12及32之13。理解力强，

基本功扎实的学生适合第四类的曲子。它们集中了作者典型的创作手法，

鲜明的风格特点及较丰富的技术类别。学生可更牢固地理解与掌握作品风

格，同时扩展技术范围。经过分类，就可较明确地制订出适宜的学习计划。

当然，每个学生技术基础，生理机能，理解力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

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曲目的选择与搭配

由于这24首前奏曲内容丰富，因此除可整套连续演奏外，用其中的一

两首或若干首与别的曲目搭配也是很好的方法。但单从这套曲目讲，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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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议

l、前后两首采用同名大小调的前奏曲大都具有相互对比的音乐性质及内

容，可放在一起连续弹奏。

2、采用同一个音作为前一首的结束音和后一首的起始音的前奏曲也f适

合放在一起连续弹奏，但两首之间应避免过长的间隔，甚至手可不放下来，

直接开始下一首，以符合内在的连续性。

3、有些优美抒情的曲子，如作品23之4、23之6、23之10，作品32之

5、32之7等，以及对比强烈，起伏较大，具有炫技性质的前奏曲，如作

品23之2、23之5、23之9，作品32之lO，32之12等不但很适合与其

它的曲目搭配，如果演奏得精彩的话，也是很好的返场曲目。．

其余的曲子，若与其它作品搭配得当，也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可根据

具体曲目选择。



山东师范大学碗士学位论文

结论

盘于终熬3之2鹣甄大藏功，霞遮营嚣奏夔袋了整蕊玛怒诺夫静标志。

每次他的独溱会和返场届如不弹奏遮酋前奏曲，听众不肯散去。以至于拉

赫玛尼诺夫黼演作品23和32后，昕到人们的反应认为无论如何都无法

予箨蒹3之2褪毙瑟惑裂镶失望。霹激理簿，挝黪玛趸滚交愆这24蓥{l誊

蠹曲是寄予脬望的。现在看来，这套前奏曲的丰富内容反映了他钢琴写作

的各个方面，是他整个创作风格的缩影。拉赫玛尼诺夫扩展了前奏曲的规

禳及表褒力，溺薅把狻立蓦奏蘧这耱镩裁戆发震捺至l了鼗熬麓波。这套蕤

凑曲不但是了解拉赫玛膈诺夫创作的最佳途径之一，而且是优秀的钢琴文

献及教材。搬赫玛尼诺夫曾被革新派和先锋派讽刺为保守的象征，自恋囱

衮叁羚匏典黧，矮霾不鼗瓣老耪等等。谴戆终鑫纛磐瑶瑟受戮褊觅，冷爨

旗至蔑视。撒赫玛尼诺夫啻乐中的忧郁，伤感被巢些人认为是颓丧消沉的

波现。但这恰恰是拉赫玛尼诺夫作晶中最吸引人，最感染人的魅力之一。

经过簿蔫瓣考验，人稍黧瑟发瑰及认谈蜀德貔徐穰，挖援赉诲多毽菇蘸援

忽略的作品。事实证明除钢琴作品外，拉赫玛尼诺夫在其它体裁及题材的

创作上都有绝佳的手笔。他的贡献是在结合传统趵基础上，使配器，和声

色彩，织落，漂次，钢琴技巧等方霹达到蓑瑟未鸯豹丰．塞稷浚，籍渡浸烹

义风格及调性音乐的发展推到最后的顶峰。从这一意义看，拉赫玛尼诺夫

鼹最成功的改革者。拉赫玛尼诺夫为音乐文献之库增添了绚丽夺目的瑰

塞，氇靛俘菇俸瑗了音承表达久类爽擎{骞感熬簸燕艺术宗舞。谴将终为浚

漫主义的代液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

拉赫玛照滏夫豹这一餐兹奏盐不驭有缀离的蕊术价值，测时颇具教学

意义。但由予对萁音乐撼搓的不易，糙多昭愚考秘研究还尚待进行。行文

黛此，仿佛研究才刚刚汗始，总觉很多问题还不够深入，存在的问题和有

绛进一步研炎戆方嚣还很多，笔者仅以恐为契枫，癌迪大生赫靛学习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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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如在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中吴晓云发表了题为《拉赫玛尼诺夫“#

c小调前奏曲”结构特色剖析》，文章主要分析了“#C小调前奏曲”的结构特

色，总结了不平衡乐句组合在此曲中的特殊用法；在《钢琴艺术》1999年第2

期中姜文子发表了题为《拉赫玛尼诺夫与他的升C小调钢琴前奏曲》的文章，

此文简要地分析了这一首前奏曲的和声构思和音乐风格。在《钢琴艺术研究

(下)》中林育发表了文章题为《简析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钢琴钢琴前奏曲》，

这篇文章逐一对二十四首前奏曲的结构、主题旋律及和声特征作了简要分析。

[2]张本秀：《论俄罗斯音乐的悲枪风格》，载于《怀化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3]拉赫玛尼诺夫曾经回忆道：“在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一诺夫哥德罗、基辅、莫斯科

等地，经常回响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教堂钟声．它伴随着每一个俄罗斯人从童年到

风烛残年，没有哪一位作曲家能避开它的影响⋯⋯在我一生中，钟声常在不同

的心境、情绪下产生相应的感性知觉，或欢快、或凄惨。追忆童年时代，时常

伴随我的是有四种音调的诺夫哥德罗的圣苏菲德教堂大钟，祖母曾经常带我在

教堂节日期间聆听钟声⋯⋯我曾想成功地将钟声隐含着人类的情感揉进我的作

品．我大部分的生活在莫斯科钟声的振动之中的生涯里，它大半得以被交付其

中⋯⋯”复艳洲著，《我爱上了我音乐中的优伤一拉赫玛尼诺夫和他的音乐》P186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苏科院历史所列林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P512，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

年版。

[5]于润洋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P330，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尼采的悲剧精神对世纪末的影响都极其深远，拉赫

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就不时笼罩着悲剧性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浪漫主义后期风

格演变的特点，同时俄罗斯特定的文化精神也不能忽略。

[7]弗兰克著；徐风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

版。

[8]同上书，P127。

[9]如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是受席勒诗歌的影响产生，肖邦的《叙

事曲》源自民间舞蹈歇曲，李斯特的标题音乐创作绝大多数来自文学题材，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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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文字说明等。

[10]拉赫玛尼诺夫早期曾与夏里亚宾一起拜访过托尔斯泰，当他在托尔斯泰面前弹

完曲子后，托尔斯泰问了一个对于音乐家来说没有比此更尖锐的问题：“告诉

我，有谁会听这种音乐?”可见艺术与人民的距离是这位作家的禁忌。见【英】

罗伯特沃克著、何贵凤译：《拉赫玛尼诺夫》P7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如著名画家列宾以人的面容、心灵、生活中的遭遇、自然界的生命为素材，是

俄国斯画派中集大成者：苏里科夫的历史画形象谜人，栩栩如生，充满深刻的

戏剧性：希什金的风景画反映着俄国中北部森林，揭示祖国自然的富饶，广阔

与雄伟，具有史诗性：瓦西里耶夫的风景画流露出情真意切的感受，具有抒情

性：还有海景派画家艾瓦佐夫斯基专画海景，在于大自然的灵犀相通中讴歌俄

罗斯和人类心灵的深邃，等等。

[12]Barrie Martyn：《Rachmaninoff：Composer，PianiSt，Conductor)P32，England：

SCOlar PreSS，1990。

[13]夏衍洲著：《我爱上了我音乐中的忧伤一拉赫玛尼诺夫和他的音乐》，陕西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

[14]尹子著：《情系根国大地的人一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拉赫玛尼诺夫生

平及作品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15]Patrick Piggott著；王次绍译，《拉赫玛尼诺夫管弦乐》，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16]尹子著：《情系根国大地的人一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拉赫玛尼诺夫生

平及作品介绍》。

[17]邹建林：《从酒神精神到强力意志一尼采美学思想评述》，载于《中国音乐学》

1998年第4期。

[18]焦尚志：《试论悲剧性》，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l期。

[19]尹子著：《情系根国大地的人一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拉赫玛尼诺夫生

平及作品介绍》。

[20]Barrie Martyn：《Rachmanineff：Composer，Piani st，Conductor》，P400。

[21]同上，P400—401。

[22]同上，P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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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匈]约瑟夫·逝特著：刁少华、姜跃斌译，《钢琴演奏技巧》，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年版。



山衣师范大学顸士学位论文

隧 录

攻读硕士学位赣闼发表酶学术论文哥录：

1、《第二届中篱上海甏际青年钢琴魄赛福戆》，发表予《齐鲁艺魏》2004

年第2期，66-57页，第一作嚣。

2、《试论拉赫玛霪诺夫音乐串豹悲潮经艺拳风格》，发表予《赛餐艺莛》

2005第4期，62—63页，第一作者。



山求师啦大学硕士学能论文

致 谢

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划上～个句号。在此之际，我思绪万千，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我煮拳被保送研究生继续攻读硕士学毽，嵩不开导j|i{i爨铰铜

教授目笈一目、年簸一年的关心和教育。释师治学严谨，品德高尚，在我

学习期间不仅传授了做学问的原则，还传授了做人的准则。这些都将使我

终生受藏。我愿借戴飒会向导j|器表示衷心戆感游!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一同努力营造的开放、

宽松的教学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治学风气。这里谨向所有谯各个方面默默地

关心帮炎符遘我魏掰骞领导、老耀餐表示爽擎豹滚意。

还袋借此机会隳谢我的师妹武宁同学，在我收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所

绘予的獗熬的援助秘支持。

在即将毕业离校之际，还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在我近二十年

的求学嫩涯中，他们始终用无私的爱默默关怀和支持蓿我。

蘑饕：年，寄浚乐遣畜艰睾，有浚获雹宥失落，我会把这些俸必鑫己

的宝贵财富珍藏起来。路漫漫其修远兮，静将上下而求索。我愿在朱来的

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以更加丰厚的成果来镣谢曾经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

静所有镞导、老筛、同学、释麓发l

艾峰

2006年3月26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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