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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选择了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舒曼的钢琴作品《交响练习曲》

作品13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舒曼的音乐思想、创作背景、风格特征等

方面的内容。对《交响练习曲》作品13从和声、节奏以及曲式结构上

进行具体分析，并期望通过本人的实际演奏来探讨诠释这首钢琴作品

的技巧、练习方法及艺术价值，通过此作品的分析诠释使我们对舒曼

的钢琴创作风格，对他的浪漫主义的音乐语汇、思想感情有更深一层

的了解。

关键词

舒曼 交响练习曲 音乐风格 乐曲分析 诠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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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钢琴可以说是舒曼(Robert schumann，18lo—1856)最钟爱的乐器。在他的

作曲生涯前十年问除了些钢琴盐外别无其他作品，并且舒曼也无疑是作曲家当中

最独特也是最具有影响的一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下了大量

的作品，更因为他的这些作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生活和经历的年代，反映

他不同寻常的人生旅程，不同寻常的双重性格，以及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在音乐

创作上的表现。舒曼的作品大都含有文学的素养与灵感，他的大多数作品是受到

适宜的启示创作而成的，令人联想起他优异的文学造诣。自1 83 L年开始他经常

以弗洛斯坦(F10restan)和欧塞必斯(Eusebius)：为笔名，作为他内心世界的

代言人，他们在舒曼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中展现两种不同的思想与个性，这两种内

在强烈对比的性格，使得舒曼的音乐时常奔腾在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冲突中，

深亥日地呈现了人性中的热情与痛苦，由于他的双重性格，这也就是舒曼内心世界

的纯粹表露。舒曼的钢琴作品在曲式上所表现的独特性是音乐形象鲜明、层次丰

富、技巧复杂、音乐诗化，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含义。

舒曼的钢琴作品主要分为三种曲式：(一)奏呜曲共六首(S0natafo咖)、(二)

变奏曲共五首(variation fornl)、(三)组曲共十八首(cycle of sjn剖e pieces)。然

而最能显示出他能力与才华的通常是那些短小而精炼的作品，主题一般不超过四

小节。代表作包含《大卫同盟舞曲》、《狂欢节》、《幻想曲集》、《阿贝格变奏曲》、

《克拉拉主题即兴曲》、《交响练习曲》等。

浪漫时期早期有许多作曲家致力于创作变奏曲，舒曼受此风潮影响，也尝试

以变奏曲写作。他所创作的变奏曲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特性小品性质的变奏

曲，如《蝴蝶op 2》；第二种为练习曲式的变奏曲，舒曼曾经以此种形式写了

五首变奏曲；，本文所要探讨的曲目《交响练习曲》，即是具有练习曲的难度、管

弦乐音色的特性、以及变奏曲曲式的作品。

笔者将从三大部分来探讨此作品：一、舒曼创作的思想及其特征，二、乐曲

概说：从创作背景、出版不同版本使用，以及变奏曲式发展趋势与演奏会型练习

曲相结合。三、交响练习曲的乐曲分析及探讨：从和声、节奏以及曲式结构作分

析。分析各个练习曲中需要的技巧、练习方法以及主题与变奏问的诠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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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舒曼的音乐创作思想及创作特征

l、舒曼的生平

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er sehumann)于18lo年6月8

日出生于萨克森(saxony)的兹维考(zwickau)，父亲奥古斯特·舒曼(August

schumann，1773一1826)是一个出版商与书商。舒曼受到父亲的影响，在接受一般

的学校教育之余，利用许多时间大量阅读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这为他奠定了丰

富的文学底蕴。并于七岁开始受教于约翰·贾菲德·昆其(Johann Gottfried

Kuntzsch，1775一1855)学习钢琴。很快的舒曼的演奏技艺就有了很大的进展，并

凭借着在音乐上的天分开始创作一些简单乐曲。显示出他的创作潜力。，所以不论

在音乐或是文学上，舒曼都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培养与发展，这对他往后在音乐的

创作与音乐的评论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父亲奥古斯特·舒曼觉察到了舒

曼在音乐上的天分，因此尝试将舒曼送到德勒斯登(Dresden)，跟随韦伯(Karl

Maria von weber，1786一1826)学习音乐。不料这一年，1826年舒曼经历了人生中

面对死亡恐吓的打击。他唯一的姐姐爱密莉(Emilie)因病困扰而自杀，他的父

亲因精神错乱逝世，而韦伯也与世长辞。～连串的打击使得这一计划就此搁浅。

1828年4月，舒曼终于接受了母亲的要求进入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法

律系学习法律，以求日后能有一个好前途。然而对于舒曼而言，法律系的课程无

法引起他的兴趣，反而把所有的时间花费在文学作品的学习，以及钢琴演奏的学

习以及基础的乐曲写作上。于是，在1828年8月，舒曼找到了莱比锡的菲德利希憾

克(Friedrich wieck，1785一1873)又开始学习钢琴。

1829年，舒曼请求他的母亲同意他转学到海德堡(Heidelerg)大学一年，

表面上是海德堡的法律学习环境更胜于莱比锡，实际上他是要与一个老朋友基斯

伯特罗森(Gisbert Rosen，1809一1875)在一起。在海德堡的一年里，经常性的社

交生活，使得这个不受拘束的艺术家获得了相当大的快乐。一年后，舒曼回到莱

比锡，继续跟从威克学习钢琴。1832年，在音乐与法律之间他选择了音乐上，找

到了他生命的目标。然而可能操之过急了，也可能为寻求在钢琴上技巧的突破，

不当的练习，使得舒曼的右手的手指受伤，而因为这个伤害，使得他从此无法走

上钢琴演奏的道路，而把音乐的重心转移到作曲上。

早在舒曼跟威克学习钢琴演奏开始，舒曼似乎就成了威克家的常客。因此，

舒曼也得以见到克拉拉·威克(clara wieck，18lg一1896)的演奏。克拉拉·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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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费得利希·威克的女儿。对于这个宛若天才钢琴儿童的女儿，威克是百般呵护，

并致力于将克拉拉推上钢琴演奏家之列。而当时舒曼已经与埃内斯蒂娜·冯·弗

里肯(Ernestine von Fricken，1817一?)定有婚约，在共同的音乐情趣中与克拉

拉有了感情上的进展，甚至使舒曼放弃了与弗里肯的婚约，而向威克提出希望与

克拉拉相好的请求。此事遭到了威克严厉回绝，两人闹上法庭，对簿公堂。使他

陷入绝望，这个阶段他发奋创作了许多作品，包括《献给克拉拉，第一钢琴奏鸣

曲(1836)》i《大卫同盟舞曲》(Davids undlertanze，1837)、《克莱斯勒魂》

(1(reisleriana，1838)，以及《幻想曲》(Fantasia，1839)。这些全是为克拉拉而

创作的。1840年法院做出对舒曼与克拉拉有利的裁决，于1840年9月12日在莱

比锡举行婚礼，结束了这一四年的感情抗争。

此时受到爱情喜悦的舒曼，在创作上更加有所突破。这一年他不再写器乐曲，

而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歌曲的创作上。他写了一百四十多首歌曲。包括歌曲集《女

人的爱与生活》(Fraueliebe。und Leben’op42)、歌曲集《诗人之恋》

(Dichterliebe，op48)、《天人花歌曲集》(Myrten)等。同时1845年又创作了《a

小调钢琴协奏曲》，表达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赞美。另外也创作了《春天交响

曲》来表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象征着年轻人的爱情。并于1850年受邀担任杜塞道

夫的《城市音乐》指挥的工作。1854年，舒曼的病痛，幻觉与痛苦的征兆强烈的

侵蚀着他。他曾经多次跳入莱茵河自杀，虽然获救，但也证明他已经病入膏肓。

1854年舒曼被送进波恩附近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休养，医生甚至禁止克拉拉与他

见面，直到两年后他们才有机会见面。1856年7月29日，舒曼病逝，为他一生短

暂的创作生命划下句号。

2、舒曼的音乐思想

舒曼是那个时代第一位彻底的音乐反叛者。他即继承了古典的音乐思想又打

破那些碍手碍脚的种种限制。他自身的天才与这种打破成规的方式相结合，产生

了他音乐中抒情的美，种种不同的氛围以及广泛多样的情感。这就是后来的浪漫

主义理论。同时他以种种的评论文章抨击当时那些音乐上只求技巧和形式的风气，

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一直贯穿着一种思想：音乐是情感的表现。他认为音乐绝对不

是提供给人娱乐的，他认为应该是一种更为高尚的东西。除了情感的传递外，更

重要的是其中思想性。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为了扫除当时音乐上只求技巧炫耀而忽略思想启发的弊病，并寻求新思潮与

自我主张的实现，舒曼与其身边的一些朋友组成了“大卫同盟”(D avidsb咖d)，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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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腊神话中，大卫挽救人们于火焰中的精神一样，希望在音乐方面有所作为。

在此之前，舒曼以一本名为《大卫同盟》·的著作，同时采用两个笔名弗洛斯坦和

欧赛必斯来寻求对立，进行争论，得出自己音乐思想的结论，即音乐性的问题。

1834年4月3日由舒曼担任编辑工作的《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m mr

Musik)诞生了。此杂志是“大卫同盟”的喉舌，刊物中对于当时音乐界水平的低

落，以及思想上的偏颇，提出了相当犀利的批评与讨论。舒曼认为：“如果评论家

不敢攻击那些恶劣的作品，则他对好的作品的恭维也不会是出自内心的。”这样中

肯且具建设性的评论，不但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对于当时糜烂的音乐现实也有

提升的作用。因此，直到现在此音乐杂志仍为德国最具权威的音乐刊物。

舒曼身为一个尽职的音乐评论家，从他的笔尖，流淌出他对优秀音乐的赞美。

因此，对于有才华的音乐家说出他心中的赞叹、支持、宣扬。而肖邦、勃拉姆斯

皆是在他的推荐下成长和发展的。另外，他还对几乎被遗忘百年的巴赫

(Johann Sebastian．Bach，1685，1750)得以为世人重新重视。从舒曼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发现舒曼的意图在古典的形式中，嵌入浪漫主义精神，这却被“新德意志学

派”的音乐家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不完整的形式、不完全的结构加上不谐和的和

声，认为他的作品给人太过主观和敏感

3、舒曼的创作特征

舒曼是一位直接继承贝多芬(Ludwing van Beethoven)而且比门德尔松(FeliX

Mendelhssollll)更属于“嫡亲直系”的艺术家，不仅继承了贝多芬深刻的认真精神，

创作方式也如贝多芬一般，以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古典形式。影响舒曼音乐风格的

重要人士还有巴赫、舒伯特、肖邦、帕格尼尼(Nic010 PagaIliIli)、韦伯(Carl Maria

vonweber)、胡迈尔(JohannNepomukHummel)和克拉拉。舒曼有时会借用他们

的音乐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也曾将自己的作品题献给他们。虽然他的作品保有古

典形式，但他并非根据形式来创作，相反的，他是匕工当时灵感涌出的乐思为主要

根据，寻求合适的曲式、素材，以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采用这些曲式的目

的只是为了将他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与天马行空的幻想匡制住，并给于一个合适

的宣泄方向。因此，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使舒曼的音乐犹如一颗璀璨的宝石，在

音乐史上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舒曼一生的主要创作领域是钢琴和声乐作品。这里主要论述他的钢琴作品，

大致分为三种曲式：

奏鸣曲(sonatafom)此类钢琴作品计有下列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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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4年《托卡塔》作品7；

2)1835年《第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l第一乐章；

3)1836年《幻想曲》作品17第一乐章；

4)1836年《第三首钢琴奏鸡曲》作品14第一乐章；

5)1838年《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第一乐章；

6)1839年《维也纳狂欢节》作品26第五乐章，终曲。

变奏曲(v撕ationf0册)此类作品有如下五首：

1)1830年《阿贝格变奏曲》作品l：

2)1833年《克拉拉主题即兴曲》作品5：

3)1834年《交响练习曲》作品1，：

4) 1836年《第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4第三乐章；

5)1853年《三首为青年的钢琴奏呜曲》作品118之一第二乐章。

组曲(zyl【Ius von einzeJstucken)此类钢琴作品有如下十八套：

1)1829年《蝴蝶》作品2；

2) 1832年《间奏曲》作品：4；

3)1835年《狂欢节》作品9；

4)1837年《大卫同盟舞曲》作品6；

5)1837年《幻想曲集》作品12；

6)1838年《儿时情景》作品15；

7)1838年《克莱斯勒亚那》作品16；

8)1838年《叙事曲集》作品21；

9) 1839年《阿拉贝斯克》作品18；

10)1839年《花曲》作品19；

11)1839年《幽默曲》作品20；

12)1839年《夜曲》作品23；

13)1嚣39年《钢琴曲》作品32；

14)1840年《罗曼斯》作品’28；

15)1845年《为踏板平型钢琴而写的练习曲》作品56；

16)1845年《为踏板平型钢琴的技巧》作品58：

17)1848年《少年曲集》作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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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49年(森林情景)作品82。

a、舒曼钢琴作品的旋律特征

在于其深具个性化的诗意表现。舒曼的主要钢琴作品在多完成于一八三九年

之前，也就是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的舒曼习惯于在钢琴上倾诉自己的

情感。一篇篇的钢琴作品，其实就是他一篇篇的生活日记。作品中所涌现旋律，

歌唱性很强。而在诗学的影响下，其作品的旋律，也往往离不开方正的二小节、

四小节、八小节的乐旬组成。这使得他的旋律显示出极为热情内敛而不虚华外烁

的线条。它在钢琴的中间音域以平和的音程进行，所表达的无限内涵，必须像‘朗

诵诗’一般地反复寻味，才能得到深切的同情共感。如很少使用装饰音； 常以对

位手法卡农或复调手法处理旋律。这是舒曼孜孜钻研巴赫作品所获得的理念； 常

以模进手法处理旋律。进而达到转调、简化或扩展的目的。

b、舒曼钢琴作品节奏特征。

‘节奏’是舒曼钢琴音乐中，重要而有力的表达手法。经由节奏和拍子之间

奥妙而多样的变化，产生了‘舒曼风节奏’所特有的飘逸性，这种飘逸性的不安

定内涵，大多来自切分音的大量使用，当节奏重音和拍子重音无法同时落下时，

节奏韵律就失去了惯有的重量感，因而呈现出强烈的不安定个性。这种节奏或多

或少呈显了舒曼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潜藏于灵魂深处的自我挣扎。

c、舒曼钢琴作品和声特征

舒曼的和声理念主要承袭自贝多芬和舒伯特，由于舒曼自身幻想的主观性格，

以及浪漫主义追求无限美的思想，更驱使他极力寻求多样化而富于特性的和声效

果。如避免使用原位主和弦：经常使用转位和弦。以造成音乐的飘浮性： 经常使

用和声外音；运用‘持续低音’(o唱elpunh)。以造成和声的混淆，使音乐产生不

协和的色彩。

d、舒曼钢琴作品个人化特征

舒曼个人化的特征表现在他常将一些字母化为他音乐作品中的动机，这些字

母大多来自他自己或周围的人物的姓名，例如：阿贝格变奏曲(Abegg

Variation，op 1)中的主题(A．bB—E—G—G)是来自一个女孩梅塔啊贝格(MetaAbe器)；

还有《狂欢节》这首曲子的副标题为“根据四个音符做成的情景”，这四个音符为

A-Eb(=Es)．c出，它们是由这四个字母A、S、 Es、 C、H转化而来，代表了舒

曼的爱人艾娜丝蒂娜(Emestine)的家乡‘亚许’(Asch)，以及舒曼自己的姓氏。

假如观众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那么这个音乐可能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了。

总之，如果对舒曼的个性、思想不深入探索，就不容易了解他的作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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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有人认为他的音乐批评他的音乐听起来怪异颓废，舒曼的音乐风格在当时

也颇受争议，但也是他所特有的l直到舒曼辞世很久之后，世人才肯定他作曲家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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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响练习曲》op．13的乐曲概说

1、创作背景

舒曼生活在十九世纪，因此充分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时代脉搏。主张提高音乐艺

术的思想性，批判当时德国社会生活和音乐艺术中庸俗腐朽的现象，同时认为音

乐必须反映生活，且只有来自生活的艺术才是有内容的有感染力的。

舒曼深受帕格尼尼音乐的震撼，帕格尼尼以卓越高超的小提琴技艺、以及独

特的作曲手法席卷欧洲，舒曼将帕格尼尼24首奇想曲中选出六首，改编成钢琴作

品《帕格尼尼随想曲主题练习曲，作品第三号》，显现出对写作练习曲充满了极大

兴趣，但此期的舒曼在写作上较偏重于技巧的表现，在老师威克的引荐下，舒曼

与莱比锡剧院的指挥多恩学习作曲，对巴赫复调音乐的写作技巧进行了深入地研

究，再往后的作品中便出现对位手法的卡农或赋格的旋律，这样的技巧也运用在

《交响练习曲》中。

此乐曲的创作主题源自他的初恋情人奈斯汀弗里肯的父亲，弗里肯男爵是业

余长笛家。他在1834年写了一首长笛变奏曲送给舒曼，并征求舒曼的意见，舒曼

不但把作品仔细研究发表评论以外，还以男爵的主题写一首自己的变奏曲。1834

年11月舒曼给男爵的信中，道出他对主题处理的看法：

“主题．必然是始终令人了解的．但我认为，这时可以戴上各

种颜色的眼镜采观察。就好像透过多色的玻璃窗看到黄昏的景色，或

灿烂的朝阳。色彩是不停的改变⋯。我以您的主题写作变奏曲．想命

名为《悲怆》。但基于以上的观点．即使有些悲恰的地方，我还是想尝

试以各种不同的色彩展现。”s

1834年底，在第二次给弗里肯男爵的信中，又写到：

“变秦上我并不想使它成为即簧的沉思性，我希望它能呈现

交响曲的气息．同时又具备高超的技巧性”s

舒曼将曲子题名为《交响练习曲》，其中‘交响’意思为利用钢琴作出管弦

乐音色的效果，在每一个变奏用炫技的装饰手法，饱满的和声创造出犹如管弦乐

般的风格。此手法在当时的钢琴写作而言是十分难得的。

2、变奏曲与音乐会练习曲’

十七世纪初出现的变奏曲即是以固定低音为基础，此种变奏曲建筑在一个以

同样曲调不断重复的低音声部上，最初用于帕萨加利亚舞曲(Passacaglia)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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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舞曲(Chaconne)。十八世纪形成一种新而完整的变奏曲式，称为严格(古典)

变奏曲式，有时也称为装饰变奏曲。这种变奏曲中的曲调方面，主题简单而容易

辨认，变奏基本上保存原本主题和声，没有独立性太强的曲调进行，结构就如当

时的音乐风格一样简单而对称，没有复杂的和声和曲调的华彩。如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一1791)钢琴曲变奏是相当简单而标准化的，变

奏曲式到了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一1827)时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如贝多芬的《钢琴奏呜曲中作品26》第一一乐章可以作为一个具有高艺术性的装饰

变奏曲典范。贝多芬在主题写法采用饱满的和声及歌唱的旋律，和莫扎特有截然

不同的音乐色彩。在变奏乐段中，同样保留主题和声，用曼十‘二分音符连续快速

音群及音色对比，装饰的华彩来呈现丰富的音乐性。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基本变奏方法的变奏曲外，还发展出一一种新的变奏曲。这

种变奏主题和变奏都有各自独立的特性，调性也不再是一致的。甚至有些变奏离

主题的曲调、节奏性较远，变成只是根据主题的个别动机发展，和主题毫无相关

性的乐曲，此种变奏曲形式称为自由变奏曲(freevariatjon)。而舒曼的《交响练

习曲》即是用自由变奏曲式创作的作品。乐曲中有些变奏使用主题的旋律、和声

作为发展动机，有些则除了调性以外，与主题较无关联性。

音乐会练习曲(Concert Etude)的发展：练习曲(etude)是源于法文中“学习、

练习”的意思。最早出现在约1800年间，用来命名其教育性的钢琴曲集，也应用

在一些无系统编排的作品曲集。十九世纪克列门第(Muzio Clementi，1752．1832)

和克拉莫(Johann Cramer，1771．1858)两人的练习曲从机械性的手指练习，提升

到具有音乐性的技巧练习。卜九世纪之后练习曲不再是公式化的手指练习，而是

结合手指技巧与音乐性为一体的练习曲。因此，练习曲已是具有音乐性‘H完整的

作品。另外受到十九世纪浪漫风格，还有当时炫技风格的影响，作曲家开始加入

较多旋律线在练习曲中，并将这些作品在音乐会t演H：。HL l|_{=纪创作这类“演

奏会型练习曲”的作曲家，以肖邦(Frederj c Francoi s chop{n，1 8】o一】849)、舒

曼、李斯特(Franz Lj szt，18“一1866)等人为主，其中以李斯特为钢琴创作的演

奏会型钢琴练习曲数量最多。不论是钢琴技巧的开发、结构的创新，都创造出不

同以往的风格，《十二二首超技练习曲》(nanscendental studjes)与六酋《帕格

尼尼练习曲》(Grandes etudes de Paganinj)赢接以演奏而用来命名，充分拓展

练习曲在演奏会上的分量。肖邦的《卜：莳练习曲作品卜》(Etudes，op．1())为

演奏会型练习曲的代表作品。肖邦在每一首练习曲中，会针对某一特定技巧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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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再加上旋律、节奏及情绪表现，完成音乐会展现绚丽的技巧、及音乐性的作

品。舒曼也创作了许多此类练习曲，如《六首帕格尼尼随想练习曲作品三与十》

以及笔者所要探讨的《交响练习曲op．13》是演奏会型练习曲。浪漫时期之后的作

曲家沿用这种创作手法，写作此类型的可在音乐会．卜演奏的练习曲作品。

十九世纪是这种的练习曲与变奏曲的结合，成为规模庞大的练习曲，每t一个

变奏就是一种钢琴技巧的展现，充分表现当时盛行的炫技风格。笔者要探讨的这

首乐曲是将这两种曲式结合写成的。此作品根据一个主题发展出十二个演奏会型

练习曲，每个都是变奏不同的钢琴技巧边的呈现，融合舒曼擅长的诗意写作、丰

富的和声张力，用钢琴表现出管弦乐音色多变的效果。

3、有关版本的分析

舒曼将这首作品设计为十二首练习曲，命名为《以送葬进行曲为主题》n：在

曲名方面曾想过《12首大卫同盟成员练习曲》、《管弦乐特色的练习曲》，最后，在

1837年题名为《交响练习曲》，并题赠给英国作曲家班奈特(wi】ljam Stemdale

Bennet)，，由哈斯林格(Hasljnger)出版。第一版内容包括手稿中的主题、终曲、

以及1、2、4、5、10等五首练习曲，抽换了第3、6、7、8、9等五首练习曲，加

入新的六首练习曲。在1 852年发行第二版时，舒曼把第一版的第兰首和第九首练

习曲除去，将终曲简化，使乐曲结构更紧密，并将名称改为《变奏曲形式的练习

曲》，由舒伯公司出版。在舒曼死后，伯拉姆斯与1862年编纂第三版本，包含了

原本删除的第三首和第九首练习曲，也将1852年修改的终曲收录其中，由舒伯公

司出版，定名为《舒曼十二首交响练习曲作品十三，第三版》，也是现在最普遍的

流通版。第三版之后，克拉拉(Clara schumann，】819．】896)又从舒曼的手稿中选

出五首重新加入第三版，称为“补遗五首”，这也成了最为完整的版本，也就是第

四版。

以下列出四个版本的比较：
)

版本 出版者 出版年 出版标题 出版商 内容

第一版 Schumann 1837 XⅡ 叭udes Hasl j ngel’ 初版

Symphon j quos

第二版 Schumann 1852 Etuden en f’orme SchuberLh Co． 删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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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Varjatl ons 版的第三

首、第九

酋练习

曲，并修

改终曲。

第三版 Clara }862 12Etudes Schuberth Co． 加入第二

Brahms Symphon j ques 版删除的

第=：、第

九练习

曲，终曲

为第二版

的版本，

此版本目

前流传最

第四版 C1ara 1873 Etuden in Bri ekoprund 根据舒曼

手稿，从Brahms For巾von Hartel

Varjations 六首遗作

中选出五

茸加入。

由于第三版是笔者毕业音乐会使用的版本，因此笔者以第兰版为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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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舒曼《交响练习曲》作品13的诠释探讨

《交响练习曲》既然名为练习．曲，舒曼在每一个乐段皆有给演奏者一些技巧

上的难题，除了练习曲的性质以外，此乐曲也兼有变奏曲的特性。无论在技巧上，

或是在音乐性的衔接上，对演奏者来说，都是一大挑战。演奏者不但要了解乐曲

结构，更必须对舒曼的诠释指示做深入探讨，以期许能贴近作曲家的本意。

1、演奏诠释、曲式分析 f

主题(Theme)

整体分为A，B两段。A段为1。8，其中包含两个动机a(卜4)Jb(5—8)；B段

为9—16，包含两个动机c(9—12)、b’(13—16)。动机a中和弦以琶音方式表现。

动机b则由弋小调的I级和弦，共同和弦转调至关系E大调，同样以共同和弦手法

再转回电小调。动机c回到主调，以四声部和声取代前面的和弦风格，并以长串

的属音装饰奏强调属音，使用属音下行的音型连接到下一乐句。动机b 7重复a段

乐句之后，转至增六和弦，紧接着是Ⅻ和弦，连接I级和弦。另一方面，13—16与

5—8是相似乐句，通常会以和弦变化装饰强调再现的乐句。第14小节的G还原，

舒曼以突强记号(妒强调这个和弦的特殊，并用延长记号延续主题高潮之处，就

是为了要将重现的乐旬做一些强调与变化。主题结尾终止式后，停留在属和弦的

第一转位上，低音声部停在托小调的七音怡，让人期待下一乐段的I和弦，造成龟一4c

的解决音部，并以直接接入(att￡ccca)连接下一变奏形成连篇效果。

舒曼用合唱曲的写作方式，多用和弦呈现，旋律出现在最高声部。笔者认为，

弹奏时应当将最高声部旋律弹奏清楚，用大臂贯穿指尖，尤其是小指，稍往前多

送一些力量，触健要深。内声部音量的控制很关键，不能失去音量，但要和小指

旋律达到一种平衡。同时注意旋律线的方向性，才不至于有停滞不前的感觉。踏

板跟着低音及旋律音踩放。练习第十小节的装饰音弹奏时，用右手奏升G_A的装

饰音，手指尽量贴健，用大指和二指弹奏。耳朵听旋律音，4指要站稳，放松大指

和二指，任其惯性弹出。

主题高潮部分，在第4小节出现一个增六和弦，舒曼为了突现此和弦的和声

色彩，标了延长记号以强调它的重要性。在弹奏这个乐段时，要比前面相同动机

有更大的力度变化，随即又变成较暗的音色。在弹奏最后一和弦时，要保持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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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但要稍强调#B音，连接至下一乐段解决到主音(见谱例1)。

、JI出Inte甜s砷

，翻蕊。d一，． 。国，～籀国摹§l擎 bd “、．。I

}匿”尹爹薹薹疆i冀鞫羹?’1薹。薹l薹羹i贮．。””■“。瓤k阁，瞄。手。。“||2纠二一一j馨荨强№_一 ■叫b—忡柑妇女⋯’h_I t{“4 ±：七j习。jl；耳蜀丽q＆瞬爿—**—{

变奏一(Variation I)

A段为卜8，包含动机a(卜4)和b(5—8)两小段；B段为9一16，包含动机c

(9—12)和b’(13—16)。此变奏一开始用主题的下行四度旋律，在四小节动机模

仿之后，主题在b段出现。变奏一主要依据主题和声进行变奏，另外主题下行四

度音型与此变奏上行动机形成音域上拉锯，增加了音域上宽广的线条。此变奏的

主题用断奏的方式呈现，第十小节借用G大调和声进行，形成音色上的改变。在

短暂的圆滑奏之后，断奏的动机再度出现。本段虽然在调性与和声几乎完全取自

于主题，但强烈的节奏动机，造成截然不同的声响效果。
I

I

从主题衔接到第一个变奏时，．速度选择非常重要。(一=72)比主题(J=52)看起

来快一些，可是主题基本时值是四分音符，而变奏一是八分音符，演奏时应该保

持沉稳的速度。

本变奏开始是模仿低音大提琴拨弦的声音，很小声很轻巧。真正主题旋律出

现在小节的右手低音声部的四分音符上(见谱例2)，但上三声部是以八分音符呈

现，所蛆右手应该换指法，由第一指换到第二指，连贯弹奏，与外声部有所区分，

与左手跳音的附点节奏形成对比，表现不同性格。第九小节开始出现较明亮的音

色，第十小节的渐慢不宜太慢，而是做成稍自由的节奏，撑开一些就好。接着左

手三连音部分帖健弹奏，像是过渡一下，不要破坏了旋律进行。

【谱例2】变奏一第5小节

14



西安音乐学院硕士论文 第三章舒曼《交响练习曲》作品1 3的诠释探讨

变奏二(Variation 1I) ；

A段为卜8，包含动机a(卜4)1和b(5—8)两小段：B段为9—16，包含动机c

(9一12)和b’(13—16)。此变奏以多声部手法写成，A段将主题至于低声部，上

声部配置对位旋律，内声部以厚重的和声为伴奏。B段为9—16，动机c旋律出现

在左手高音部，并以重音标记标示。利用动机c旋律，右手加入附点节奏的对位

旋律，延伸到第ll小节以左右手声部互相模迸，进入再现部，结束此变奏。最后

一小节手法与A段相同，只有两拍。

本变奏的主题出现在左手的最低声部(见谱例3)像低音大提琴连弓的方式演

奏。弹奏时低音声部要稍突出并有变化，右手出现新的旋律，要是两条旋律之间

平衡并都能清晰听见，内声部的和弦伴奏，要具有方向性，有强弱力度的变化，

不可太规律的弹奏，才不会听起来显得呆板。在演奏时，第一个音符很重要，要

马上亮起来，是柔和的，不是挤压：白勺。因此，放松该指尖，慢触键，放到琴键上

的自然力量就足够了，至于内声部I，按照旋律的走向贴键不要用力就可奏出，控

制内声部的音量，因为内声部和声变化较多，演奏时容易把注意力转移到记谱上，

因此，切记要分声部记谱，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到旋律上才不会因为不小心在某

个和弦上出错而中断乐曲。

【谱例3】变奏二第卜3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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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段旋律出现在左手高声部(见谱例4)，旋律还是圆滑连贯的奏出。第ll小

节出现左右手轮唱的旋律(见谱例一5)，左手音域较高须跨越右手弹奏，才不会听

起来人过匆忙。 f

【谱例4】变奏二第9—12小节

【谱例5】变奏二第11小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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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与主题只有少许关联，除了基本调性相同以外，』右手部分和弦是由主题

的分解和弦而来；：在第一段结尾和笫二段开始处也有使甩主题的和声。主题的基

本构架，在本段并芥明显，虽然减弱了乐越的连贯性_但同时也增加了此部作品

的幻想性。A段为、1．8i二B段为争2D_j r变奏曲三在调性生一以℃小调开始；在A段

结束前用减七和弦转调，结束在关系犬调E大调上。B段一开始在情绪上就与轻快

跳跃的第一段有明显不同，以激动的强音表现对比的音色。也与主题的c段有不

同的风格，虽然使用与主题相同的和声，暗示主题内容，但一个舒缓、一个急躁，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响效果。‘

本段右手连续快速跳音部分，是最大的技术难点，像是模仿小提琴跳音的演

奏方式，练习时，放慢速度，稍提起手腕，是手指放置平衡状态，然后用大臂带

动手指，肘关节也要很放松地口艮着左右移动，保持手指的平衡性，手指不要主动

弯曲，而是一种被带动的弹奏，如果手指太主动，不仅达不到平均统一的效果还

会越练越累。慢练的时候还要牢记琴键的位置，音形向上向下时稍有些强弱变化。

(见谱例6)

【谱例6】变奏曲三第卜2小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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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模仿大提琴的音色，用列量贯通和深触键的方法弹奏。踏板要在旋律音

出现后快速换踏板，听起来才不≤混乱，如果在旋律音出现同时换踏板，和弦音

会和旋律音混淆，达不到清晰、干净的效果。

变奏曲四(VariationⅣ)

分为A段卜8：B段9—16．此变奏以块状和弦结构写成，主题旋律明显呈现在每

个和弦的最高声部。固定的节奏为主，左右手以卡农形式轮唱，左手声部晚两拍

重现右手和弦。此变奏最后以V—I的和弦结束，左手和弦继续下行停留在协，立即

接入下一个变奏的I级屯音，与主题结尾处理方式相同。

本段以块状和弦表现，像是管乐器合奏．整齐而有力。弹奏时要注意乐旬的

模仿。加重右手第5指和左手第l指的力度(见谱例7)，使旋律浮现出来。要注

意到双手旋律的起伏，舒曼用突强表示左右各手乐旬的强拍，因此力度上要控制

好，四个和弦为一组，只强调第一呤和弦，用大臂推出其他和弦，即省力，音乐

线条又很好的表现出来了。

【谱例7】变奏四第卜3小节

第9小节至12小节左手八度的装饰音(见谱例8)，用手部一个动作弹奏两个

和弦，才能快速准确地弹出装饰音的效果。

【谱例8】变奏四第9—12小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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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结尾采用和主题一样的紧接推入的手法，因此要特别注意左手下行音阶

地一8F—EJD连接到下一段的靶音之旋律(见谱例9)。

【谱例9】变奏四第16小节与【变奏五第1小节

”I觏鋈掣霉7 7乏翠’．五。厶删尹。。}斟
卿涮彝鳏氮，

变奏五(Variation V)

变奏五一开始就有清楚的主题出现，继续变奏四的卡农手法，以左右手相互

模进的方式，多使用附点节奏进行b同样分为A段卜8；B段9一16。整段皆以附点

节奏、左右手旋律交错进行，其音际性似诙谐曲风格，A、B两段结尾以一模一样

手法结束在E大调，与变奏曲三手法相同，乐曲开始在℃小调，结束前转至E大

调。

本段以附点音符为主要素材，像是弦乐跳弓方式。弹每个正拍的跳音和弦时，

手指要站稳，以保持稳定的附点节奏型态(见谱例10)。

【谱例10】变奏五第卜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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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奏六(VariationⅥ)

A段卜8；B段9—16。以双手交错节奏呈现主题旋律，左右手紧接出现℃艳E

七下行音型，将主题旋律放置在双手的最高音上。交织出冲突的音乐性格。此变

奏以左手先现的方式开始，在左手先现的音上面标示重音记号，让节奏重心转移，

左手重音与右手强拍形成拉锯，造成切分节奏的效果。A段结尾利用半音进行的

和弦，转调至E大调结束。B段以相同节奏，和声模进的方式，将旋律拉回到原调

七小调。

本段以快速的切分节奏为主要素材，左右手主题模仿形成激烈的卡农手段。

左手以先现音提早出现旋律，且标了重音记号，右手的旋律线也要突出形成两条

追逐的旋律线(见谱例11)。

【谱例11】变奏六第卜2小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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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的重音在最高声部，中声部的二连音应落滚式的带过，左手的弹奏跨度

较大，旋律音与低音应做出弧线，，形成统一力量，低音只是轻轻带过，不可加力

弹奏。因左手旋律都用大拇指弹葵，且要求突出多在黑键上，所以，大指不可太
站立，而是放平，使其与琴键的接触面较大，增加准确度，同时肘关节放松平行

移动。

整个乐段力度上没有很大变化，在B段出现p的标示，此处要做出比较暗的

音色与激动的主题旋律A段形成对比。

变奏七(1断iationⅦ)

分为A、B两段。A段卜8，B段9—30。在结构上，B段多了第13小节到第18

小节的主题关系乐句，以及第25小节到第30小节的结束乐旬。此变奏除了主题

的关系乐句之外，很难令人想象到主题的旋律。舒曼利用和弦的先现，制造附点

节奏的声响效果，这种节奏一直重复直到结尾。A段在E大调上利用主题的和声

I—IV—I—V—I进行，后转调至c大调上，再利用增六和弦转回E大调。B段继续A

段的素材，开始扩张音域及力度，在第13小节主题关系乐句达到高潮，并向下模

进。第19小节丌始再现A段内容，。更加宽音域，双手级进反向方式拉大至五个八

度的音域，以宽广丰富的和弦在高潮中结束。

本交奏全曲第一次用大调呈现，明亮而坚定，由重复音形成的附点节奏，是

技术上的难点，首先手指贴键，强调正拍上的重音，指尖放松稍抓一些即可，像

是弹顿音断奏，不要挑起来弹，反而会破坏旋律音进行。第13-15小节右手部分，

主题旋律要显现出来，并要强奏出，和弦既要有力度又要连贯，第16—18小节则

是模进(见谱例12)，结尾处的高潮一定要推上去，强结束。

【谱例12】变奏七第13—1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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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3】变奏八第卜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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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方面，适度踩放，太多或太长都不好，以免造成不谐和的和声效果，原

则是使和弦低音和旋律线都清晰可见。

变奏曲九(variationⅨ)

分为A段卜16、连接17—32、B段33—64、及Coda65—79。A段又分为a(卜8)、

b(9一16)：B段可细分为c(33—56)、’c‘(57—64)。此练习曲以轻快的跳奏和弦为主，

也是本首曲子唯一使用三拍子的乐段。本段与主题的关系在于使用主题第6至第7_

小节，右手级进下行音阶的素材。一开始a段轻快下行跳奏的和弦带出，向下延

伸八度，以更小声的回音方式再重复一次。B段内容在七小调与E大调之间来回徘

徊。第17小节开始左手以半音进行向上攀升，一直到确立E大调的调性，在第33

小节一连串下行和弦达到高潮。第41小节开始以级进上行和弦强调IV—I的进行，

第49—56小节以同样手法重复一次，再以右手装饰音下行音阶，回到低音域，从

第65小节一直到第76小节都用VII，第二转位和弦，以七小调结束乐段。结尾部

分右手在第73—76小节强调A音，解决到第77小节的。G音。

本段是一首诙谐曲风格的练习曲。一开始速度标记就是尽可能快的(presto

possible)，还标出不用踏板(senza pedale)的术语。要求快速断奏技巧及清楚

地和弦演奏。技巧难点在第33小节一40小节双手反向和弦(见谱例14)，强力度，

和弦区域位置宽广。笔者认为练习时，首先放慢速度，不要弹跳音，手指的位置

贴键，像是在琴键上摸着进行；其次，音量放小，手臂、肩放松，手指动作减到

最少，先练习～个力量弹一小节，然后再连贯。逐渐加大音量与速度，快速弹奏

最好强调每小节第一音，给自己机会多放松。左手的八度弹奏则是先小声用统一

的力量带动，不要刻意强调每一八度的弹奏方法，而是整体横向移动，不要弹跳

音断奏就可，这八小节是技术的高难度，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练习。笔者建议，

每天弹琴时，把这段单独拿出来慢练，逐渐加速，仔细体会每个音之间的关系及

用力程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会有明显的进步。

【谱例14】变奏曲九第33—4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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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64小节右手的装饰音，模仿吉他滚奏的方式，快速下滑，但大指的负

担较重，弹完滚奏有可能顾不上大指的放松。因此，笔者建议另外一种指法仅供

参考(1．2．1．)指弹琴，可以缓解一下大指疲劳，并且准确度会稍好一些(见
l

谱例15)。最后，在力度方面也要注意，从印到∥的力度都有，因此要有音色上
的明暗对比。

【谱例15】变奏曲九第57—64小节

变奏十(varitationⅧ)

A段为1．8，其中包含动机a(1·4)、b(5—8)：B段为g一16，包含动机c(9—12)、

b’(13—16)。主要音型是加入休止符的附点节奏。右手采用与主题相似的和弦，

左手是将主题旋律放在乐旬较高的音符上。B段模仿主题B段之风格，随即又进入

强而有力的b’段，主要动机向外声部扩张音域，在很强的力度中结束乐段。

整段节奏几乎都是固定的，主题旋律在和弦的最高声部，用右手弹奏，小指

要更加注意旋律音要亮起来(见谱例16)

【谱例16】变奏十第1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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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部分，标有(non legato)以长短奏的方式弹奏。笔者建议练习时，用

手指断奏的方式弹奏，根据乐旬的方向，可适当的强gg进行。同时每天背左手，

记位置，加强把握性，把精力用到表现音乐上，而不是仅仅当做练习曲来弹奏。

本段第11—12小节处，必须呈现与前面完全不同的音色对比，音色深沉，旋

律连贯，与断奏结实的力度形成对比，在第16小节结尾处最后的两个和弦(见谱

例17)，用手腕弹出响亮地和弦，准备好后做出强烈的音响效果。

【谱例17】变奏十第15-1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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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有一拍，同样的手法也在变奏二出现过。

本段在调性、风格上与其他段落有很大不同。调性上是唯一使用艳小调，属

调的变奏，风格上，本段使用夜倒的风格，保持深沉的节奏情绪。左手弹奏时贴

琴键，手腕略高，使力量很快传到指尖，且没有多余动作，每段的低音都稍强调

的弹出。

舒曼特别标了二重奏的术语。弹奏时要注意两个声部的平衡是每个声部都有

其独特的音色。在15小节右手部分也延续了二重奏的手法。笔者建议先以八度声

部为主，之后出现的重音记号稍轻一些，才能显出两者音色上的差异(见谱例18)。

【谱例18】变奏十一第15小节

终曲(Finale)

此乐段以主题同音异名调性谱写，主要素材并非来自主题，而是引用马施奈

的歌剧《圣堂骑士与犹太女郎》中的歌曲《祝贺荣耀的英国》其中的乐旬“啊I

美丽的英国，我为你欢欣”这个主题，以此来表达他对受题献者班奈特的敬意。

终曲各段小节数与调性的整理

段落 动机 ；小节数 调性

a 第l小节一第8小节 bD—bA—6D—bA

a1 第9小节一第16小节 bD_bD

A b 第17小节—筇24小节 bA

，

b1 第25小节—第36小节 “A_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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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2 第37小节一第49．小节 5E—c—bA—f—6E

C 第50小节一第81小节 6A．bb_bD

a 第82小节一第89小节 bD-be_bD-bA

a1 第90小节一第109小节 bD_ba-bD_ba_6D

b 第llO小节一第儿7小节 bG

A1 bl 第118小节一第129小节 bG一6d

b2 第130小节一第142小节 bA

c 第143 1小节一第173小节 bG

Coda 第175小节一第207小节 6D一6A一6D一6A一(6B)一6D

整首终曲一直使用不问断的附点节奏来贯穿全曲。在动机b段的旋律下，持

续出现的附点节奏造成听觉上的稳定感，到第25小节开始，旋律再度出现，单音

附点节奏变成低声部的音阶旋律。第二次的动机c转调至降G大调上，仿照第一

素材演奏一遍，以根音级进方式，下行一度到F音，完全回到第64小节的旋律，

从第157小节到第174小节完全重复第64—81小节的内容。所以在A’段落中，除

了转调色彩变化以外，没有新的素材发展。乐曲在第175小节歌剧主题再次达到

高潮，这次再现，将原本应该出现在降D的和弦向上推到还原D音，听觉上有更

明亮宽广的感觉，随后回到降D大调的属和弦上，做出一连串的结束乐段。

终曲是全曲最高潮的部分(第一个高潮在变奏七段)。终曲用大量的和弦来呈

现旋律，一开始的块状和弦就是一个难点部分(见谱例19)。笔者建议，右手先去

掉内部音程、八度弹奏，体会主旋律的连贯进行。耳朵在听主旋律的情况下，加

入内部音程，但要注意附点节奏的部分，一个力量，附点十六分音符向后一个八

分音符靠拢，声音要明亮饱满，作出渐强的音乐走向。

【谱例19】终曲主题



西安音乐学院硕士论文 第三章舒曼Ⅸ交响练习曲弦作品13的诠释探讨

第11．12小节旋律优美，同第一乐旬八度和弦形成对比(见谱例20)，第15

小节出现的左手十度音程，练习时，’将重心放在左手大指上，5指以快速轻巧的方

式触键，用手腕带动(见谱例21)一

【谱例20】终曲第11—12小节

”，、。．厂；亭畸1 Lj．1 i z。／f a s_弋 。

叫 l I

J一 K。‘一广可。丁0j kj jj，气孑

【谱例21】终曲第14—16小节

从第17—81小节出现不问断的附点节奏，必须保持稳定的节奏，笔者建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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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先用节拍器慢弹，稳定后回原速稍自由些，避免上台演奏时，很容易出现匆忙、

急躁的感觉。因此练习时要多注意乐句的呼吸、分段、语气等方面，从容的奏出

这些旋律音，将自始至终的附点节奏弹出变化来，以免显得枯燥。第48—50小节

一连串下行和弦也是一个难点，笔者建议，先背左手的位置，右手和弦分四个和

弦一组练习，同时听见高音旋律(见谱例22)。

【谱例22】终曲第48—50小节

终曲主题出现三次，第三次187小节降B大调上达到全曲最高潮，因此演奏

时，开始自主题不宜练出很强的力度，而是要弹出力度上的层次来。这样结尾乐

段达到最饱满的力度。以非常强有力明亮色彩结束全曲。

2、节奏与速度

附点节奏是本曲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变奏都有清楚明显的附点素材。变奏

六、八虽然没有确实写出附点节奏的音型，但是使用了先现的和弦，及加入休止

符的十六分音符音型，让曲子同样有附点的效果。舒曼可说是用附点节奏来贯穿

伞曲，使其有统一性。

切分节奏也是这首曲子的另一种节奏素材。如变奏五，虽然没有在谱面上清

楚呈现，但弱起拍旋律与右手旋律交错出现，同样也有切分的听觉效果；弹奏变

奏五时，不要因为左手的弱起旋律，而加重其音量，右手的正拍和弦才是主要动

机，因此要以右手为主，左手突强音为辅。

以下列出全曲使用的节奏形态；

乐段 节奏形态 乐段 节奏形态

交奏一 用： 变奏六 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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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奏二

用：
变奏七 丽

练习曲三 屙 练习曲九

历
变奏三 kk 变奏八 同
变奏四 用 变奏九 屙
变奏五

j 1月
终曲 门门

在速度方面，在本曲中大部分乐段都是快板，有两个练习曲标示甚至是快板

(Vivace)，尽可能的急板(PrcsIo possibilc)，如此快速的指示之下，演奏者应该斟

酌自己的技巧，不要一昧为了遵照上面的速度记号，应选择适合自己的速度，以

完美的连接整首曲子为目标。

3、踏板与力度

舒曼在每一个练习曲开头标示踏板，曲子中间鲜有标示。笔者认为，这首乐

曲节奏性很强，在附点音符出现时，踏板就可少用，以免破坏强烈的节奏感，并

凸现附点节奏与圆滑句的对比。例如终曲的第17—24小节，虽然有和弦的长音旋

律出现，但是内部是附点节奏，为了让这个乐旬有明显音色的变化，踏板不需要

使用，尽量将旋律连接起来，伴奏部分想象小鼓的音色，清除规律的呈现出来。

另外，大量使用和弦，踏板的运用也很重要，避免和弦听起来太吵杂，在每一个

和弦或是正拍上的和弦音踩踏板即可，这样才会有清晰的和声变化，旋律线条才

能凸现。

本乐曲一如浪漫时期的其他作品，在力度方面有极大的变化。不仅是使用突

强记号频繁，在短短的乐段中力度记号也从即到扩都有，情绪转换十分明显。其

中变化最急剧的是变奏二第7小节与第16小节同时出现pp和扩占争际示，因此演

奏者应该注意内外声部对比，处理旋律内声部伴奏的音色变化。另外全曲在变奏

六到达第一次高峰，因此变奏六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标示扩的记号，演奏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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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的力度弹奏，把情绪带到高点。终曲在第187小节之后，是全曲的第二次高

峰，这次舒曼使用劈并接着许多突强记号，同时也是唯一一次劈出现，所以演奏

者更要运用手臂、身体的力量，如同管弦乐团合奏的音响，达到厚重响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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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练习曲》各段之曲式结构、变奏手法与特色 表格

段落 调 变奏手 曲 特色 主题呈现方 风格

性 法 式 武

略带悲伤的、沉思
主题 4C 主题，用合 二段 结尾标示 创作源自弗 的

小 唱曲 体 attacca 里肯男爵的

调 (chorus) 直接进入 长笛变奏曲

的手法 下一段

轻巧诙谐的、
变奏 ”c小 和声进行来 二段 使用 旋律同样用 似弦乐器拨弦声

调 自主题，主 体 对立式风 和弦表示 响
题动机在第 格

五小节出现

和声如同管
变奏 ℃小 主题在左手 二段 多声部的 在最低音声 弦乐合奏般丰富，

调 部分出现 体 写作，使 部出现，如 情感彭湃地
用更多的 大提琴般音

附点节奏 色圆滑奏出

模仿小提琴
练习 4C小 除调性及少 二段 本练习曲 除调性外， 跳弓，与大提琴如
曲三 调 部分和声以 体 风明显受 与主题较无 歌似的旋律对比，

外，其余与 帕格尼尼 直接关联 二重奏的写作方
主题无直接 的影响 式

联系

类似管乐器
变奏 4C小 将主题旋律 二段 ，卡农的写 主题旋律用 合奏，进行曲般的

四 调 表现在和声 体 。作手法， 和弦表示 整齐有力
的最高声部 结尾是

attacca

直接进入

下一段

诙谐的、模仿
变奏 4C小 和声来自主 二段 卡农的写 旋律落在强 敲击乐轻巧活泼
丑 调 题，旋律用 体 作手法， 拍的和弦上 的演奏

八度音程表 附点节奏

现

情绪激动的、
变奏 4C小 主题出现在 二段 卡农写作 出现在和弦 相互拉锯的进行

／、 调 双手最高音 体 手法，切 的最高声部

声部，以较 分节奏

长音呈现

变奏 E大 和声进行来 二段 第一次出 与主题旋律
用大调呈现

明亮活泼的感觉。
七 调 自主题，但 体 现大调乐 无直接关联 因为调性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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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难以联 段，用弱 此变奏为第一次

想与主题有 起拍表现 出现大调，而第二

了( 隐藏的附 次出现的乐段为

点节奏 终曲：且结尾同样

具有高潮的效果，
因此变奏六可作
为全曲的中心段

落

赋格写作手
变奏 4C小 和声来自主 二段 部分使用 和声来自主 法
八 调 题，旋律隐 体 卡农，对 题，旋律隐

藏在附点音 位手法， 藏在附点音

符之中 使用变化 符中

的附点节

奏，具有

装饰性效

诙谐曲风格，活泼
练习 4C 与主题只有 二段 具诙谐曲 除调性外， 的三拍子，似轻快

小调 调性上的关 体 风格，是 与主题关系 的舞曲
曲九 系 全曲唯～ 薄弱

的三拍子

有精神的乐
变奏 4C小 和声来自主 二段 附点节奏 旋律隐藏在 段

调 题，旋律隐 体 和弦中

藏在和弦中

抒情的二重
变奏 引子 五连音的 唯一用属调 奏

节奏，使 写作
49小 旋律和声皆 段体 节拍较为
调 来自主题 +尾 模糊，使

赛 用二重奏

的风格

用大调表现
降D 在动机c部 回旋 主题取自 主题取自马 明亮辉煌的进行
大调 分出现完整 曲式 马施奈歌 施奈歌剧中 曲风格，有如管弦

终曲 (与 主题 剧中的～ 的一个乐 乐合奏的丰富音
#C 个乐句， 句，于本曲 响效果

大调 与本主题 主题不同

同音 不同唯一

异名 的降记号

调 调性，但

性) 音响效果

同托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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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在文学世界里，他涉猎了许多文学名家的作品，因而充分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时

代脉动。浪漫主义作家如霍夫曼、湘·保罗、替克等人，都或多或少对舒曼造成影响。

湘·保罗的小说《妄自尊大时期》(FlegeUahre)是对舒曼影响最深的文学作品。在其

中．湘，保罗藉着‘瓦特’和‘伍特’一对双胞兄弟的不同个性，朔造了‘现实’与

‘幻想’的现种不同人性理念，这种理念影响了舒曼的人格发展。

2、弗洛斯坦(FIorestall)与欧塞必斯(Eusebius)与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使用

的两个笔名。弗洛斯坦代表激进、行动、热情的性格；欧塞必斯则相对具有保守、忧

柔的特质。在其钢琴作品《狂欢节》中，曾使用这两个笔名作为段落的标题。

3、这五首练习曲形式的变奏曲分别为：1832年《帕格尼尼奇想主题练习曲》

(studiennach capricen von Paganini)，作品第三号；1832年《幻想练习曲》(Exercise

fantastique)，原作品第五号(后来被舒曼删去)；1833年《六首帕格尼尼奇想主题演奏

会练习曲》(6KorLzertstudie肌ach Caprjcen vonPagaflinj)，作品第十号；1833年《贝多

芬主题自由变奏之练习曲》(Etudes mthe fo丌n ofVariations on a Theme ofBeethoven)：

最后一首就是1834年的《交响练习曲》。

4、 《大卫同盟》(Davidsbundler)是舒曼自己虚构的团体。这个团体主要诉求是

排除庸俗，以追求真艺术为宗旨。

5、 译自‘‘R shumann B—efen and Schrinen”，Ausgewahn von R Munnich，1 956．

6、 《以送葬进行曲为主题》 此标题来自于手稿。

7、史丹达尔·班奈特(william Stendali Bennet，1816一1875)英国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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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篇论文的研究中心舒曼《交响练习曲》作品13是笔者的毕

业音乐会演奏曲目，关于对这首乐曲的诠释探讨是在演奏实践的

基础卜．建立起来的。通过具体分析，笔者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

这期问在导师的引导和帮助下，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

并在学习中提高了自身的理论研究水平，增强了分析阐述能力。

然而，笔者对于此部作品的分析探讨仍是个初探，其中有许

多不成熟的地方和不足之处，请老师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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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

师任抒真副教授。她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对钢琴事业的追求，对

学生的无私奉献影响着我。再次感谢f

感谢院、系领导对我的关心，使我能顺利完成学业!

感谢科研处的领导和老师们!

最后，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多年来的辛勤培育，

无时无刻的理解与支持。我的成长道路中蕴含着你们的心血和爱!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同学和朋友们j谢谢你们1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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