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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舒曼是浪漫主义时期标题性钢琴套曲的创始人，他改变了巴洛克时期古钢琴

的组曲结构形式，缩短了曲目的篇幅，并将一气呵成的乐曲完整结构变成了由独

立短小的动机贯穿起来的小乐曲。他在套曲上的创作使他成为了浪漫主义时期的

“套曲之王”。《森林景象》是舒曼晚期的一部作品并且是他最后一首钢琴套曲作

品，创作于 1848年，完成于 1849年，共由 9首小品组成，分别为《森林的入口》、

《埋伏的猎人》、《孤独的花》、《恶名昭彰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

《客栈》、《知更鸟》、《猎歌》、《告别》，作曲家通过对森林情景的描写来

表达自己的情感经历。 

本文通过三章对《森林景象》进行论述。论文第一章简要介绍舒曼的音乐创

作，从创作的时代背景、诗人气质、领域范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后又对舒曼

的钢琴套曲进行了简要的说明。第二章详细研究舒曼套曲《森林景象》OP.82的

创作背景、曲式文本分析及演奏要点。第三章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分析舒曼钢琴

套曲《童年情景》和《森林景象》在创作背景、创作风格及演奏要点上的不同，

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学习舒曼的钢琴套曲作品。论文的第二章是文章的重点章节，

本人通过对《森林景象》的文本及在演奏技法上的着重分析，希望能为演奏者提

供一个参考，能让更多的演奏者能注意并且喜欢这部优秀的音乐作品。 

                           

关键词 ：舒曼；钢琴套曲；《森林景象》；音乐风格；曲式文本分析；演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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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umann was the founder of the romantic period, title sex piano 

divertimento, he changed the baroque ancient piano suite structure, shorten the length 

of track, and complete structure with one of the music into the small independent 

short motivation through music. He wrote on a divertimento made him the“king of the 

divertimento”of the romantic period. Forest scene is schumann late work and finally a 

piano divertimento is his work, painted in 1848, completed in 1849, altogether is 

composed of 9 first sketch, respectively for the“Eintrilt”、“Jager auf der Lauer”、

“Einsame Blumen”、“Verrufene Stelle”、“Freundliche Landschaft”、“Herberge”、

“Vogel als Prophet”、“Jagdlied”、“Abschied”，the composer of the forest scene 

description to express their own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ree chapters,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forest landscape. 

Paper first chapter briefly introduces schumann's music creation, creation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the poet temperament, area three aspects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then 

has carried on the brief explanation to schumann's piano divertimento. Chapter 2 

detailed studies schumann divertimento "forest scene" OP. 82 the creating background, 

melody of text analysis and key points for playing. The style of the third chapter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chumann piano divertimento "childhood scene" and "forest 

landscape" in the writing background, writing style and playing the different key 

points, give read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schumann's piano divertimento 

works. Section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thesis is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 I through 

the text of the forest landscape and emphatically analysis on the playing skill, hop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 performer, can let more players can pay attention to the 

music and enjoy the excellent work.  

Key words: Schumann; The piano divertimento; "Forest scene"; Music style; Form 

the text analysis; Play the mai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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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舒曼的钢琴套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体裁，它的标题性为套曲创作开创了先

河。笔者以舒曼的钢琴套曲《森林景象》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结合作曲家当

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心路历程及音乐创作特点，重点分析该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

每首小曲的风格特征。 

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舒曼的钢琴套曲有一定的研究深度，水平都是

很高的。例如：2008年张苗发表的《舒曼两部钢琴小品套曲研究》；2009年马晓

鹃发表的《舒曼钢琴音乐风格特征探究》；2011年杨敏发表的《舒曼钢琴套曲风

格探析兼及<森林情景>OP.82 的教学探索》；2012年肖雯发表的《舒曼钢琴标题

音乐作品研究》；2013年王雅琪发表的《音乐日记—舒曼钢琴套曲森林景象 OP.82

之音乐风格探析》等，都对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和创作技法上做了详细的分析

解说。由此可见，舒曼的音乐创作以及他的钢琴套曲在音乐史上的艺术价值是不

可比拟的。《森林景象》OP.82是舒曼晚期的一部作品，通过九首小曲生动地描

绘了作曲家漫步于森林的所见所想所感。这首作品是他晚期的创作，比较全面地

表现出舒曼晚期钢琴作品的音乐风格，所以我认为该作品很有学习的价值。 

    通过对舒曼《森林景象》的学习实践，本文对该作品进行了粗略的研究，总

结分析了这套作品的创作背景、音乐风格及感情的表达，对每首乐曲进行了文本

曲式分析，并结合自身演奏后获得的演奏手法做出简要的说明，最后通过与他早

期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对比分析，来更好的体会了解舒曼的晚期作品风格。

期望通过对该作品的研究，能让更多的朋友来学习演奏这首钢琴套曲，一起来学

习探讨他的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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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舒曼的音乐创作及钢琴套曲 

一、舒曼的音乐创作 

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er Shumann 1810—1856）是德

国浪漫主义时期极富诗性的作曲家，同时又是著名的钢琴家、音乐评论家。他的

创作思想和实践始终把强调音乐情感表现的目的和意义放在第一位，具有典型的

浪漫主义色彩和精神，对德国后世的音乐及音乐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1、创作的时代背景 

    舒曼是浪漫主义早期的代表作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

一，他的音乐渗透着对热情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将文学、艺术细腻地结合在

一起。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反封建势力、法国大革命、民

族运动的爆发，给社会及人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思想上，法国

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成为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基石，更好地继承和

发扬了浪漫主义精神。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十九世纪人类的生活态度，

“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成为了人们对情感的要求。在那个时候，无论是艺

术、文学甚至哲学都以“独立、自由”为核心思想，摆脱了形式主义，更多的去

表达并且探究人类内在的真实感情。 

2、创作的诗人气质 

舒曼自幼勤于读书，他涉猎大量文学家的作品，其中 E.T.A.霍夫曼和让·保

罗的著作占第一位，它将对文学的热爱深深地浸透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与音乐评论

中，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学底蕴。让·保罗的《少不更事

的年岁》(1804～1805)是一部讲青少年成长经过的小说，通过描述“瓦尔特”和

“伏尔特”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塑造了“幻想”与“现实”两种不同的人

生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影响着舒曼

的人格发展，也是他创作中双重性格的展现。在舒曼的创作中，字里行间、无时

无刻都洋溢着激情与热情，他用最动人的情感，最真切的感受来记录自己对世间

一切事物的情感体验，极力地突出音乐上的表现，使音乐更具体、更形象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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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总能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仿佛

把人类带入到一个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他认为音乐如同诗歌一样，可以通过标

题来揭示诗篇的含义，所以在舒曼的很多作品中都加上了标题，甚至附上了诗篇，

根据对文字的描述来更明确地表现音乐，表达情感。 

3、创作的领域范围 

舒曼的作品涉及钢琴、声乐、室内乐、管弦乐、音乐戏剧等。其中钢琴创作

占据他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创作《阿贝格变奏曲》（OP.1，1830年）、

《蝴蝶》（OP.2，1831年）、《交响练习曲》（OP.13，1834年）、《狂欢节》

（OP.9，1835年）、《第一首钢琴奏鸣曲》(OP.11，1835年)、《幻想曲》（OP.17，

1836年）、《童年情景》（OP.15，1838 年）、《克莱斯勒亚那》（OP.16，1838

年）、《幽默曲》（OP.20，1839年）、《维也纳狂欢节》（OP.26，1839年）、

《森林景象》（OP.82，1849年）等。声乐作品中，艺术歌曲是他最突出的艺术

成就，体现了舒曼的浪漫情怀与风格，《月夜》（OP.35，NO.5，1840年）、《核

桃树》（OP.23，NO.3，1840年）都给人以温馨的幻想感。声乐套曲《妇女的爱

情与生活》（OP.42，1840年）、《诗人之恋》（OP.48,1840年）都将瞬间的感

情毫无保留的倾诉出来。作品还有钢琴和单簧管演奏的室内乐《幻想曲》（1849

年），管弦乐队演奏的序曲、谐谑曲和终曲（1841—1845 年）、和根据拜伦诗

剧改编的音乐剧《曼弗雷德》(1848—1851 年)等。 

二、舒曼的钢琴套曲 

    钢琴套曲又叫钢琴组曲，是大型钢琴作品的一种结构形式，是由一些结构上

相互独立，但情节和感情上却又相互联系的单曲组成。它们往往都会有一个统一

的标题，然后用若干首钢琴曲来表达它的一个主题甚至多个主题。舒曼的套曲与

之前出现的音乐套曲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改变了巴洛克时期古钢琴的组曲结

构形式，缩短了曲目的篇幅，并将一气呵成的乐曲完整结构变成了由独立短小的

动机贯穿起来的小乐曲，他借鉴了声乐套曲的形式，将自己的钢琴作品中加入了

让人耳目一新的小标题，围绕着不同的标题刻画描绘各种形象的内在气质和心理

状态，被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们认为，他的作品可以堪称为最为精致细腻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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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小品。舒曼的套曲由数首小曲组成，除了有一个整首作品的标题外，每首小曲

也加入了不同的标题，通过阅读标题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作曲家的音乐构思，他还

会在标题下方附上具有文学性的诗词，更好的对乐曲进行提示性的说明。整首套

曲以乐曲的主题题材为纽带，分章节来刻画，每段音乐都很生动、逼真，看上去

形式是多变的，但是乐思是统一的，所表达的情感也是一致的。用单独的小曲结

构来表现整体的音乐形式及感情，并能做到如此的统一完善，是舒曼最具特色的

艺术创作。他将钢琴小品音乐形式的发展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奠定了舒曼在钢

琴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使他享有“套曲之王”的美誉。 

    舒曼总共作有 18 首钢琴套曲，最著名的有以下几首，如《蝴蝶》（OP.2，

1831年），是舒曼最早的钢琴套曲，通过 12首精致的小品，描写了一场生动的

假面舞会；《狂欢节》（OP.9，1835年），由 21首小曲组成，整首作品以极为

热闹的狂欢节场面为背景，将不同的人物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童年情景》

（OP.15，1838 年），由 13 首小曲组成，以一个成人的角度生动形象的描绘了

儿时的往事；《森林景象》（OP.82,1849 年），是他晚年的作品，通过 9 首优

美神秘的小曲，生动、鲜明地描绘出森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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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舒曼《森林景象》的具体分析与演奏技法研究 

一：《森林景象》的创作背景 

    1810年 6月 8日，舒曼出生在德国萨克逊州茨维考（Zwickau），一个殷实

且具有浓厚文化修养的书商家庭。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舒曼自幼喜爱歌德、

席勒、拜伦的诗歌，对读书写诗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他酷爱文学，喜欢读具有

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后来他将对文学的热爱，融入

到自己的音乐作品里以及对音乐的评论当中。7 岁时，舒曼跟随管风琴教师约

翰·戈特弗里德·孔奇（Johann Gottfried Kuntsch） 学习音乐，9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创作出一些舞曲，如圆舞曲、小熊跳舞等，父亲看到了他极具的天赋，

可以通过一段段钢琴的即兴演奏，刻画出一个个生动逼人的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形

象。在带他去卡尔斯巴德时，让他听到了钢琴家莫斯切勒的演奏，从此舒曼就深

深的爱上了钢琴，并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钢琴家。 1826年舒曼的父亲去世，

1828 年母亲出于偏见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莱比锡攻读法律，她坚决反对舒曼

从事他自己钟爱的的音乐事业，就这样舒曼在法律和音乐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

20年的战争。尽管如此，他对音乐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一直在弗里德里希·维

克（Friedrich Wieck）的门下学习钢琴，每天都花费很长时间练琴并且还进行

音乐创作。 

为了可以早日成为杰出的钢琴家，舒曼从早到晚进行腕部和手指练习，从不

间断。不久后，他发现他的手指不够灵活，于是他绞尽脑汁，为了能使自己的手

指更灵活一些，尝试各种方法，最后他终于想出一个自以为是最好的方法，用铁

锤和滑车构成的装置来加强他中指的力量。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练习的结

果，使左手的第四指越来越僵硬，以至完全不能动了，最后这种病痛扩展到整个

右手。由于手指的伤病，他被迫放弃了当钢琴演奏家的梦想，专心致志于自己的

创作，此时的作品充满了他内心的情感，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他用音乐

描绘出了自己对世界万物的见解与感受，他把对音乐的热情集中迸发在自己的音

乐作品中，使音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果敢，雄心壮志、流畅优

美。1844 年，舒曼出现了不良的精神症状，严重的耳鸣、抑郁的心情使得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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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崩溃，直至 1854 年，他开始产生幻觉，病痛的折磨让他几次想到自杀，最终

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间，于 1856年 7 月 29日逝世，享

年 46岁。 

《森林景象》是舒曼最后一首套曲作品，也是他晚期的一部作品，1848年

12 月 29 日开始创作，完成于 1849 年。《森林情景》（Waldscenen Op.82）又

译“森林景色”、“林中景色”，是舒曼用九天时间完成了九首曲子。1843年，

舒曼接受门德尔松的邀请，赴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1844 年舒曼出现了不良的

精神症状，并且日益变差，忧郁的心情和精神的衰竭严重地影响着他，使得他精

神极度崩溃，最后导致他辞去了工作，1845 年迁居到德累斯顿，继续从事作曲

与指挥工作。1848 年，舒曼发病的症状越来越频繁了，偶尔会出现短时间的幻

想，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创作的热情，将自己的幻想融入到乐曲中，依赖于诗歌的

情感表达，以最朴实的音乐语言，勾画出浪漫的森林景致，处处洋溢着单纯、祥

和、恬静的浪漫情怀。 

二：《森林景象》的曲式与文本分析 

   《森林景象》(Waldscenen)由 9首小曲组成，分别为 1：森林的入口（Eintrilt）

2：埋伏的猎人（Jager auf der Lauer) 3：孤独的花(Einsame Blumen) 4：恶

名昭彰的地方(Verrufene Stelle) 5：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 (Freundliche 

Landschaft) 6：客栈(Herberge) 7：知更鸟(Vogel als Prophet) 8：猎歌

(Jagdlied) 9：告别(Abschied)。 

1：森林的入口（Eintrilt）  不太快地 降 B大调 

    清晨的森林是寂静神秘的，一切开始慢慢苏醒，踏着轻轻的脚步安静的走在

通往深处的小路。 

    该曲 4/4拍，复二部曲式，第一部分 A段（1—7小节）为平行双乐句乐段，

第一句（1—4小节）是降 B大调，第二句（5—7小节）走到了它的属调 F大调，

8、9小节的反复跳跃记号将两个乐句进行了对比以及呼应。B段（10—17小节），

分为两句，第一句是从 A段引出的新的材料，转调至 c小调，第二句衔接第一句

转回到主调降 B 大调。后面（18—38 小节）是对第一部分 A 段的变化重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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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的发展推向高潮，尾声（39—45 小节）采用乐曲一开始的乐句素材，将音

乐首尾呼应。 

    这首曲子是由一个单一的歌唱性素材，进行变化，发展为类似复调性的乐曲。

开始于降 B大调，中间在保持主旋律的基础上加入了和弦外音，丰富了旋律的织

体，经过一系列的延长变化最终解决到主和弦。整首曲子舒曼运用了复调手法来

处理音乐间旋律的联系，所以主次旋律和和声的区分及配合是该曲的重中之重。 

2：埋伏的猎人（Jager auf der Lauer)  抖擞地  d小调 

    在寂静的森林里，充满了神秘，埋伏起来的猎人们机警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

机会，一场若隐若现伏击开始了。 

    该曲 4/4拍，单三部曲式。A段（1—8小节），是重复的单乐句乐段，运用

d 小调和 d 小调的属调 a 小调进行对比，制造出阴森紧张的感觉。B 段（9—22

小节），由 d小调的下属调 g小调引出新的主题，紧接着转到 g 小调的关系大调

降 B大调，通过转调来推动音乐的发展。（23—26小节），是短小的连接乐句，

仅用了 4小节，运用模进的手法将音乐带到了 C段。C段（27—39小节），分为

三个小乐句，前 8 小节是重复性的单乐句，最后 5小节是结束性乐句，此段虽然

用了新的素材，但最终果断的结束在主调 d小调。 

    整首曲子是非常活跃、极其生动的，在节奏和力度上进行了多次对比，通篇

是二分音符及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的前松后紧的节奏型，力度上不是有规律的变

化，而是有安排的随着音乐的需要做夸张的变化，由 P渐强到 f 到 sf，突然又 P，

这种伸张性极强的音乐有目的地营造出不安紧张的感觉，全曲有快速的乐句跑

动、八度跳跃和弦、强有力的和弦连奏，上演着一场激烈的捕猎场面。 

3：孤独的花(Einsame Blumen)  单纯的  降 B大调 

     远远的望去，绿绿的草丛中泛着点点白光，那是零散的花朵在随风摆动，

安静、简单、纯朴，喃喃自语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该曲 2/4拍，带尾声的单三部曲式。A段（1—18小节），是平行的双乐句

乐段，在主调降 B 大调的其础上发展，最后结束在主和弦上。B段（19—26小节），

这 8小节建立在主调的关系小调 g和声小调上，4小节一句，第二句是在重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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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的主旋律的基础上加以和声音，增添了音乐的饱满感。（27—44 小节）为

再现段，再现重复 A段出现的音乐题材，音乐结构和调性与之比较没有变化。尾

声为（45—76小节），由 32小节组成的大尾声乐段，采用了新的主题材料，连

续性的八分音符发展，最后运用了乐曲第一句的主题加以变化结束。 

    这是一首中速的抒情性的曲子，速度平稳，没有夸张的节奏及强弱对比，旋

律一直在歌唱性的演绎，音乐简单纯朴、连绵不断。单一的旋律乐句与多声部的

旋律交替出现，伴有一些起伏不大的进行，使得整首作品连贯柔情，让人陶醉。 

4：恶名昭彰的地方(Verrufene Stelle)  颇缓慢的  d小调 

     “许多长高了的花在这里像死了一样苍白，只有中间的一棵，呈现暗淡的

红色，那不是来自太阳，因为它没见过太阳，那是来自大地，因为大地吸了人类

的血。”这是在曲前附上的小诗，让人的每一次喘息都充满恐惧与不安。 

      该曲 4/4拍，带尾声的单三部曲式。A段（1—6小节）为对比性的两乐句

乐段，开始于 d 小调，最后结束在它的属调上 a 小调。B 段（7—23 小节）是由

三个不同的转调材料组成，分别在 a 小调、F 大调、d 小调进行变化，最后结束

在 d 小调的属和弦上，为主题的再现做属准备。第三部分（23—28 小节）是对

主题 A 段的变化重复，在属调上进行。最后是 7 小节的尾声（29—35 小节），

音乐结束在 d小调的主 6和弦上。 

    该曲是节奏性非常强的一首作品，它复附点的节奏型准确的表现了音乐中的

恐怖情调，力度大多在 PP，并且在 PP中要做到 sf，精确的标明了力度变化记号。

全曲有断奏、有连奏、有保持音、延长音，将整首曲子的音乐完全控制在伸缩性

极大的变化中，营造出阴森、可怕、鬼魂般的森林。 

5：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Freundliche Landschaft)  快速的  降 B大调 

    一切都苏醒了，一场噩梦后无比欢快、跳跃的精灵在闪动，阳光灿烂，照在

树叶上泛着点点金光，湖水清澈，波浪拍打着水中梦幻般的倒影，让人欢呼雀跃。 

    该曲 2/4 拍，带引子的单三部曲式。引子（1—4 小节）在主调的属七和弦

上。A 段（5—20 小节）是带再现的三乐句乐段，第一乐句在 g 小调，第二句在

降 E大调上做了对比，第三句在属调的小调上再现。（21—28小节）为连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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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大调和 g小调上做了变化。B段（29—47小节）也是一个带有再现的三乐句

乐段，由引子和 A 段的前 4句的素材构成，最后结束在降 B大调。最后一部分是

9小节的尾声，以波音的形式结束在主调的主和弦上。 

     该曲虽是 2/4 拍，但都是以三连音的节奏型来表现，看上去很像是 6/8拍，

也就意味着整首曲子速度是偏快的，偶尔的小装饰音的加入使得音乐灵巧活泼。

全篇没有什么特殊的音域变化，在中音区将音乐平稳流畅的过渡，音调自然舒畅。 

6：客栈(Herberge)  中板  降 E大调 

    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路边有一座客栈，从那里传出了说话声、游戏声、歌唱

声……很是坦然、很是安逸。人们停下自己的脚步在这里休息，没有一丝的恐慌，

兴奋地舞动起自己的身姿。 

    该曲 4/4拍，为复二部曲式。A段（1—8小节），为平行双乐句乐段，第一

句结束在主和弦降 E 上，第二句结束在它的属调降 B 上。B 段（9—22 小节），

由两个不同的乐句组成，第一乐句 10 小节，是在之前的降 B 大调上展开，结束

在降 B 调的属和弦上，第二句 4 小节，结束在降 B 调的主和弦上。（23—24 小

节）是两个小节的连接，之后出现的两段是对前两个部分的再现，第一段是完全

再现，第二段是变化再现。最后两小节是尾声，使音乐平稳的结束在主调主和弦

上。 

    整首曲子相比较之前的作品略显复杂，运用了复调的写法，使旋律更加饱满、

热情。力度上出现了 sfp，特强之后立即弱下来，这一小的变化使音乐充满了生

气。作品中有连奏、有断奏、有附点、有切分、有保持、有延长，多种的不同变

化营造出音乐夸张的表现情景。 

7：知更鸟(Vogel als Prophet)  缓慢而极柔和地  g小调 

    茂密的树丛中、寂静的鲜花中、通往远处的小路上，总是闪现着无数跳跃的

小精灵，看，那是灵巧的小鸟，知更鸟，轻便的身姿、敏捷的速度将整个森林点

缀的颇有生机。 

    该曲 4/4拍，单三部曲式。A段（1—18小节），由四个对比性的乐句组成，

分别在 d 小调、a 小调、F 大调、c 小调、g 小调上发展。最后两小节（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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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是包含在 A 段里的连接小句，引出下面的音乐。B段（19—24小节），为

平行双乐句乐段，开始于 G大调，最后由降 E大调过渡到下一段。最后一段（25

—42小节），为再现段，对 A段的完全再现。 

    整首曲子作者采用了前松后紧的奇特的节奏型形象地描绘了林中小鸟的状

态。以连续上行后紧随其后的连续下行变化来表现旋律的发展，节奏虽没有过多

的变化，却灵活自然地将音乐的发展控制的游刃有余。给人以无比神秘、虚幻、

多变的感觉。 

8：猎歌(Jagdlied)  快速有力量地  降 E大调 

    “砰”一声枪响，一切都紧张起来了，猎物们慌乱的逃窜，为了逃出即将到

来的噩梦。狩猎者小心的隐蔽着，对猎物的渴望，让他们无比的兴奋、喜悦，连

绵不断的枪声笼罩着整个森林。 

    该曲 6/8 拍，复三部曲式。A 段（1—48 小节），由两个段落乐句和一个 8

小节的连接句构成。第一句是从 1—16小节，开始于降 E大调，最后结束在 c小

调上，第二句 17—40 小节，结束在主和弦上，再降 E 大调上终止。紧接着是 8

小节的连接句，将曲子引到 B段。B段（49—80小节），是转调到降 A大调的一

个 4乐句乐段，其中第三句是运用了新的主题材料，第四句又回到原有的主题材

料上，终止于降 A 大调。最后一部分是对作品 A段的完全再现。 

    整首曲子速度比较快，并且是很有力量的，大量地运用了倍重音“Λ”记号，

并且通过 6/8拍的节奏型变化，一个四分长音及八分音符的组合，充分的营造出

森林处于万分紧张的气氛之中。作品中经常出现 P的地方，之后慢慢变强甚至突

强，运用大量的对比，生动地描绘了狩猎者此起彼伏的激动心情以及收获猎物后

的喜悦满足感。 

9：告别(Abschied)  中速不快地  降 B 大调 

    前方不远处一片火红的亮光袭来，踏着缓慢的脚步已经走到森林的出口，此

时已经闻到了黄昏的气息，看着身后渐渐离去的背影，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不舍与

一份眷恋。 

    该曲 4/4 拍，带有引子和尾声的复二部曲式。（1—2 小节）为引子，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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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B 大调上。A 段（3—10 小节），是平行双乐句转调乐段，第一句结束在降 B

大调的属和弦上，而第二句完全是在降 B 大调的属调上 F大调进行发展。后面是

同引子一样的两小节连接句，引出 B段。B段（13—20小节），是双乐句乐段，

从降 B大调开始最后结束在降 B大调的属和弦上。第三、第四部分是分别对 A段、

B段的再现。第一段是对 A部分的完全再现，第二段是对 B部分的变化再现，最

后结束在主调的主和弦上。这首曲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尾声（34

—53 小节），这是整部套曲的最后一首乐曲，通过较长的结尾来终止全曲，该

段再降 B大调上发展，最后结束在主调上，与第一首作品调性一致，起到了首尾

呼应的作用。 

    整首作品的连贯性与歌唱性很强，是柔美抒情的，二部与三部穿插进行，高

声部的主旋律清晰可见，伴奏声部的双音进行要略显朴实、安静。流畅的旋律，

精致的和声，深深地将美好的音乐表达地如同清澈的小溪流淌在人们的心里，久

久不能忘怀。 

三：《森林景象》的演奏技法研究 

1：森林的入口（Eintrilt） 

整首曲子是由三声部构成，主旋律不是固定的出现在某一个声部，而是有变

化的在每个声部里体现，所以把握好三个声部的触键深度是该曲的重中之重。 

曲子第一小节由 PP 开始，主旋律在左手上，并且左手是由音程和旋构成，

所以演奏时要突出左手的高音声部，两小节后从第三小节开始主旋律由左手转至

右手高音声部，右手需要演奏两个声部，中声部的力量需要多加控制，演奏时中

声部的手指触键可以放平抚摩触键。见（谱例 1） 

谱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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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小节开始，主旋律音换到左手的低音声部，演奏时需要多一点力量，而

后又转回到右手。整首曲子的旋律线条在演奏时一定要保持均匀连贯，在触键上

指尖落键一定要平稳、缓慢，避免打破线条的连贯性，中声部较多的由八分音符

贯穿，触键要轻巧、安静，这样声部间的配合给人以静中有动、抒情活跃之感。

由于这首曲子和声变化很多，所以在使用踏板上要格外注意，及时更换踏板，以

避免听觉上的不和谐和混乱，使用时可以根据主旋律音的变化更换踏板，切记要

换干净，不然和弦外音的加入会使得音乐显得浑浊。 

2：埋伏的猎人（Jager auf der Lauer)  

整首曲子和声比较简单，速度和强弱是该曲的亮点。对强弱的把控需要演奏

者手指尖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可以随时增减，更好的表现音乐的张力。 

该曲开始的节奏对比比较鲜明，由二分、四分的时值音立刻转为八分音符的

三连音，演奏时一定要控制好节奏的变化，统一节奏。见（谱例 2） 

谱例 2： 

 

    13—16小节，左右手交替的附点形节奏需多加练习，在速度很快的情况下，

将三连音与八分附点很好地配合起来，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建议演奏者可

以通过慢速到快速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将该段准确的进行配合。见（谱例 3） 

谱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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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里出现了大量长音与短音的音型配合，所以在节奏转换上需要演奏者明

确整曲速度，做好及时改变的充分准备。弹奏时，需要注意八度音型及和弦的奏

法，由于速度的加快会导致在演奏时有漏音的情况出现，所以要将注意力集中在

每个手指上，将身体的力量通过手臂放松地传递到每一个指尖上，使声音结实饱

满。整首曲子的踏板不易踩多，速度的加快会增加脚底的变化频率，不能及时地

更换踏板会使音乐变的混乱，所以演奏者要坚持少又精的踏板要领，将曲子的长

音及重拍音踩下即可。 

3：孤独的花(Einsame Blumen) 

    该曲非常优美抒情，通篇都需要贴键慢触键的演奏方法。左手远距离的跨越

充分的为曲子的低音声部做了铺垫，右手旋律音与中声部伴奏音的巧妙结合需要

演奏时合理的控制触键力量，分清主次。见(谱例 4） 

谱例 4： 

 

 

    全曲大多是八分音符与四分音符的结合，节奏型简单统一，演奏时需要贴键

把力量深深送到指尖加以控制，保持声音的连贯性，杜绝个别重音的出现。没有

过多的起伏变化及夸张的力度表现，平稳的演奏音乐，放松的将声音传出去、扬

起来，用自然的力量将朴实的音乐丰富的展现出来。踏板踩法统一，按照左手伴

奏音来更换踏板，踩长踏板，使音乐连贯自如。 

4：恶名昭彰的地方(Verrufene Stelle) 

    该曲附点的安排是它的独特之处，连续使用八分复附点和三十二分小音符的

组合形式，给音乐制造出古怪可怕的气氛。演奏时附点的时值一定要给够，和后

面的音连接要紧密，不能拖拍子，附点音下方出现的“ ”记号需要演奏者

万方数据



  14 

重视，在三个音中快速地做出强弱变化，指尖要谨慎控制。见（谱例 5) 

谱例 5： 

 

    整曲对演奏者的要求比较高，连音、跳音的穿插变化，要弹得清楚可分。强

弱的对比变化在该曲也比较多，由 PP、cresc、sf到 PP到 fp，若隐若现的音乐

表现需要演奏者在演奏时要仔细聆听自己细微敏感的触键变化。演奏时，音乐可

以做略微夸张的表现，可以在弱里做得更多些，强里更猛些，突出音乐所描述的

内容及所表达的感情。此曲踏板不易踩多、踩长，可以点在重拍上，换踏板时在

弱拍或长拍进行。 

5：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Freundliche Landschaft)  

    以三连音的形式来诠释 2/4拍，让音乐变得无比流动、畅快。音头前小音符

的增加，使得音乐充满灵气，这就要求我们在演奏时手指一定灵巧，不能有个别

重音出现，保持音乐的连贯性。见(谱例 6） 

谱例 6： 

 

    14小节三连音突然转变成 15小节二平均的节奏型，将音乐有伸张性的推向

了高潮，演奏时要掌握速度转变的平稳性，保持音乐的连贯。见（谱例 7) 

谱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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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曲的节奏型和旋律都显露出一种惬意放松的状态，所以在演奏时，手指触

键一定要干净流利，旋律在安排上是层层推进，手指要将推进的效果连贯的奏出，

要做到快而稳。整曲左手处于伴奏地位，在音多的情况下，左手需要贴键演奏来

控制自己的音量。演奏全曲时不能给人以三音一组的感觉，一定要将曲子演奏的

线条拉长，歌唱性的连贯。踏板采取短音踏板，只在音头上踩下即可。 

6：客栈(Herberge)  

    在这首曲子中又凸显了复调色彩，非常明朗的大调旋律由右手奏出，右手中

声部音要放弱，手指压低来演奏，高声部四分音符上的保持音记号要做强调演奏，

连续的两个音手指尖要深触键，保持高音声部旋律的完整进行。见（谱例 8） 

谱例 8： 

 

 

整首曲子还是比较欢快的，旋律线条的节奏变化比较丰富，有附点、跳音、

连音、非连音等不同节奏的穿插搭配，让音乐赋予了舞蹈的感觉。 

9、10、小节 sfp 的加入，给音乐以戏剧性的变化，演奏者在这里需做强调

性的演奏。该曲有很多八分附点音符连续出现，所以附点的时值一定要给足。 

19小节出现了非连音的音型，也就是跳连音的配合，右手高声部是旋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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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奏的基础上，演奏者须保持连贯的感觉，中声部声音放弱。见（谱例 9） 

谱例 9： 

 

    此曲左手大部分为伴奏声部，而 48—51 小节，主旋律由右手转到左手上，

左手贴键连贯性演奏，力量可多些，右手则为轻巧的跳动的八分音符，处在每拍

的后半拍，这样交替的组合，就如同是人们跳舞的节奏，演奏时需要轻巧连贯。

见（谱例 10） 

谱例 10： 

 

 

    演奏者在演奏该首作品时，需要很好地把握旋律的层次变化，在并不是很快

的中速中进行，需要做出音乐处理与强弱对比，在夸张的发展后，慢慢平静下来，

最后渐渐地消失。在踏板的使用上，需要根据右手的和声变化更换踏板，在更换

时一定要快抬快落，以防有遗留下来的和声影响后面的音乐线条。 

7：知更鸟(Vogel als Prophet)  

    非常有趣的一首曲子，也是整首套曲中最为大家熟知的作品，巧妙的节奏搭

配，生动地描绘了知更鸟的形态。该曲为缓慢的，但是每一拍里的音比较多，所

以需要演奏者及时更换手指，八分附点和三个三十二分音符组合为一拍，演奏时

需要保持住附点的时值，并要非常清楚准确迅速地演奏后面的三十二分音符，建

议演奏者在演奏时要数着节拍或运用节拍器。见（谱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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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1 

 

    中段 19—24 小节是采用新的素材，不再有断奏，都是和弦的连接，左手低

音的保持音加强了音乐的和声性，右手的最高音为主旋律音，在演奏时高音旋律

需要突出，踏板需要根据和声踩下，每一个和声换一个踏板。见（谱例 12） 

谱例 12： 

 

 

    曲子除了节奏变化颇多以外，它的强弱变化也很丰富，旋律音一直建立在一

些分解和弦的转换和连接上，使我们听上去音乐连绵不断，为了更好地给音乐连

贯的感觉，这就要求演奏者在演奏时，手指要非常灵活，转换和弦时要很迅速，

要求指尖的精确度非常高。踏板在长音时可以踩下，但不要踩得太深。 

8：猎歌(Jagdlied)  

    这是一首非常有力的、精力充沛的乐曲，6/8拍的节奏型迅速敏捷的展开音

乐。以弱起开始，每小节的第一拍强拍都是四分音符，后面是连续进行的八分音

符，演奏时第一拍要重，触键要深，后面的小拍要轻巧短促。其中多次出现的Λ

记号要求演奏者演奏时强调突出此音。踏板踩在第一拍上。见（谱例 13） 

谱例 13： 

万方数据



  18 

 

    中段 49—64 小节是十分轻巧欢快的乐段，主题的节奏型成为了该段的伴奏

音型，主旋律音围绕伴奏音型变化展开，开始的 49—52 这四小节主旋律在左手

上，并且是跨越式演奏，突出左手，右手一直保持安静的演奏伴奏声部，而 53

—56这四小节主旋律转为右手，左手需放弱演奏。见（谱例 14） 

谱例 14： 

 

    整首曲子的和声比较丰富，很多和弦音在演奏上一定要饱满不能漏音，并且

和弦的最高音在触键时力量应当多一点，演奏时节奏要紧凑，要合理的分配力量，

掌握演奏时落提的自然奏法，将手臂的力量顺畅的送到指尖上，使音乐放松有力

有弹性。演奏时踏板多给到重音上，根据和声更换踏板。 

9：告别(Abschied) 

    套曲中的最后一首作品，是一首不快的三声部曲子，和声非常的丰富，右手

高音声部的连续演奏是该曲的主旋律，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结合的节奏型令音乐

极富歌唱性，右手触键需要贴键，并且慢下键深触键演奏，左手重低音保持音应

略有突出，两手中声部的和弦音呈均匀的八分三连音奏出，需要轻声连贯。见（谱

例 15） 

谱例 15： 

万方数据



  19 

 

    整曲安静平缓的进行，没有夸张的强弱变化，在演奏时一定要注意音乐力量

的贯通，要平稳的过渡，从始至终保持贴键演奏，像是用一种抚摸的力量慢慢演

奏，突出旋律音，在安静的音乐中结束全曲，给人以无数的回忆与遐想。踏板由

左手低音和声来决定，随着右手主旋律高音区的进行，我们可采用适当的后踏板，

使音乐更加连贯，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次的踏板一定要换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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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与《森林景象》的对比分析 

一：在创作背景上的不同 

    《童年情景》和《森林景象》是舒曼的钢琴套曲中比较著名的两首，通过看

标题，就能感觉到两首曲子的内容是很相似的，都是在描绘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

的活动内容。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用小标题的写作手法，形象逼真的将标题形象

以及场景作出了细腻的刻画，尽情地抒发着自己极富浪漫主义气息的情感。 

    《童年情景》OP.15 创作于 1838 年，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时的舒曼生活安

逸，感情也有了归宿，正处在与克拉拉的热恋之中，对所有的音乐都充满了美好

的幻想。《童年情景》是以一个成人的角度来描写儿童的生活，通过回忆儿时的

生活来表达最纯最真的情感，一起游戏、一起听故事，有欢乐、有忧伤，各种各

样的感受营造了一个美妙生动的儿童世界。 

    《森林景象》OP.82，是他的晚期作品，创作于 1849年，此时的舒曼已被病

魔缠身，健康逐渐恶化，耳鸣极其严重。该曲通过描写景色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以自己在林中散步的情景，来感慨大自然。实则作品是在感慨人生，通过对音乐

的描述，来表现一生中有过的情感，平静、悲伤、害怕、幸福、愤怒、快乐、不

舍，将一切的情感都融入到音乐之中，使得音乐在表现上极为成熟。 

二：在创作风格上的不同 

    《童年情景》由十三首小曲组成，共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是：1《异国和

异国人民》、2《奇异的故事》、3《捉迷藏》、4《孩子的请求》、5《无比的幸

福》、6《重要事件》、7《梦幻曲》、8《火炉旁》、9《竹马游戏》、10《过分

认真》、11《惊吓》、12《孩子入睡》、13《诗人的话》。从这些标题中看出，

整个音乐的表现是很纯真简单的，通过细致地描绘孩子们天真可爱顽皮的心态，

表达了一种充满了幻想与神奇的童真。整首作品的曲式结构并不复杂，除了第 8、

10 为回旋曲式以外其它的都是单三部曲式结构。乐曲的旋律是比较鲜明的，并

且也是相对固定的，大多出现在右手高声部，左手的伴奏声部织体比较简单，使

演奏者能较容易地分析理解。在节奏的安排上没有什么特殊的组合，都是一些常

见的节奏型，并且速度与节奏都是统一化的，强弱上的处理没有大幅度夸张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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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变化，是一部连贯性很强很生动活泼的儿童套曲。 

    《森林景象》由九首小曲组成，共有九个小标题，分别是：1《森林的入口》、

2《埋伏的猎人》、3《孤独的花》、4《恶名昭彰的地方》、5《令人心旷神怡的

风景》、6《客栈》、7《知更鸟》、8《猎歌》、9《告别》。整首作品的变化性

和可塑性是非常强的，通过勾画森林中不同景象的状态及特点，表达自己极富诗

意的坦率之情。该曲的曲式结构除了有单三部曲式以外还有复二部、复三部曲式，

整体的结构都复杂了一些。在旋律上，不再是单一地停留在某一个声部，而是有

变化的左右手交替来表现，纵向与横向的织体都变得丰富独特。速度与力度是整

首作品中的点睛之笔，作者运用了大量节奏上的变化来表现音乐所表达的情景，

并通过细腻的强弱对比与变化将作品控制的游刃有余。 

三：在演奏要点上的不同 

1：速度与节奏 

   《童年情景》每首小曲中的速度是统一的，从音乐开始到结束没有过多特殊

的变化，节奏上还是遵循常见的组合方法，并未出现特殊的节奏型，而是简单传

统的表现音乐。这就要求演奏者在演奏该作品时要保持平稳的速度，抓住音乐形

象，流畅自然演奏。相对而言，《森林景象》的演奏要比《童年情景》多一份难

度，整体来看，速度处理上不再那么单纯，会经常用改变节奏型的方法来改变曲

子的速度，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对音乐的变化，正是因为这样的转变，就

需要演奏者要有极强的节奏感，不会因为改变节奏型而无法统一自己的速度，演

奏者在演奏时需要冷静理智，经过头脑思考后再做手上的处理。在创作中，大量

附点和切分的节奏型是舒曼经常会用到的，在该曲中，极具个性的节奏型就是双

附点的使用，连续地使用附点进行音乐发展，在演奏时，演奏者一定要严格掌握

音的时值，充分地把握拍子的进行。 

   2：和声 

    和声的使用是舒曼钢琴作品中最重要的写作书法，除了继承传统的和声写法

以外，他更趋向于寻求特殊效果的和声，非常注重和声的解决。《童年情景》与

《森林景象》这两部作品在和声的写作上也堪称完美，他对和声的不同运用也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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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出他表达的不一样的音乐情感。《童年情景》的和声安排是比较简单的，并且

大多都是左右手同步的，和声线条中可以容易的找出主旋律的音乐线条，在演奏

时注意清楚地判断分析主次声部，合理地控制触键力量是该作品的练习重点。《森

林景象》的和声是比较多变的，在他常用的和声搭配中会出现很多不和谐的和声

运用，或许这是由他那时的精神状况所决定的，正是这些不和谐的和声安排，更

深刻地体现了晚期舒曼感情上的彷徨孤独。和声的出现不再是有规律有计划的，

而是更大胆的交错出现，很多次出现了首尾重叠的配合，左右手的旋律声部也是

交替出现，这些使得音乐的和声更加丰富，同时面对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对演

奏者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演奏时首先要了解分析整曲的和声进行，并找出声部

中连贯的主旋律走向，将每一句都平稳的过渡，需谨慎地控制触键速度及力度。 

    《森林景象》这部套曲是舒曼晚期钢琴作品音乐风格和创作手法的集中体

现，它凝聚了作曲家一生的情感，极富艺术价值。他对音乐的热情追求与对情感

的奔放表达为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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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舒曼的音乐创作和实践热衷于对音乐情感的表现，他认为只有音乐才能更好

地表达抒发自己的感情。他的作品体现着现实的一切，反映着自己的心理、性格、

感情及态度。他的音乐处处充满幻想，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及感受力，细腻的将

音乐旋律与和声发展完美的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有艺术风格。钢琴套曲是舒曼

在钢琴作品中最具成就的创作，将多首带有标题的小曲组合串联成一整首乐曲，

以统一的乐思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他的作品都是以真实的现实生活为题材，

生动的描绘情景自然的流露感情。通过对舒曼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

舒曼，更好的理解他的音乐创作，更具体地体会他的音乐情感。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为钢琴套曲《森林景象》的曲式文本分析与演奏技法研

究。《森林情景》OP.82是舒曼晚期的一部作品，这首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是

每一首小曲都体现着他晚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九首小曲的连续性很强，通过一系

列短小精湛的段落组合，将作曲家的情感、情绪、心理变化体现的淋漓尽致。笔

者通过对《森林景象》的演奏及学习，从他的创作背景、创作风格、音乐内容、

演奏要点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最直接地探索舒曼音乐中的情感发展，最清

晰的掌握他晚期作品的音乐风格。该作品的音乐戏剧性很强，在强弱、速度、音

型上做了比较多的变化处理，使之作品与早期的套曲作品相比而言更为成熟、稳

重。 

《森林景象》是舒曼晚期的音乐作品，该作品集中体现了作曲家晚期时的音

乐创作特点以及音乐情感，通过对该作品的探析，希望能使更多的朋友来学习研

究这部杰作，发现它独特的内在魅力。同时，笔者深知本文仍存在许多的不完善，

希望各位老师予以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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