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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比利亚》(Iberia)组曲是西班牙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伊萨克·阿尔贝尼

斯（Isaac Albeniz1）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不仅奠定了阿尔贝尼斯在西班牙音

乐史中的地位，也为世人留下了一部极具西班牙风情的杰作。组曲由 12首带标题

的作品组成，每首作品都是以西班牙音乐元素为主题并借用西方的作曲技法进行

构思与创作，华丽的钢琴技巧与丰富的西班牙民族风格相互融合，使其在西班牙

乐坛乃至西方音乐史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本文以《伊比利亚》组曲为研究对象，

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绪论 。绪论分三个部分，一是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二是本文研究

的范围和方法；三是该课题目前研究的概况。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述阐明了本课

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概述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该课题在现今

社会上的研究概况，为研究本文的可行性提供依据。 

第二章：阿尔贝尼斯及其钢琴音乐创作。这一章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是阿尔贝尼斯的生平介绍，二是阿尔贝尼斯钢琴音乐作品的简介及《伊比利亚》

组曲创作的背景介绍，概括了阿尔贝尼斯音乐创作的三个重要时期，风格的形成

与作品的特点，为了解作曲家及其作品风格提供了宏观的概述。 

第三章：阿尔贝尼斯十二首钢琴组曲的曲式结构。本章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三首复三部曲式、五首奏鸣曲式、三首无序自由曲式以及一首双主题变奏曲式的

细致分析。本章内容是在分析乐曲曲式结构的基础上，同时结合着乐曲的主题、

和声、调性布局、节奏特点的分析进行相应的论述，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重点，是

从微观上对整首作品的音乐文本进行的细致分析。 

第四章：《伊比利亚》组曲的曲式结构特征。这一章是对各乐曲的曲式结构分

析后的总结，与传统曲式相比，该作品所具有的传统性及独新性，是对第二章的

总结与升华。 

本文以阿尔贝尼斯《伊比利亚》组曲为研究对象，以乐曲的曲式结构为研究的

重点，并对乐曲的主题发展，和声、调式调性等作曲技术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了

解其创作手法中民族元素与西洋技法相结合的方式，并总结其创作技法中曲式结

构的特点。 

 

关键词  阿尔贝尼斯；《伊比利亚》；曲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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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beria suite is the pinnacle work composed by Isaacs Albeniz (Isaac Albeniz1), 

who is well-known as a Spanish composer and pianist. This work not only won a 

significant status for Albeniz in the Spanish music history, but also left a wonderful 

Spanish style masterpiece for the world. Iberia suite consists of 12 pieces of titled 

works , every piece of the works is based on the theme of Spanish music elements, 

meanwhile, is conceived and composed utilizing western composing techniques. In this 

paper, Iberian sui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ould b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first chapter: the introduction. There are there parts to introduce this , one is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is research; Secondly,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this 

paper studies; finally ,the overview of the present study about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second chapter:The introduction of Albeniz and his piano music composition. 

There are two aspects about the introduction, namely Albeniz's lifetime and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of "Iberian" suite. This chapter sketches the composer's lifetime, three 

important periods of his music composition, the formation of his music sty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All above content presents an overview for acquainting the 

composer and his music style. 

The third chapter: The musical structure of Albeniz’s 12 pieces piano suite. There 

are particular analysis consist of four parts, namely 3 pieces of Ternary Form, 5 pieces 

of Sonata Form, 3 pieces of Disorderly Free Form and one piece of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Double Type.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musical form structure, meanwhile 

analyzes the works’ theme, harmony and tonality arrangement. This chapter is the core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division of formal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me, the 

application of harmony languag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 tonality, etc. It precisely 

analyzes the whole wor k in microcosm. 

The fourth chapter: The musical form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Iberia suite.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re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k' musical form.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usical form, this chapter shows Iberia suite’s innovation and unique , 

summarize and sublimate the whole paper.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Albeniz’s "Iberian" suite in terms of theme 

development, harmony, mode and tonality, and emphasizes the musical form structure. 

Through this paper we can understand Albeniz’s composing techniques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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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ethnic elements and western techniques, and summarize the mus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creation techniques. 

 

Keywords: Albeniz "Iberian" musical struc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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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阿尔贝尼斯，19世纪西班牙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创作了众多音乐作品，题

材涉猎广泛，是西班牙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不仅在西班牙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也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与关注。阿尔贝尼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钢琴

组曲《伊比利亚》，这个由十二首独立乐曲构成的组曲，每首乐曲都是以西班牙音

乐为主题构思并结合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的。本文以《伊比利亚》为研究对象，

以曲式结构研究为主线，并涉猎该作品的钢琴技术、作曲技法、艺术表现、西方

作曲技术与西班牙民族音乐的融合等方面。通过研究对本论文主要是着重对作品

的曲式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与传统的曲式比较看其创新与别具一格的曲式特

点，可以为创作者在音乐创作实践中提理论上的借鉴。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阿尔贝尼斯《伊比利亚》组曲中十二首乐曲的曲式结构分

析，音乐的结构对于一部作品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是音乐的骨骼框架，支撑着整

部作品，分析作品的曲式结构对了解一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阿尔贝

尼斯《伊比利亚》组曲的研究试图了解作曲家是如何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与欧洲

作曲技法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这对我们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同时，大多数学者对于阿尔贝尼斯《伊比利亚》组曲的研究，都集中在对其音乐

创作风格、钢琴的演奏技巧、教学方法、或是创作背景等相关方面上的介绍，对

作曲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曲式结构方面的专题研究就更是少了，因

此本人想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弥补这一领域中的空缺，同时也希望能够为更多

的人了解西班牙音乐尽一份微薄之力。 

二、研究范围和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在了解作曲家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思想状

态等的基础上，进行对作品文本的深入研究，包括乐曲的主题发展、和声语言，、

调式调性、曲式结构、节奏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其中以乐曲的曲式结构为主

要的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法

与分析法，通过对课题所收集的大量的文献资料的阅读，从而全面的、正确的对

文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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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概况 

通过对目前搜集到的文献的整理与阅读，了解到目前国内外对于阿尔贝尼斯

的研究状况如下：在国际范围内，研究阿尔贝尼斯的文献数量有十几篇，多是关

于阿尔贝尼斯生平与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对于阿尔别尼斯的研究文献数

量大概有三十篇左右，国内的资料中关于研究阿尔贝尼斯的专著类书籍很少，多

在钢琴领域或西班牙音乐史等的相关著作中有所涉及，国内对阿尔贝尼斯的研究

多半集中在学术期刊论文与研究生论文中，如罗薇的学术期刊论文《绚烂的民族

之花—简析阿尔贝尼斯的 钢琴套曲<伊比利亚>》中比较细致的介绍了阿尔贝尼斯

钢琴音乐创作的风格；任抒真的期刊论文《阿尔贝尼斯和他的<伊比利亚>》中简

单介绍了作曲家的创作经历和对乐曲的演奏分析；其中杨桂琴的学术期刊论文《<

伊比利亚>组曲的曲式结构分析》一文中对《伊比利亚》十二首钢琴组曲中的第一、

五、六、七、十二这五首进行了曲式结构的分析，王海涛的硕士论文《阿尔贝尼

斯钢琴组曲<伊比利亚>教学研究》中对作品的创作背景、风格特征、演奏与教学

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李翔宇的硕士论文《阿尔贝尼斯及其<伊比利亚>组曲研究》

中对《伊比利亚》组曲的创作手法进行了分析，但对于曲式结构的分析只是总结

性的概述而已，不到一篇的篇幅中并没有对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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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尔贝尼斯及其钢琴音乐创作 

一、阿尔贝尼斯  

伊萨克·阿尔贝尼斯,原名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贝尼斯（Isaac Manuel 

Francisco Albeniz1）是西班牙杰出的作曲家、钢琴家，1860年 5月 29日生于西

班牙北部的坎普罗东城，1909年 5 月 18日逝于法国的康博莱班，是十九、二十世

纪之交西班牙民族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阿尔贝尼斯，从小就显露出超长的音乐天赋，他四岁便开始登台演出，六岁

师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著名钢琴家马尔蒙特尔（Antonine-Francoins 

Marmonte,1816—1898学习钢琴，八岁开始巡回演出，九岁进入马德里音乐学院系

统的学习音乐。1872年他以一等奖的优异成绩毕业。阿尔贝尼斯才华横溢，被誉

为神通。由于青春期叛逆，十三岁时开始了他的演艺漂泊生涯，他走遍了欧洲，

远渡南美北美，广泛了解民风民俗，一边演奏、一边学习、一边创作。 

阿尔贝尼斯每到一地，都要拜访求教名师。其中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 1880

年，当时二十岁的阿尔贝尼斯在布达佩斯演出的途中，遇到李斯特，得到了李斯

特的赞赏并成为了他的学生。在李斯特的指导与帮助下，阿尔贝尼斯的在演奏水

平及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音乐创作上也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 

1883年阿尔贝尼斯得到了西班牙民族主义作曲家菲利普佩德雷尔（Felipe 

Pedrell,1841--1922）的鼓励和点拨，使他坚定的走上了发展西班牙民族音乐的

道路。阿尔贝尼斯试图把专业知识与民间音乐的音调相结合进行创作，并集中精

力进行西班牙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创作出了题材众多的音乐作品。同时，他还

在英、法、德、西班牙等各大城市举行钢琴巡回演奏会，获得了当时音乐界的广

泛关注和赞誉，他的极富西班牙色彩的钢琴演奏，获得了公众的一致承认。1885

年阿尔贝尼斯迁居马德里，凭借一流的演奏技巧和欧洲各地巡演的巨大成功，声

名大振，被人们誉为西班牙的“李斯特”，并跻身世界一流演奏家行列。 

1893年阿尔贝尼斯迁居巴黎，与并法国音乐家肖松、杜卡斯、丹第、福雷等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互相促进，他对法国音印

象主义音乐风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常见的演绎漂泊的生活严重的摧残

了阿尔贝尼斯的身体，1890年底，他的健康开始恶化，病痛常年不能治愈，1909

年，病逝于法国南部疗养胜地康博莱班，享年 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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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琴音乐创作 

阿尔贝尼斯创作的作品数量众多，种类也很丰富。阿尔贝尼斯以其常年沉淀

下来的西班牙民风民俗为创作背景，以西班牙民族的歌曲舞曲为题材，与不同流

派风格相融合，运用现代的作曲技巧，创作的钢琴曲、管弦乐曲、歌剧等约有五

百多首作品。其中主要以钢琴作品为主，1880—1892年间，阿尔贝尼斯共创做出

了 250首精致的钢琴小品。一部《古风组曲》(三首新巴洛克风格舞曲，1886 年)、

一部李斯特风格的练习曲、一部钢琴协奏曲等。阿尔贝尼斯除了是一名优秀的作

曲家外，还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在西班牙及欧洲各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与好评，有“西班牙的鲁宾斯坦”之称，阿尔贝尼斯“以罕见的技巧演奏贝多芬、

肖邦的作品，其技巧足以使他位于现代钢琴家的前列。”【1】在阿尔贝尼斯的众多作

品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就是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该组曲创作于 1906—1909 年，

历经三年，由四册组成，每册分三曲，共十二首，取材于西班牙充满魅力的民间

音乐，是以描绘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为内容，赋予娴熟的钢琴

技巧与卓越技法创作而成。 

阿尔贝尼斯将专业的作曲技法与西班牙的民间音乐有机的结合起来，加之其

受到浪漫派与印象派的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伊比利亚》钢琴组曲的

创作风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现实与客观的结合。组曲中的每首作品更多

的都是在描述西班牙民谣及舞蹈风情，都是作曲家亲身经历中所获得的创作灵感，

如第一集中的第二首《海港》，音乐描述的是热闹的圣玛利亚港口，运用的是西班

牙南部的舞蹈节奏型。二、标题性。标题性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特征之一，浪

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们经常给他们创作的作品写上标题，给予音乐欣赏着理解作

品以具体的启示。《阿尔贝尼斯》组曲的每一首作品都有明确的标题，他的标题名

称都来源于西班牙的地名或舞曲名，在标题的选用上，阿尔贝尼斯将浪漫主义标

题性与西班牙民族性相结合，淋漓尽致的展示出了西班牙民族音乐的特色。三、

印象主义风格。《伊比利亚》组曲将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与印象主义的风格特征融

合在一起，旋律常通过短小的动机进行发展，节奏上长用一种复节拍和复节奏，

多变的调性与使用显示出阿尔贝尼斯对调式的精心安排，除西洋大小调外，还有

五声音阶、中古调式及全音阶的使用等，乐曲中还尽量的避免明确终止式的出现，

并通过增加和弦结构的可能性减弱和声进行的功能性，使音乐极具和声色彩。乐

曲的音色新颖丰富，织体安排丰富细腻，作品中多采用小型体裁，结构较为松散

模糊，延续了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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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尔贝尼斯的十二首钢琴组曲的曲式结构 

一、复三部曲式--《港口》《塞维尔的圣诞节》《隆达纳舞曲》 

（一）《港口》（E1 Puerto）【2】是伊比利亚钢琴组曲中的第 2首，全曲欢快而

富有情调，其节奏采用的是西班牙南部的几个不同的舞蹈节奏，乐曲中每一个乐

句都使用节奏性的引子--响板音型、吉他音型，这不但具有一定的伴奏效果，还

担当了形象塑造的作用，使其具备了主题材料的性质。乐曲以流动的快板速度和

6/8拍鲜明活泼的舞曲节奏进行展开，旋律中充满了连绵不断的重复音型和银铃般

的装饰音，生动的描写了西班牙音乐的奇妙，且音乐中颇具吉卜赛的音乐风情，

音响色采变幻纷呈，尾声出现了明显变缓的速度，且力度减弱，乐曲中的各种要

素零星的传来，最后一切归于平静，乐曲梦幻般的结束，其中作曲家将伴奏织体

扩展到与主题的地位相当的规模，使得此曲从长度与内容上达到了复三部曲式的

规模，乐曲的主题是木屐舞风格【3】的旋律，阿尔贝尼斯用弗拉门科【4】中的三种舞

蹈节奏来描绘圣玛利亚港口的生活情节，乐曲中模仿的吉他音响，展示出浓郁的

安达卢西亚【5】地方色彩，乐曲是复三部曲式，结构图示如下。 

 

         Ⅰ                   Ⅱ                     Ⅲ         

 

 

A       B        C       D       E       E        A        B       尾声 

 

1-17  18-25    25-42    43-55   55-122  123-156   157-171  171-179 179-187 

 

该曲是展开性中部的复三部曲式，呈示部的结构是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由 A、B、C三个段落组成，A乐段 1-17小节，由平行的两句体乐段组成，第一小

节是动机，作曲家通过变化重复的手法将动机发展成 4小节的主题，A乐段在主题

不断的变化展开下完成。1-8小节为乐段 A的第一乐句，第二乐句为 9-17小节，

两乐句采用了合头换尾的手法，右手高声部是不断展开的吉他音型，到 13小节的

终止式乐段结束，为巩固强化 A段的音乐形象，13-17小节又以相同的音型对乐段

进行了补充。B 乐段 18-25小节，结构为单乐段，高声部运用了新的材料与节奏型，

但仍使用变化重复的手法，且调性也无变化。C乐段 25-42小节，是第一乐段的变

万方数据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6 - 

化再现，再现时是从 A段的第二乐句开始再现的，继而才出现第一乐句，再现时

织体与和声都有相应的变化，直到 42小节的开放终止，在结束呈示部的同时，也

为乐曲的第二部分做了准备。第二部分是展开性中部，运用第一部分的材料进行

不断地重复变奏与扩充，并由三个独立的段落构成， 43-55小节是中间部的第一

个段落，使用了新的材料，阿尔贝尼斯将这个新材料以相同的手法进行不断地重

复展开完成了该乐段。 

乐段 D中 43-44小节是动机，动机的重复发展形成了四小节乐句，49-52 小节

是45-48小节的完全重复，经过两小节的小连接后乐曲便进入了中部的第二乐段E。 

E乐段的音乐材料单一，音型固定重复，是模仿响板乐器的乐段，第 123小节开始

的段落是用第一部分的 C段材料进行展开的，类似于第一部分的假再现，再现部

对第一部分的第二与第三乐段进行了再现，157-171小节对A乐段进行了变化再现，

从 171小节开始进行了不断的结构内部的扩充，179小节是对第二主题的再现，是

缩短再现，并没有完整的出现第二主题的内容，继而转向了宁静的庄重的尾声，

结束全曲。 

本曲在调性上经历了 g小调、c小调和 f小调，最后到达 b小调（83-109 小

节），对于重降调式的避免通常是上下乐段某个升号调出现的唯一的原因。在欧洲

传统创作技法的运用上进入副部通常应该是往属方向发展，但印象派和民族乐派

多用于下属方向，阿尔贝尼斯在这里是将民族乐派与印象主义乐派相结合的一种

创作手法。1-11 小节是 D大调，第 8小节  B音可知进入 D和声大调，主题 A不

是由同一个材料所构成的，加了很多装饰音与加辅助音。第一部分低音声部一直

在 bD主持续音的持续下进行，形成了统一中含变化的音响效果。55小节建立在 D

和声大调上， AB乐段只是在旋律上形成对比，但在和声的使用上却是贯连的，，

其调式变化为 D旋律大调—d弗里几亚—d自然小调—D 混合利底亚。83小节开始

进入了#F大调，高音声部是 e自然小调，低声部是#F大调，在经过一个拿破里和

弦后进入了#F大调，右手的旋律声部与左手伴奏声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调性，低

声部的拿坡里和弦与 e自然小调的小小七和弦交织在一起，在进入 83小节后调性

布局控制在几个区域之中，并没有影响曲式结构。乐曲中这种调式布局打破了传

统的向属方向的进行，而是向下属方向三次连续进行，乐曲发展的内部有很多调

式的变化，如自然小调、和声大调、 旋律大调、拿坡里和弦、弗里几亚调式等调

式的交替使用。如谱例 3-1：《港口》78-82小节持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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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1：《港口》78-82小节 

阿尔贝尼斯在节奏上使用木屐舞作为引子。乐曲的节奏是 6/8拍，乐曲的第 1

小节是弱拍上的重音节奏，借以展示西班牙海港富有生气的情景，第 6-9小节，

第 17-24小节，第 41-54小节等处都出现了布列里亚斯舞【6】舞曲的切分节奏，右

手则是激烈的强音音型。乐曲的中段还出现了具有抒情性质的另一舞曲节奏塞吉

利亚舞【7】，这些富于变化的节奏交替构成了一幅南部海港的生活画卷。乐曲中的

力度变化也是频繁多样的，一小节中由强到弱再又弱变强的力度转换多用渐变力

度记号进行标记，如 ff、f、sffz、pp、 pppp等不同的重音记号强调音乐进行中

的情感，或强烈激昂或幽静平和。乐曲在织体的运用上也是颇为丰富的，一上来

就是基础低音加分解和弦式的伴奏织体，继而是右手声部音程纵向叠加与低声部

基础低音加分解和弦的织体形态，到了展开的部分，织体变化的就更加丰富了，

均匀的四十六与八分休止符及八分音符的不断交替重复为乐曲换上了新的面貌。

进入中间部的第二个乐段织体则变成了左右手相互交替演奏的形式，给音乐带来

活泼的喜感，后面的织体形态多半则是前面音乐出现的织体形态，这也是由于再

现的原因。 

《港口》的创作技法多采用传统的作曲技法，无论是在曲式的规范化结构上，

还是调性的使用上都是基于传统技法上的一种创新，在结构上，该曲式明显的结

构规范的复三部曲式，乐段的划分甚至还有完满终止式，和声也是相对简单，并

不复杂，在节奏的运用上，一方面模仿打击乐器的节奏音型，一方面是歌谣式的

贯穿全曲的 6/8 拍，是对热情而欢快的圣玛利亚港口的真实写照。 

 (二) 《塞维尔的圣诞节》(Fête-Dieu a Sêvilla)【8】是 12首乐曲中的第 3

首，乐曲描绘的是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的宗教节日，本曲是组曲中中最具标题性

的乐曲之一，阿尔贝尼斯在钢琴上淋漓尽致的描绘了节日的壮观场面，乐曲由模

仿鼓声的滚奏开始，主题是进行曲般的进行，并以沉思的尾声结束全曲。该乐曲

的曲式结构是介于单三与复三之间的中间型曲式，全曲的结构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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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引子  A     A1    A2      A3      B         C      A 及其变奏展开 尾声   

 

1-7 8-23 24-39  40-63  64-82  83-134   135-190  191-339      340-369 

 

该曲的曲式结构是介于单三与复三之间的中间型曲式，结合变奏展开原则，

第一部分有 7小节的引子，是模仿西班牙民间打击乐铃鼓的音响效果， 第 8-15

小节为主题旋律，乐曲的第一部分除引子外，都是主题 A的变奏展开，第一部分

的主题共变奏了三次，主题 A的结构为平行两句体乐段， 8-15小节是第一乐句，

15-23小节是第二乐句，和声上是开放终止，结束在#f小调的属音上。 

三次变奏都是装饰性变奏，变奏手法分别表现在织体变奏，音高变奏，及和

声变奏，主题在第一次变奏的时候，在高声部加入了八分音符的和弦音加以装饰，

且低音和弦也相应的发生些许的变化；主题的第二次变奏是高声部的旋律整体移

高八度的变奏，且低声部的和声也在变奏，并加入了连续的八分音符前椅音，造

成灵动的活泼的音响效果；主题的第三次变奏是和声上的变奏，在这里和弦变得

更加丰满厚重，变化音也更加的增多，使一连串离调和弦进行的变奏将乐曲的第

三次变奏引向乐曲主题的高潮。 

第三次变奏过后紧接着是左右手相互交替的一串波浪式进行的音符，在变奏

结束之后，还出现了 71-82小节通向第二部分的小连接，最终以一串情绪激烈的

高八度和弦的结束了连接，进入了乐曲的第二部分，即中间部，中间部结构规整，

是由两段材料的乐段构成，与前面激烈的情绪形成对比，刚进入中间部的乐段在

低音声部多是全音符的和声音程，用以衬托高声部流动的十六分音符，表现出一

种流动的静谧，且乐段材料单一，重复展开了一个乐段；中间部的第二乐段与第

一乐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即高声部与低声部相互对调，第一乐段低音部的长音衬

托变成了高声部的长音衬托，使音乐在变化的同时又保持统一的关系。再现部分

是对第一部分的再现与变奏展开，在再现的时候进行了丰富的变化，首先变体现

在织体的变化上，低声部原本柱式和弦式的音型变成了和声音程，且旋律声部进

行了低八度的再现，音乐进入 209 小节进行了乐段结构内的扩充，扩充后是对前

面主题的变奏，变奏体现在织体的变化上，由原本节奏一一对应的节奏织体变奏

成上下旋律相互交替的节奏织体，且在曲式结构上阿尔贝尼斯采用了一种叠达关

万方数据



第三章   阿尔贝尼斯的十二首钢琴组曲的曲式结构 

- 9 - 

系，使得乐曲的中间部分与再现部之间有种连贯的关系，叠达的甚至很难听出来

音乐在曲式结构上的变化。 

与上首乐曲相比，《塞维利亚的圣诞节》在调式调性的使用上要复杂得多。阿

尔贝尼斯将多种调式进行混合应用，使音乐赋予色彩性。乐曲第一部分的调性是

建立在#F调上的，并以该调为主调进行展开，进行五度扩展 ba-be-bb-F。中段调性

以#F调为主，以二度环绕式#F- e-#F-G走向的旋律音程进行展开，进入最后部分的

调性布局是：#F-A-G-D-C-b-#C,可见中间的部分是以功能性的五度调性关系作为支

撑的，尾声的调性是#F—E—D—C—#F—#B—#F。阿尔贝尼斯在传统调性框架的基础

上，使用增二度等不协和的音程，作曲家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技法，

以达到色彩丰富的音响效果，乐曲使用了较多的升号，1-82小节调性建立在#f小

调上，82-369 小节转调至#F大调，直至乐曲结束。尽管不是以降号调开始，作品

中也有向降号发展的趋势，《塞维尔的圣诞节》在 55小节成为了
b
b小调，乐曲在

结尾处进行下行五度的音程模仿，在一个带附加音的三度和弦上结束全曲，并且

还运用了五声音阶，如例 3-2《塞尔维亚的圣诞节》42-46小节 

 

谱例 3-2：《塞尔维亚的圣诞节》42-46小节 

乐曲在节奏上首先是以模仿鼓声的滚奏【9】开始的，紧接是在 2/4拍的节奏下

进行的响亮的进行曲般的主题，并以八度强奏构成的塞塔[10]曲调庄严出现，直至

歌声终止，在织体上，阿尔贝尼斯用三行五线谱进行记谱，还采用了双手交替弹

奏的一段高难度八度塞塔，营造出了强烈的噪音音响效果，并使用了三行五线谱

来进行记谱，这里的圣咏调庄严凝重，场面恢弘、旋律气息绵长蜿蜒，虽然是复

杂的织体结构，却是在质朴简单的主题段落下进行的变形和延伸。乐曲壮丽而辉

煌，优雅的快板速度，节奏为 2/4 拍，乐曲开头以模仿西班牙民间打击乐铃鼓的

音型作为全曲的引子，形象的描写了从远方缓缓走来的队伍，在鼓声中，渐渐出

现了平静而悠长的旋律，像似一首圣洁的赞美诗并伴有教堂庄严宏伟的钟声，作

曲家还采用了频繁的转调和浓厚的柱式和弦织体，当主题变得高亢，激昂，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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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乐曲出现了 3/8拍欢快热烈的场面，作曲家还多次使用了极强 fffff记号和

极弱 ppppp记号，可知阿尔贝尼斯对力度效果的创新和大胆追求，乐曲最后在沉

思式的尾声中结束。 

（三）《隆达纳舞曲》(Rondena)【11】是组曲中第 6 首，乐曲节奏欢快明朗，音

乐充满生机，还带着稍忧郁伤感的吉卜赛情调，旋律起伏错落有致，织体丰富多

样，正如标题所指示的，他建立于凡丹戈舞曲【12】的变体--隆达纳舞曲的节奏上，

6/8拍和 3/4拍相互交替。低音区反复循环的单一节奏与高音区的旋律形成对比，

旋律织体稠密丰富，和声语汇颇具特色。 曲式结构是复三部曲式，结构图示如下： 

 
           Ⅰ                  Ⅱ                    Ⅲ 

 

A   B   A1   C   A2    B     D    D1       A     B     A变奏  C  尾声 

1-16 17-27 28-40 41-68  69-72 73-92  93-30 131-148 149-164 165-172 173-200 201-216 

217-263 

该曲是结合变奏展开原则的复三部曲式，乐曲以 A 主题的材料为基础旋律进

行变奏展开，也有对 B部分材料的变奏，复三部曲式的第一部分是带变奏的单三

部曲式，主题 A每经过新的材料 B、C段后都会重复出现，显现出变奏曲式的原则，

A是四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主题为两小节的固定音型，将固定音型进行重复展开，

发展为一个乐句，该乐段的四个乐句都是由相同的手法完成的，如第二乐句是主

题上方大三度的不严格的模进，第三句是第二句不严格的模进，模进音程是上方

大三度，第四句在织体上稍作变化，但手法同样是节奏音型向上连续的模进。第

四乐句稍作织体上的变化，但同样是相同的节奏向上连续模进的音响效果。B 段是

新的材料，在旋律上与 A乐段形成鲜明的对比，结构仍是单乐段。与 A乐段相比，

其发展手法都是使用相同的材料进行不断的重复手法，继而完成一个新材料意义

的乐段。A1是对 A主题的装饰性变奏，其手法体现在节奏与音高的变奏上。C段

是乐曲第一部分中注入的又一新生材料，材料自由展开。。A2与 B1是对 A与 B的

装饰性变奏反复，其变奏手法主要是织体变奏与旋律变奏。乐曲的第二部分是一

个大乐段 D，93-102小节是乐段的引子，103小节开始是第二部分的主题，4 小节

为一个乐句，在这里，阿尔贝尼斯将乐句进行不断的重复与音型的模进展开，到

130小节乐段才结束，经过 4小节的连接后，又进入了 D 乐段的变奏重复，变奏采

用移高八度及柱式和弦的手法，进行乐段的重复。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动力再

现。 

乐曲在调性方面，首先开始于明朗的 D大调，后来进行频繁的转调，音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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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较多的使用了中古调式，如 E利底亚调式、D混合利底亚调式、e弗里几亚调式

等，调性的不断变化以及中古调式的使用使整首乐曲极具色彩感。科普拉主题出

现在乐曲的中间段落，有着缓慢倦怠的形象。在节奏上，阿尔贝尼斯经过多次的

变奏将主题不断的推延与拓展，也使前后的段落得到了较好的过渡与衔接。全曲

贯穿着典型的隆达纳舞曲的节拍特点：6/8拍与 3/4拍的相互交替流动，这与组曲

中第五首《阿美尼亚》里的节奏特点相似。这种动感的节奏型表现了西班牙民族

动感十足的舞蹈风格，同时也展示出一种高贵典雅的风韵，并与中间出现的一段

优美柔和的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曲节奏的特色之处就在于隆达纳舞曲的切

分音节奏和“马拉卡尼亚·隆狄尼亚”【13】的民谣旋律节奏。如谱例 3-3《隆达纳》

1-2小节。 

 

            谱例 3-3《隆达纳》1-2小节。 

 

乐曲的织体丰富多样，音乐活泼轻快，该乐曲的特点是其单一循环的节奏型与

高声部旋律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中间部运用部分在钢琴的中音区，并表现出作曲

家对和声的微妙选择。乐曲在进行到速度较慢的 Poco meno mosso 【14】部分终止，

继而奏出抒情民谣旋律，本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乐曲接近尾声的时候，部分终

止，继而奏出抒情性民谣旋律，乐曲是以凡丹戈舞曲的变体隆达纳舞曲进行创作，

以 6/8拍和 3/4 拍为特征的舞曲体裁。如谱例 3-4。组曲中作曲家对凡丹戈舞曲的

钟爱，是显而易见的，本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乐曲接近尾声的时候，与舞曲的

主题形成了对位法上的组合。乐曲进入结尾部分时，又再一次用 pppp的标记，将

乐曲带入无限的静谧之中，最后，连串的模仿吉他拨奏效果的经过句达到了最后

的一个小高潮，全曲结束。 

例 3-4《隆达纳》1-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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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4《隆达纳》1-4小节 

《隆达纳》舞曲在结构上采用了复三部曲式的曲式结构，调式丰富多样，阿

尔贝尼斯将不同的调性安排在一首乐曲中，产生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和声色彩与音

响效果。乐曲的节奏鲜明，6/8拍与 3/4拍不断地进行交替，具有强烈的跃动感，

使音乐充满生机。织体也是丰富多样，高低声部反复交替出现主题，旋律错落有

致，与丰富的多声部把乐曲逐步推向高潮，最后，乐曲渐渐安静下来，令人回味

的是结束句时突然出现的一个活泼跳跃的旋律。 

二、奏鸣曲式--《回忆》《特里安纳》《阿巴欣》《拉瓦别斯》《马

拉加》 

（一）《回忆》（Evocatión）组曲中的第一首乐曲，作曲家在最初就选用了奏

鸣曲式为曲式结构来构思乐曲，其创作特点是运用了持续在主音上的和声变化，

构成了和声上的复合功能，乐曲是有表情的小快板速度，节奏是 3/4拍，主长音

上的切分音型是乐曲的低声部伴奏，曲调舒缓柔美，左右手交替出现的旋律是典

型的西班牙民族风格音乐，即以科普拉【15】等歌曲为素材的旋律，这样的旋律似乎

把人们带进了美丽的、色彩斑斓的伊比利亚半岛。作曲家以此曲为引曲，体现了

其深厚的民族情怀，在结束段多次采用了极弱记号，营造出幽静，神秘的意境，

该曲为奏鸣曲式，结构图示如下。 

 
                           呈示部 

 

 

主部主题  补充  主部 1  副部主题  补充  副部主题  副部  副部  连接部 

 

1-10    11-18 19-26   27-46   47--54   55-74   75-88  89-94 95-102 
b
a            

b
E          

b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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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现部       

 

                                               

 

主部主题     补充      副部主题   副部主题（Ⅰ）       尾声              

 

103-110     111-114    115-134    135-144             145-155 
b
a                      

b
a                              

b
a    

 

《回忆》作为组曲的开卷曲，初次带给听众对西班牙情景的感知，主部主题为

短小精悍的单乐段，共 10小节，是由 4+4+2的结构构成的，从主题的前 5小节上

看，旋律音程是很有规律的，旋律音程是很有规律的展开的，每一组旋律音程都

是由每小节的四分音符向下三度的进行，然后再构成一个附点四分音符向上二度

的进行，由此形成了环绕迂回的旋律线，旋律音程在二度与三度音程之间做上下

迂回环绕式的发展，逢双数位置上的音程都是上行的进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上

下起伏的旋律线条。在钢琴的中音区演奏主题的旋律，主题旋律是西班牙古老的

凡丹戈舞曲主题，旋律优美而安静，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如谱例 3-5《回忆》主题

1-5小节 

 

谱例 3-5《回忆》主题 1-5小节 

 

主题旋律在钢琴的中音区演奏，采用了西班牙古老的凡丹戈舞曲主题，旋律

歌唱优美安静，有很强的歌唱性，其织体是三个声部中高声部是流动的八分音符

下赋予歌唱性的旋律，中声部是具有重复音的伴奏织体。中声部的同音进行随着

小节的发展，音形在一级级升高。低音部在 bA持续音下保持不变，是长音衬托与

连续切分组成的音型，节奏则是一种连续切分的感觉，有一种不断的向前推动的

感觉。，具有一种向前推动的感觉。主部主题在补充的材料过后是主题在属调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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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再现，这是主题不但调性转至了 bE调，和声织体也变得丰富与厚重了，27 小节

进入了副部主题，调性进入到主调的属调上。 

在曲式的传统创作方式上，多是两头短，中间长的结构形式，而在这里作曲

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恰恰是弱化甚至是取消展开部，对副部主题则是给予大力的

渲染与发展，阿尔贝尼斯在这里对副部进行了三次变奏，副部主题是由三个乐句

构成的单乐段，之后是 8小节的补充，补充所用的手法类似主部补充时所用的材

料，高声部流动的八分音符，低声部长音衬托与连续切分音型相结合，完成副部

主题。作曲家进行的第一次副部变奏是将副部调性上移小二度，转至 bC大调进行

反复，在加强副部的同时又变换了音响色彩，第二次变奏，阿尔贝尼斯不但运用

了大量的离调和弦，厚重的柱式和弦，还将原本匀称平稳的节奏多换作切分与附

点的具有动感的节奏型。第三次变奏只对副部的一个乐句进行了织体上与调性和

声上的变奏。随后进入了副部的结束部。 

此奏鸣曲式省略了展开部，似乎用强大的副部弥补了展开部，进而进入再现

部，再现时，对呈示部的各部分进行了缩减，主部之出现了一次，副部也只是出

现了主题及其一次变奏。145开始进入了全曲的尾声。乐曲在句法的运用上多是不

完整的乐汇结构与连句结构，音响相对稳定，这样就使得乐曲具备了很强的歌唱

性，连贯性。 

本曲在调性上，开始于 ba小调，在结尾处转到了 bA 大调，ba小调的调式变化

是非常灵活的，第 4小节中声部的还原 G为 ba和声小调，第 5小节的 bbB是 bA弗

里几亚调式的标志，G到 bbB是减三度的音程关系，经过这两个音的过度后，音乐

便很自然的转到了弗里几亚调式上，第 6小节是 bA洛克里亚调式，音与音之间的

变化体现在半音与全音之间的回旋与变化。第 7小节是 ba和声小调, 第 9小节 ba

洛克利亚导七和弦，到 10小节是 bA洛克尼亚调式，第 11小节利底亚升四级，接

下来阿尔贝尼斯为了调性很自然的过渡到 bE大调上，其中 1-12小节低音为 ba的

主持续音，13-15小节处运用了全音阶的写作手法，低音声部是 A—G—F—bE 的大

二度下行，这种全音阶的运用在曲式结构上起到了一种补充连接的作用，全音阶

在和声上则形成了全音和弦，全音六声音阶所建立起来的和弦是贫弱的、不很充

分的和声材料，全音阶的六个三和弦都是增三和弦，其中四个实际上是前两个增

三和弦的转位。            

副部补充材料的调性确立在 bG 上，低音持续 43-53 小节，其中 47小节的调式

是 bG混合利底亚，到 49小节旋律声部是和声大调，副部的展开部分低音完全持续

在 bG上， 71小节的调式是 bG混合利底亚，到 72小节 bG弗里几亚调式，变格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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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S-T，作曲家不断的将音乐进行变奏，75-78小节低音五度下行循环，调式是 bA

混合利底亚、连接部 95-102小节是 bA大调，低音持续在还原 D上，体现了 bA调

全音阶的色彩性。再现部在调式的运用上也是多种调式交替进行的，由 bE持续至
bA持续最后进入尾声。阿尔贝尼斯在调式调性的创作上以借鉴印象派【16】的创作手

法，打破了传统的正常功能进行方向，反功能进行。 

乐曲在节奏上使用的是西班牙音乐中常见的 3/4拍节奏，小快板速度，在西

班牙的凡丹戈曲的前奏下开始，副部是建立在属持续音属持续音上的一段模仿性

织体。力度上使用了 ppp带给人一种在幽深的回忆中的感觉，高音声部的下行琶

音营造出了一种色彩斑斓的意境，低音声部则出现模仿主部高声部的旋律，随后，

高低声部又相互交替，反复出现了这一旋律。如果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本曲是

组曲中最为容易的一首，主题旋律是个歌曲性的科普拉段落，全曲在这段科普拉

旋律上展开，左手在主 bA、
bbE持续音上的切分节奏贯穿全曲。旋律音调有着西班

牙早期的旋律风格的特征：音程在八度之间变化，没有大的跳跃，歌曲舒缓优美，

绵长的乐句在结尾处常有装饰音的使用，科普拉旋律的运用体现了西班牙东北部

和西北部的旋律风格。阿尔贝尼斯运用织体的变化对单一的旋律反复的陈述，让

人们深刻的感受到此时的作曲家沉浸在回忆中，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发自内心的热

爱和呼唤。乐曲蕴含着浓郁的民歌风格，音色明亮，乐曲中全音音阶的使用，颇

具印象派音乐的特征，营造出一种甜美亲切、沉静安详的气氛和场景。 

 《回忆》是一首赋予热情而浪漫的奏鸣曲式，用此曲展现了作曲家对祖国和

民族深厚的情怀，作曲家善用主长音上的和声变化，以构成和声上的复合功能，

使乐曲拥有者更加新颖独特的音响效果。乐曲中标有速度术语，即有表情的小快

板速度，节奏为 3/4拍，乐曲在主长音上的切分音型的伴奏下，舒缓柔美，上下

旋律声部交替出现，采用典型的西班牙民族风格旋律，即以科普拉等歌曲为素材

的旋律，把人们带进了美丽的、色彩斑斓的伊比利亚半岛。阿尔贝尼斯以此曲作

为整个组曲的引曲，体现了其深厚的民族情怀。 

 (二) 《特里安纳》（Triana）【17】是组曲中第六首，是这套组曲中最为著名的

一首。此曲的素材采用著名的弗拉门科舞曲，欢快而富有灵性的小快板速度，乐

曲的素材非常丰富，作曲家将西班牙双步舞曲【18】与斗牛士进行曲【19】的旋律交织

在一起，生动的描绘出一幅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吉卜赛营地的民间风情图画。音

乐十分的强烈与热情，有着双步舞曲那令人愉悦的节奏，乐曲最大的特点是类似

中国音乐的合尾，即以节奏段落与主题段落都为相同的结尾结束。阿尔贝尼斯用

跳跃、敏捷的斗牛进行曲完成了这首钢琴曲，乐曲贯穿着吉卜赛风情，具有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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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本组曲中最著名的乐曲之一。本曲曲式结构为奏鸣曲式，图示为下。 

 

               呈示部                            再现部 

 

   

引子   主部主题   连接部     副部     主部      副部        尾声 

  

  1-10    10-40     40-49      49-91   91—110   110-126    126-141 
#
f                 

#
f       A大调     F- 

#
f      

#
f       

#
f      

 

该乐曲的曲式结构为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在传统的奏鸣曲式结构中，这

个并不是太典型，这也是阿尔贝尼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较为个性化的处理。在

呈示部中，由副动机重复发展的 10 小节作为全曲的引子，一上来就给听者带来了

灵动跳跃的感觉，引子的低音声部始终在主调#f小调的主音上持续，直到小连接

部分的音型变成了高低声部上下交替进行的旋律，进入主部主题，主部主题是不

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两个乐段并立存在，各具特色，主题的第一乐段是 15-24

小节，非平行的两句体乐段，乐句结构似连句结构，如第一乐句高声部是长短的

组合，二拍的不协和音程和后十六节奏的相互交替完成了第一乐句，第二乐句是

连续的波浪式的前八后十六节奏音型构成的。 

23-24小节是两个乐段之间的小连接，材料与之前的连接所用的材料相似，高

低声部相互交替发出的一连串音响过后即使主题的第二乐段，24-40小节，同是两

句体乐段，第一乐句 24-29小节，第二乐句 30-37小节，这一段落较前一个乐段

织体运用的更加复杂多样，且厚重的和弦与八度音程的叠加，使音乐的音响效果

激昂充满动感。接下来是主部和副部之间的连接部分，这里的连接部的材料用的

是乐曲前面引子中的连接材料，继而进行展开的，经过了一连串的交替上行的旋

律过后，出现了新的织体面貌、节奏特点与调式调性，即进入了乐曲呈示部的副

部主题，副部主题有着悠长如歌般的旋律，经过一系列的主题变奏展开，行成了

比主部还要长很多的段落，甚至发展成代替奏鸣曲式展开部的展开性段落。       

副部共进行了三次展开性变奏，以斗牛进行曲为曲调，在动感悠扬的主题旋

律中，流动的有规律的三十二分音符在旋律中出现，三对二的节奏运用较多，演

奏技巧也可看出难度颇大。乐曲中的旋律还曾出现了科普拉主题，织体是四个声

部进行的，阿尔贝尼斯在这时候显现出了一种对旋律的超凡的控制力和卓越的对

位技巧，这个科普拉主题进行了四处装饰性变奏处理，使得其在左手马拉加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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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下，和声丰富、织体饱满、并多次变奏再现。再现部的手法是运用了旋律上

下对换、伴奏织体进行改变，还有副部的再一次变奏，最后进入乐曲的尾声，尾

声的材料同样是取用呈示部中的连接部的材料进行变化展开的。本曲除了奏鸣曲

式的曲式结构外，还有另外两种划分结构的可能性，一种是双主题变奏曲，一种

是并列复二部曲式，但是从结构上看，由于第一部分的变奏过于短小，并不是常

见的规范的双主题变奏，第二种可能性为并列复二部曲式，但是若按照并列复二

部曲式划分的话，则各个部分在结构上都不平衡，各个部分在比例上都不对称， 整

个作品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上，二主部则被作曲家减弱处理，这样就有些

倾向于变奏曲，也可以说本曲是自由曲式或混合曲式。 

在调性上，乐曲的引子和主部主题建立在#f小调上，在主部里面 A段和 A1段

都是 15小节，体现了对称性，第一部分结束在开放性终止上，在属音上结束，用

两拍半左右手交替音型，连接到连接部调性进入到同名大调
#
F大调。副部的第一

次变奏还是在 A大调上，在 65小节经过 a小调进入第二次变奏 F大调，第三变奏

性进入 bD大调=#C，下行三度。从 79 小调进入#f小调的属持续音，变奏曲#f 调性

的调复合 122小节接重属和弦，尾声运用引子材料#f小调到结束。 调性简单上下

三度波动，体现了色彩性，全曲展开部变奏 1、变奏 2、变奏 3，高潮点在第 3变

奏里，调性 bD=#C走到#f的属方向。 

 乐曲的节拍是 3/4拍，引子及主部主题的运用使用了轻快的帕舍都波舞曲【20】

3/4拍节奏，随后主题流淌出斗牛士进行曲悠然如歌的曲调。主部主题的重音出现

在弱拍上，而自然重音则改为跳音，动机系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组合，这种

跳动且带流动性的特征是典型吉普赛舞曲风格。乐曲在开始的时候使用了轻快的

节奏，随后是悠然的斗牛士进行曲曲调。 

《特里安娜》是《伊比利亚》中最为著名、被广为演奏的一首炫技性作品，音

乐热烈激情、闪耀光芒，全区贯穿着浓厚的吉普赛风情，给人以充分的空间去想

象和体会吉普赛人对生活所持有的乐观热情。阿尔贝尼斯用敏捷跳跃和悠然自得

的斗牛士进行曲节奏写下了这首乐曲，双步舞曲和斗牛士进行曲通过大小调交替，

以及预想不到的转调手法成功的创造出新颖的音响效果。两个主题交替出现并不

断变化，表现出两种矛盾对立的性格特征。 

 (三) 《阿巴欣》(EL Albaiìcn)[21]是组曲中的第七首。乐曲以吉卜赛民间舞

曲为音乐素材，乐谱上标记着很快的快板，但忧伤的。该乐曲是具有回旋性质的

奏鸣曲式，全曲是由主题段落与节奏段落多次的交替构成的，乐曲通篇都是方整

性结构，所有的小结构几乎都是由 2、4、8、16、32小节构成，体现出了舞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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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特征。乐曲描绘了忧郁与兴奋两种不同的情绪的交替，热情、激动的歌声伴

随着随意、自由的吉他声，使乐曲极富感染力。乐曲开头左右手交替弹奏的跳音

是为了模仿吉他的弹奏，此曲是阿尔贝尼斯成功的把深厚的民族情结与高超的创

作技巧结合的经典之作。吉卜赛舞蹈节奏主题和科普拉歌谣主题相互交替出现，

是本组曲中最动人的乐曲之一。结构图示如下。 

呈示部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主部    副部    主部    副部  再现准备 

 

 1-32  33-48   69-98  99-106 107-130 131-152 153-164 165-220 221-228 
b
b              

b
D                     

b
D     

  

           再现部                                尾声 

 

 

主部                   副部                    主部材料 

 

229-244               245-288                   289-313 
b
b                     

b
b                         

b
b
                                                                                                        

 

 

该曲为结合双主题变奏原则的奏鸣曲式，但与传统奏鸣曲式结构有许多地方

不同，如传统的奏鸣曲式是以展开主部材料为主的，而这里阿尔贝斯仍然是着重

强调并大力渲染了副部主题，强大的副部材料的展开甚至取代了展开部的，同时，

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相互交替变奏，主部主题是以模仿吉他的固定音型开始，带

有热情而伤感的布列里亚斯舞曲元素；并重复展开了 32 小节完成了主部，其结构

方整，主题是 2小节的音型，发展为 2+2+2„的重复乐句，完成了单乐段的主部。

连接部较为长大，这也是与传统连接部短小精悍的特征所不同的，且连接部包含

了两种材料，一个是连接主部的新材料，33-48，一个是新材料后副部主题之前的

材料 49-68，使用的的主部的材料加以变奏装饰，显示出变奏的特征。副部是由

6+6+6„六个重复乐句形成的单乐段，结构方整规范。结束部使用了主部材料既承

前启后，又蕴含双主题变奏。 

整部作品缺少展开部，简短的再现部只对程示部中主部和副部进行了变化再

现，最后以主部材料发展的尾声结束全曲。在该作品中，除了奏鸣曲式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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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三部曲式与双主体变奏曲式的特征，但如果从变奏曲式看，则主部的主题越来

越小，复部主题越来越强大，较不平衡，副部主题 29小节，副部主题第一次变奏

21小节，副部主题第二次变奏 63小节，张显出作曲家对副部的强调与重视，在音

乐的变化上也更显得激情与澎湃，原本的单音旋律线演变为更加丰富的多声部织

体，增加了和声效果，使声音变得饱满而赋予感染力，速度亦发生变化，调性也

由 bb小调转到 bD大调，如果从它的规模上与独立性格方面来看，亦有复三部曲式

的样子，但是这样的话第一部分就过于庞大，而值得肯定的是从层次上看，多是

两个主题的相互交替，作为奏鸣曲式来讲，虽然缺少展开部，但符合调性意义的

布局。 

乐曲的调性首先建立在 bb小调上，这个调性本身带有一种抑郁的、非常深刻

的内涵性，充满了疑问性，在调性上阿尔贝尼斯多采用了四度、五度、二度、三

度色彩性的调性，用了很多的弗里几亚调性，从开始的
b
b到属方向的 A1变奏上用

了 bD，之后用了二度、五度的关系调式到 B1的 d小调，A2建立在 G大调，随后阿

尔贝尼斯用了二度的调式变化，让 B2在 bA调上展开，A3 建立在 F大调上，最后

尾声落在 bb弗里几亚上，在第二主题之后连接部的第 1 阶段，阿尔贝尼斯采用了

他善用的手法，以 bb低音持续。第二阶段以 f音持续，体现了一种连贯性，在听

觉上有一种主-属的感觉，在音乐的层次上它采用了从短句到长句的这种一层比一

层递增的音乐结构，进而很自然的过度到副部，起到连接作用。进入副部，调性

仍在 bb小调的属方向，调式运用了 f弗里几亚，具有浓厚的色彩性及对比性。《阿

巴欣》中的弗里几亚调式是建立在深沉歌【22】的主题上，有十五度的双旋律线条构

成，在 68-69小节时变为 f弗里几亚调式，在 131-152 小节处又为 d弗里几亚调

式，在 245-249 小节又回到了 f弗里几亚调式。如谱例 3-6：《阿巴欣》67-68 小

节 

 

谱例 3-6：《阿巴欣》67-68小节 

在节奏上，乐曲为 3/8拍，以模仿吉他音响效果的音型化引子揭开乐篇。采

用双主题变奏的三部曲式，由两个交替出现的主题构成，在第一主题是带有热情

而伤感的布莱里亚斯舞曲元素，第二主题是建立在弗里几亚调式上的带有深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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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科普拉段落，曲调忧郁、深沉。阿尔贝尼斯不满足于对这个新主题材料所作

的一两次简单的陈述，而是写了七个不同的变奏，双手分别陈述这个主题的同时，

调性也在复杂的对位织体中游移于远关系的转换之中，这也是阿尔贝尼斯独创性

的旋律处理手法。乐曲中穿插的西班牙民歌的旋律用八度的方式演绎，营造出热

情激动的情绪。在曲首标注着很快但忧郁，热情中略带忧郁的表情术语，曲调在

波浪式的起伏中富有东方音乐风格及韵味，表现出阿尔贝尼斯典型的西班牙创作

手法，并保持了安达卢西亚民谣原来的形式。 

在《阿巴欣》中赫米奥拉【23】的使用也非常频繁。在变奏中，乐曲转调也比较

多，在科普拉主题的第二变奏中，12个小节里接连转了三次调 g—bB—F，乐曲中

忧郁、婉约的科普拉与活泼热烈的第一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西班牙民间

音乐中常见的动静对比手法，彰显了西班牙音乐独有的特色。乐曲织体复杂，演

奏难度非常大。德彪西曾评价这首曲子：“很少有音乐作品能与《阿巴欣》相比。

这首音乐将你沉浸在西班牙的充满百花芳香的夜晚气氛之中，仿佛可以听到吉他

隐隐约约在音响---它时而如诉如泣，时而宛如打哆嗦，但可以感觉得出：他知道

这些民间曲调，而且跟这些民间曲调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把这些民间曲调

同他自己的曲调区别开来。”[24]可见阿尔贝尼斯成功的运用了民歌主题和类似吉他

演奏的手法，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西班牙韵味，是《伊比利亚》中最脍炙人口的

一首。    

（四）《拉瓦别斯》(Lavapiès)【25】是组曲中的第九首，是以拉丁美洲生气勃勃

的时尚舞厅舞曲“秋拉斯”【26】为题材而构思成的，是该组曲中的唯一的一首不是

以安达卢西亚地区命名的乐曲。此曲为曲式结构为奏鸣曲式，通篇节奏鲜明准确，

且旋律跳跃大，力度较强，技巧高超，虽采用 2/4拍的节奏，但在节奏型上多采

用三连音的节奏，使音乐充满了无限的动感。连续而快速的八度大跳和弦，以及

低音声部动人的旋律，高音声部的两小节一次的如鼓声的和弦，营造出了一幅欢

快热烈的画面，旋律与伴奏织体相互交替，这样使得伴奏织体的音域扩展了极大

的空间。其曲式结构如下图示。 

      

          呈示部                     再现部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    主部       副部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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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70-77    78-157    158-174  175-201  202-240   240—264 

  
b
D              

b
A -c-

b
b -g-

b
B       

b
D 

 

  此曲仍然是无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主部是由较长的单二部曲式构成，第一

乐段前有 3小节的引子，整个乐段是由主题句不断重复展开形成的，乐段似一气

呵成，又可分为三个乐句，第二乐句 9-12小节完全重复第一乐句 5-8小节，第三

乐句 13-21小节又是第二乐句的变化重复。呈示部的第二乐段是较长大的乐段，

与第一乐段乐句结构相似，也是由主题句的变化重复移调等手法展开完成的，由

五个乐句构成的多乐句乐段构成，第一乐句 22-29小节，第二乐句 30-37小节是

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第三乐句 38-45小节，是第一乐句的上方三度摸进重复，

46-53是第三乐句的变化重复，最后一个乐句 54-69小节是主题材料的变化展开，

连接部是重复的三连音节奏型，似铃鼓发出的晃动摇摆的声响。 

乐曲的副部又是一个强大的展开性的副部，副部主题是两小节的乐节构成的，

四小节一乐句，整个乐段都是在不断的装饰变奏着主题句，如旋律变奏，102 小节

开始的乐句是把副部主题句的上下旋律相互颠倒，并增加了柱式和弦的和声效果

与低音声部琶音式的伴奏织体。移调变奏，副部调性由主调转到了属调 b A大调，

其中有很多的离调与转调，如 122小节使用了附属导七五六和弦，126小节开始转

至主调上方大三度 c小调。153小节又转至主调的属调 be小调。再现部变化再现

了呈示部中的主部和副部，在急速的尾声中结束全曲。 

本曲在调性上属于混合调性，其高声部旋律是 bD混合利底亚调式，低音声部的

旋律是 bA利底亚调式，调性的混合是阿尔贝尼斯常用的一种调性安排思路，可以

造成一种很美妙的音响。主部主题的第二乐句里面的结尾处有一个终止式，这里

的终止式的写作织体复杂，作曲家用了三行的记谱，低音声部还出现了 f音的属

持续音。后面调性经历 c小调后直接进入 C大调，再进人副部主题的 bA大调，在

调性上造成了一种对置的关。副部的调性是 bA大调，低音声部在这个音上作主持

续，在结束部中，调性是 c旋律小调，并出现了拿坡里和弦 b1SⅡ-d-t的进行，使

音乐更具有展开性；副部的继续展开过程中，还有 bB弗里几亚与 bb小调的混合调

性造成的一种色彩上的对比以及一种大小调交替的效果。第 169小节开始是再现

部的准备部分，主调 bD大调和 bA属持续音又从新出现，这是一种功能上的转化，

再现开始用属音作为准备句，调性确立在 bD混合利底亚上，尾声的调性在主调 bD

大调上结束。乐曲中还出现了全音阶，在 245-252小节的高音声部出现，低音声

部主音、属音在哈巴涅拉【27】的节奏基础上交替的进行着，如谱例 3-7：《拉瓦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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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50小节。 

谱例 3-7：《拉瓦别斯》247-250小节 

 

在节奏的使用上，《拉瓦别斯》主要是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乐曲以哈巴涅拉舞

曲元素为基础进行构思，并用活泼、开朗、幽默的音乐动机形象生动的描绘了一

幅欢快的场景，作曲家刻意把在弱拍上的二连音用小节线将其分开，混淆了真实

的节奏感，实则表现出了当地人民热情粗犷的性情。乐曲节拍是 2/4拍，却拥有

着三拍子式的流动性与舞曲性，跳动活跃的三连音使全曲充满了轻松、欢快的情

绪。 

 乐曲描绘的是西班牙一个热闹街区的繁杂景象，作曲家为使乐曲色彩丰富，还

使用了尖锐的不协和的和弦，以哈巴涅拉舞曲元素为乐曲节奏，曲式结构仍是省

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但该乐曲无论是在演奏技巧还是节奏气势方面都有着一定

的难度，在 12 首乐曲中《拉瓦别斯》是最复杂的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不是以安

达卢西亚民间歌舞为素材的乐曲。 

（五）《马拉加》（Málaga）【28】是组曲中的第 10 首，此曲取材于西班牙民间舞曲

“马拉甘尼亚”【29】，采用了 3/4拍活泼的快板速度，全曲旋律出奇自由和谐，充满

优美的浪漫情趣，节拍自由，通篇是由左手规模的三拍伴奏，与右手交替演奏的

悠扬的动听的旋律。此曲曲调纯朴、优美。曲式结构如下。 

           呈示部                                   再现部           

 

 

引子      主部    连接部     副部         主部              副部 

 

1-16      17-45   46-57     58-133       134-169          170-248 

 

该乐曲是由马拉加当地民谣的主题材料构成的，开篇的 16小节是全曲的引子，

万方数据



第三章   阿尔贝尼斯的十二首钢琴组曲的曲式结构 

- 23 - 

引子是由开头的主题延伸发展形成的似乐段的结构，到 16小节开放终止，将主部

主题引进，主部的结构是三个平行乐句构成的乐段结构，17-20为第一乐句，21-24

为第二乐句，25-45是第三乐句及其扩充展开，三个乐句使用同一主题材料进行不

断的展开发展。45-58是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之间的连接部，连接部也是同一材料

的变化重复完成的，到 58小节调性、节奏织体等都发生了变化，从外观上便可知

乐曲进入了乐曲的副部主题。 

副部主题发展的手法同主部主题一样，同样是将其主题的材料进行多次的变

奏重复展开而形成的单乐段， 58-65小节是副部的主题材料，66-73副部材料的

第 1次变奏，74-81为第 2次变奏，82-89为第 3次变奏，90-97是第 4次变奏，

98-113小节是第 5次变奏，114-120 小节是第 6次变奏，120-124小节是第 7 次变

奏，125-129小节是第 8次变奏，总共将副部的主题材料进行了八次不同的变奏，

使副部主题的音乐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和加强，副部主题的不断变奏展开形成了较

大规模的结构，乐曲虽然是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但是强大的展开性的副部却

弥补了这一点，甚至有种展开部的味道。经过 130-133 小节的小连接后，乐曲进

入了再现部，再现了呈示部中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再现时主部与副部在结构

的规模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织体的手法上、调性的回归上、节奏与和声的

重新安排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奏再现，使乐曲有种变化的美感。 

 

乐曲在调性上，首先建立在 f 弗里几亚调式上，低音声部有 F的持续音，副

部的低音是在 bE持续音的保持下进行的，26小节开始持续音转成了 G，直到 42-45

调性转到 b弗里几亚调式。副部的材料是在相同的主题材料上进行的一系列变化，

但副部的调性则变化多样，大致上经历了 D/bb-bE-bG-bC（旋律大调）-bG-bG(旋律大

调)- bb（弗里几亚）这样的一个调性走向，可见作曲家的创作思维是将西洋大小

调与欧洲的特种调式相混合以造成音响上的碰撞。连接的调性是在 f小调后进入

到 bD混合利底亚调式，当乐曲进入副部时，其调性仍然是在 bD混合利底亚上持续

着。 副部的 66 小节是 bd小调，74 小节是旋律三度上行的模进，调性为 E混合利

底亚调式， 82 小节又转到了 e小调上，副部的第一次变奏调性建立在 D大调上，

只是和声上有变化，后又经历 be旋律小调、bD混合利底亚，bb小调，及 110 小节
be小调与 bD混合利底亚的混合调式最终到 bB大调等一系列复杂的调性的辗转，可

见阿尔贝尼斯创作中对调性的特殊安排与使用，以表达他内心对音乐要求的意境。 

 

阿尔贝尼斯在节奏的选择上使用了重音转移的形式，即在拍号不变的情况下

万方数据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4 - 

可改变节拍的一种重音转移方法，在这样的一种重音移动的情况下，可以使长短

节奏的组合形成一种类似“切分”节奏的音乐感觉。乐曲开始的主题是在当地民

谣主题跳跃而多变的节奏下展开的，由于连线的使用，造成重音转移的切分节奏

形成了变节拍的节奏感，在 3/4拍的节拍中却是 2/4拍的听觉效果，但谱面上则

还是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或附点四分音符的有规律的组合而成的，节奏单纯统

一，却又很好的表现出了鲜明的马拉加民族舞曲的风格与特征。如谱例 3-8：《马

拉加》17-20小节。 

 

谱例 3-8：《马拉加》17-20小节 

《马拉加》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是作曲家对浪漫的马拉加海岸线风光的一种

回忆，乐曲的主题是由马拉加当地的民谣及舞曲材料为构思进行创作，曲调非常

的优美、纯朴，节奏采用的是建立在凡丹戈舞曲在马拉加地区的一种变体形式，

3/4的拍子，节奏多变而活跃跳动，打破了传统的自然重音的规规律，使音乐充满

无限的生命力与流动感。乐曲的主题在连续的自由的多次转调中，是音乐显得单

纯却不乏魅力。丰满的织体，热烈的情绪。乐曲的第一个主题是马拉甘尼亚舞曲

的变化引申形成的，有着强烈切分感，副部中出现了一个深沉歌式的科普拉，低

音声部是具有阿拉伯音乐风格【30】的装饰性伴奏，散发着浓郁的东方魅力。全曲的

旋律优美流畅，节奏动感激烈，和声上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奇妙丰富，曲式结构上

是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结构。 

三、无序自由曲式---《阿美尼亚》《黑勒斯》《艾里达纳》 

（一）《阿美尼亚》（Almerìa）【31】组曲中第五首，其基本创作是借鉴于西班牙

“达兰达斯”【32】民族舞曲的韵律。乐曲在速度上采用了中速的小快板的速度，其

曲式结构是无序的自由曲式，在调性上阿尔贝尼斯使用了艾奥尼亚与利底亚调式

的混合调性，构成了复杂迷离的音响效果。低声部的伴奏自始至终是在主音 G音

上的持续，使得和声更具色彩。乐曲第二部分的旋律是舒展悠扬的主题旋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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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是 4/4拍，而低音声部安静舒缓带舞蹈韵味的伴奏却采是用了 6/8拍的节奏，

这样就是两小节的伴奏配一小节的旋律，产生出一种美妙而神奇的音响效果。后

面的乐曲情绪变得活跃激动，低音声部多次的出现十六分音符的句子，高音声部

激情而富于张力的八度演奏最后将乐曲推向了高潮。随后乐曲再一次平静下来，

在柔和安详的气氛中结束，下面是该乐曲的结构图示。 

          

                           自由曲式                       

 

 

A    A1    A2    A3     B    A3     B1     C      B2  改！ 尾声 

 

1-21  22-45  46-67  67-86  87-130 131-154 155-176 177-188 189-223 224-241 

 

《阿美尼亚》是本组曲中首次使用自由曲式为结构的乐曲，整体来看，乐曲

共有三个大的主题，A、B、C三个主题，三个主题进行无规律的重复与再现，1-21

小节,是 A主题的首次展示，其主题旋律采用的是塔兰达舞曲【33】和宁静悠闲的民

谣曲调而组成的，A主题是阿尔贝尼斯在本曲中着重强调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作曲

家将主题 A的旋律连续进行了三次变化重复，以强化 A 主题在乐曲中的地位。主

题 A是由连句结构发展形成的乐段结构，乐段由两小节半为一个单位进行不断的

变化反复推延着音乐，使 A主题的音乐绵延不断，一气呵成，直到 21小节稍作停

留便又继续了 A主题的乐段反复。 

反复的时候是变化反复，在织体的使用上较之增加了柱式厚重的和弦，是音

乐的音响效果更具有色彩。A2是在 A主题旋律的基础上进行节奏上的变化反复，

将原本高低声部强拍对位的节奏变成了相互交错发声对位的节奏形态，使音乐更

加具有动感与灵性。A2在第三次反复之前使用两小节的琶音和弦作为其间的小连

接，进入 A3的引入性材料，到 79 小节正式进入 A主题的反复，A3是对主题的缩

减反复，反复时将乐句进行了减缩，使原本长达 21小节的 A主题只完成了 8 小节

便直接进入了乐曲的第二主题，即 B主题。 

B主题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进入 B主题的引入部分 87-99，高音声部用以宽

广绵延持续的柱式和弦作为和声衬托，低音声部在 C音上始终持续着，到 100 小

节进入了 B主题旋律的中心部分，旋律出现在了右手的高音声部上，低音声部及

中音声部则是持续的基础低音与钢琴伴奏织体的进行，以两小节为一个单位不断

的摸进重复，一直到 127小节进入 B主题的结束部分，完成了 B主题的旋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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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了主题 A的再现，只是再现的 A3主题织体上大有不同，将原本流动的高音

声部的旋律变成了柱式长音和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从 143小节开始旋

律出现在中间声部，后又对 B主题的再现，再现时对织体、节奏、和声等要素进

行了多重的装饰变奏，原本三个八分音符一组的低音伴奏音型变成了快速而流动

均匀的十六分音符形成的音组，158 小节乐曲进入到 C主题时，节奏与织体全部转

变成了低音声部快速而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和高音声部绵延起伏的柱式和弦的对峙

上。随后是对主题 B的变奏反复，直到乐曲进入尾声，又再次出现了主题 A 的材

料。主题 A是作曲家着重强调的一个段落，其旋律音程颇具规律性。 

乐曲的调性是建立在 G调的持续音下进行的，乐段中的每一个小节的低音都

持续在主音 G上。G音是 A主题主要强调的音，就连调式上的变化也都是建立在 G

音上的一些特种大小调上的变化，乐曲的调性大致经过了 G大调-G利底亚-g 弗里

几亚-G利底亚-g弗里几亚-G利底亚-g弗里几亚这样一系列建立在 G音上的特种

大小调式。可见乐曲在调性的运用上是非常多变的，并且还出现了混合调性，如

在 17小节的高音声部的调性与低音声部的调性是不同的，高音声部是 bE调，低音

声部是 G弗里几亚，阿尔贝尼斯似乎比较偏爱这种混合调性的用法，在很多的作

品中都有体现。乐曲在第 177小节，即乐曲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关键处，局部转调

到了 be 小调，又进过 F-bB-bE-f等的调性变化。在《阿美尼亚》主题的结束处，

是一个完整的全音阶旋律，在全音阶的排列中，音乐听起来别具特性，如谱例 3-9：

《阿美尼亚》230-231小节。 

 

谱例 3-9：《阿美尼亚》230-231 小节 

复杂的层次结构与调性手法的多样，使整首作品的结构框架变得模糊不清。

作曲家创造性的运用了左右手分离的节奏，即右手持续怕的同时，左手不断出现

与节奏韵律交替进行，这与舞蹈节奏重音的分布感觉极为相似。乐曲中“深沉歌”

式的旋律悲痛，伤感，深情，在较窄的区域内进行，使典型的西班牙舞曲节奏风

格，犹豫的拖腔立即将听众带人悲伤，痛苦的心境之中，触及到阿达卢西亚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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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深处。 

乐曲在节奏上是 6/8与 3/4拍的相互交替，这与《隆达纳》舞曲的节拍使用

是一样的，但《阿美尼亚》在曲式结构和调性的对比上要比前几首要更加复杂， 乐

曲描写了阿美尼亚风光旖旎的海岸风情，因为曾是阿拉伯人的重镇，所以乐曲中

通过一些中古调式的运用，如混合利底亚调式、多利亚调式，带有一些阿拉伯风

格的异域风情。全曲由阿美尼亚盛行的塔兰塔舞曲及悠闲宁静的塔兰塔民谣组成，

这首乐曲较《隆达纳舞曲》速度稍慢，音乐柔和，旋律性更强，节拍上通用采用

6/8与 3/4拍子的交替，从而增强音乐得层次感；此外，赫米奥拉节奏的运用，也

体现了西班牙音乐得独特韵味。 

（二）《黑勒斯》【34】是组曲中第 11首，乐曲描绘的是阿拉伯建筑的特色，同

时也显露出一些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融合了他个人风格中最吸引人的因素，如

舒缓的速度、优美的旋律、如同阿拉伯风格建筑物上装饰花纹般的装饰音，乐曲

对西班牙长笛、铃鼓、风笛、响板声音模仿，构成了优雅精致的绝美篇章、与他

音乐中最渴望的、真正的本质。本曲的曲式结构是自由曲式，如下为该曲的曲式

结构图示。 

 自由曲式 

 

 

A     B    C    D    D1   D2    D3    B     A     B     A     B 

1-27   28-48  49-66  67-80  81-94  95-99 100-111 112-154 155-166 167-182 

183-205 206-230 

 

乐曲由四个主要的部分组成，阿尔贝尼斯将四个段落进行自由的安排，构成

无序自由曲式，其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曲式结构，乐曲首先进入的是第一部分 A

主题，A的结构是连句形成的单乐段结构，从谱面的表面上来看乐段是由一个半小

节为一个主题动机进行不断的发展的，但实因弱起节奏与休止符的使用，以是一

小节为一个最小的基础单位，两小节一个乐节为主题的主要音型进行不断的重复

变奏而展开的，3-4小节是 1-2小节的完全重复，5-6是 1-2小节的变奏发展，在

节奏不改变的同时改换旋律音，在主题动机的不断变化下进行不断的展开。第 9

小节开始是主题移高八度的重复，并结合变奏的柱式和弦的使用，17小节开始又

是主题 A在结构内的变奏展开。第 28小节进入了 B主题，其结构是单乐段，以一

小节为单位进行不断的摸进展开而成，其中 32—35小节是 28-31小节的反复，继

而进行不断的音型变奏展开，直到 49小节进入了 C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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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题的结构是不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是 49-55，第二乐段是

56-66小节，一开始，阿尔贝尼斯是将主题 A与主题 B的材料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并

进行不断的展开发展的，高音声部是前面 B主题的旋律音型的展开，低音主题则

是主题 A的旋律展开，低音声部的旋律直到 52小节才转到了高音声部，使用的是

主题 A的材料。第二乐段是主题 A 的材料进行的变奏展开，到 60小节是乐段的一

个小连接，使乐曲通向了又一个新的材料，D主题。 

D主题的结构是连句构成的单乐段结构，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变奏，使 D主题变

得较比长大，高声部是主题旋律，低音声部是连续切分加低音持续音的伴奏音型。

D主题的初次呈现是 67-80小节，其第一次变奏是 81-94小节，第二次变奏是 95-107

小节，第三次变奏是 100-111小节。其变奏的手法主要是以音的摸进加花。长达

的 D主题过后，出现的是主题 B的变奏旋律，其变奏手法是节奏的变奏与展开，

以及和弦上的叠加，和声变奏等。乐曲的最后两个个部分，阿尔贝尼斯安排了主

题 A、B的旋律再次出现，以显示无序多变的乐曲中的一种对应的回归感。主题 A

的再次出现通过和声的变奏、节奏变奏、以及 B主题从 175开始到曲终的逆行等

手法完成的。 

该曲的调性始终建立在 e弗里几亚调式上， 100小节开始正式转为 bD大调,

作品的主要调式是在降号调的范围内进行移动，甚至向着更深远的方向，从

F-bB-bE-bA，也运用了弗里几亚调式，主部的调性是确立在 e弗里几亚调式上，到

27小节转到了 E混合利底亚调式，结束了乐段。该曲作为一个小调性的作品，在

全曲的结束处却转到 E大调上。如谱例 3-10： 

《黑勒斯》26-17小节 

 

谱例 3-10：《黑勒斯》26-17小节 

《黑勒斯》的核心主题旋律的调性框架是下行的一系列调性的进行，a-g-f-e,

并将这个下行的旋律转移到了低声部，如谱例 3-11：《黑勒斯》18-1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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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11：《黑勒斯》18-19小节 

阿尔贝尼斯在和声语汇的使用上，受到当时浪漫派后期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

或法国民族乐派作曲家福雷的影响，没有着重的强调夸张的和声效果，而是显现

出其丰富的色彩以及清晰自如的和声效果。他的和声语汇既有传统素材的积淀也

融合了 20世纪初和声的新风尚。比如二度叠置和弦的运用，大二度和小二度都可

以用于二度构成和弦的建立。二度构成和弦也可按照七度来排列，就像三度和弦

可以按六度来排列一样。当二度和弦用密集位置排列时，它们容易紧缚在一起，

成为打击的音响。如谱例 3-12：《黑勒斯》155-156小节。 

 

谱例 3-12：《黑勒斯》155-156 小节 

乐曲的节拍变换频繁，其中 3/4 拍、3/8拍、1/4 拍和 2/4拍交替出现。作品

风格略显暗淡和忧郁，表达出孤独、思乡的情怀，渲染着阿拉伯风格色彩。乐曲

一开始用 e调上的弗里几亚调式，以吉普赛人所喜爱的弗拉门科中属于大调的索

勒阿莱斯舞曲（Soleares）【35】以及吉普赛舞曲【36】写成，但阿尔贝尼斯没有将其旋

律直接采用，而是将那些舞曲元素融合到了自己的创作技法中，阿尔贝尼斯把吸

取到的西班牙丰富的民间音乐因素悄无声息的融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此曲节

奏舒缓，旋律优美恬静，充满了阿尔贝尼斯的独特风格，那自由耀动的曲调、频

繁变换的节拍、纤细的表情、无比绚烂的色彩，充满了阿尔贝尼斯式的幻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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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是组曲中横向节奏变化最频繁的一首，其中 2/4 拍 1/4拍和 3/4拍子交替

出现，节奏变化非常频繁的，乐曲中索勒阿斯舞曲与吉普赛舞曲以多变的节奏，

将西班牙民间特有的舞蹈场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如谱例 3-13：《黑勒斯》146-147

小节。 

 

谱例 3-13：《黑勒斯》146-147 小节 

《黑勒斯》在篇幅上较为长大，4个主题无序的出现在乐曲中，除了反复出现

的 A、B主题，还有经过 3次变奏的 D主题，这些都使乐曲的规模变得长大，乐曲

在节奏上多种不同类型的拍子交替进行，是音乐显得摇曳与不安稳，这也正体现

了作曲家那暗淡忧伤、孤独思乡的情怀。乐曲在调性上的使用更是复杂迷离，频

繁的离调转调令音乐更显得朦胧。整部作品充满了阿尔贝尼斯式的音乐特征，旋

律的起起伏、变换的节拍、绚烂的色彩等，为听众传达了一幅西班牙风情的佳篇

杰作 

（三）《艾里达纳》【37】是组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以是优雅的小快板速度，有

着明朗乐观的经过音、不协和的和声处理、频繁转调的旋律及鲜明而富于动感的

舞蹈节奏，使乐曲欢快清新中充满了印象主义的色彩，阿尔贝尼斯用跳跃的音符、

浪漫的曲调，绚丽的曲风，展现出了西班牙斑斓多彩的节日风情以及西班牙民族

那无拘束的自由美。作曲家选择这首热烈激昂的乐曲作为整部组曲的终曲，用以

表达他内心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自由曲式 

 

 

A        B         C        C1        C1         A          D 

 

1-19    19-28     29-46    47-69     70-89      89-132    132-144 

 

主题 A的结构是单二部曲式，第一乐段 1-9小节，是连句结构发展的乐段，

该乐段停在了 bE大调的完满终止上，第 9小节开始进入了 A主题的第二乐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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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段的结构是平行的两句体乐段，9-15是第一乐句的呈示，15-19小节是第一

乐句的合头换尾，并较第一乐句发展了更加厚重的和弦与丰富的织体。B主题从

19小节开始到 28小节，是连句结构形成的单乐段，以两小节为一个单位进行不断

的重复摸进与变奏展开，在 27-28 小节的一个小连接过后，乐曲进入 C主题，其

结构仍然是单乐段结构，只是阿尔贝尼斯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段落，共进行了三

次变奏展开，29-30是主题 C前的小引子，31小节开始正式进入 C主题，主题 C

由三个平行乐句构成，第一乐句 31-34小节结束在 f小调的终止式上，第二乐句

35-39停在了 g 小调的终止式上，第三乐句 39-46，结束在 bE大调上，三个乐句在

不同的调性上进行展开发展，相同的主题旋律在右手的高音声部进行不同的模进

与变奏，完成 C主题的呈示。 

47小节开始是主题 C进行的第一次装饰性变奏，包含调性、和声及织体等方

面的变奏，在调性上转到了 F调上，从 47小节的 F混合利底亚调式到 52小节的 f

弗里几亚调式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调性变化，都是与 C主题的原型大相径庭的，在

织体上，主题旋律调换到了左手的低音声部上，将伴奏声部对调到高音声部，低

音声部的主题旋律一直进行到 55小节才又互换回来。到第 70小节是 C主题的第

二次变奏，同样是在调性、和声与织体方面进行了变奏，其调性的变化更加的频

繁,织体与和声也显得更加的厚重丰满。在 C主题的陈述及变奏全部结束后，又出

现了 A主题的旋律，使乐曲有种回归感，主题 A的再现是变化再现，在织体的安

排与旋律的展开上有了很大的不同，由原本 19小节的主题扩展到了 43小节，最

后乐曲在新的材料上，即 D主题上结束全曲，主题 D是单一动机发展的乐段结构，

相同的音型不断的反复发展，有种尾声的感觉。 

主题 A与 B的调性均建立在 bE 调上，从刚开始的 bE 大调再到 bE混合利底亚调

式上，调性统一，无转调现象，C主题开头结尾的调性仍在 bE调上，只是中间内

部进行了 f-g的连续上行大二度的转调，主题 C第一次变奏的调性经历了 F-F混

合利底亚-f弗里几亚-e-E的调性进行，第二次变奏调性是 E-#f 弗里几亚-G 和声

大调-bA混合利底亚-be小调的走向，频繁的转调可见阿尔贝尼斯在调性选择上的

精心设置。主题 A的再现在属持续音上，在 79小节Ⅶ7/be-K46-Ⅴ/Ⅴ 

-Ⅶ7-Ⅱ-Ⅴ的和声进行上，并没有解决到主音上，后直接转到了 bB调上，bB

调的调性一直持续到 134小节才转入 bE，乐曲最终在 bE 调上结束。 

乐曲在 3/4 拍的进行中有三个小节包括虚小节线的 4/4拍，暗示在小节内部

节拍划分为 1+3。在这个片段中塞维亚纳节奏【38】的推进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人

们通过这样不规律性的律动难以获得正确的感觉，所以标记 4/4拍显得必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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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况出现在第 7和第 100小节同时这种不规律的节拍在不同的音乐上出现发

生在第 45小节。如谱例 3-14：《艾里达纳》7-8小节 

 

谱例 3-14：《艾里达纳》7-8小节 

乐曲用塞维亚纳舞曲的节奏来描绘小酒馆里欢乐、嬉戏的热闹场景，这是组

曲的最后一首乐曲，也是整首组曲的高潮。作品以优美的小快板，明朗乐观的和

声处理以及大胆转调的旋律，鲜明动感的舞蹈节奏为特征，将西班牙民族无拘无

束的野性美、自由美、用音符描绘出来。对于演奏者来说，这也是一首技巧极难

的乐曲，作曲家用多样的调式、舞蹈性的节拍、长短错落的乐句、以及丰富的和

声变化，德彪西曾评价此曲说：“乐曲描绘了极为绚丽多彩的塞维尔地方特色。他

不仅刻画风景，更有人的内心感情冲击，音乐极为愉快、华丽、兴奋和近乎疯狂。

更富于多样变化，充满色彩之印象，无人能出其右。”【39】阿尔贝尼斯在此曲中淋漓

尽致的表现了西班牙民族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他用音响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

姿的西班牙风俗画，表达出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真挚祝福。 

四、双主题变奏曲---《波罗调》 

（一）《波罗调》（EL Polo）【40】是组曲中的第八首，乐曲以安达卢西亚地区忧

郁的民间舞曲“波罗”为素材进行创作，采用了中速的 3/8拍节奏，由主长音上

的各种变和弦、离调和弦造成音响的复杂化，以及大七度小七度音的同时结合为

其和声音响的特点。全曲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带有哭泣的感觉，这种悲泣是用断

续的节奏和交叉重复音来表现的，乐曲开始用了一个乐段 16小节的舞曲节奏作为

伴奏，在乐曲发展到一个段落的高潮之后，伴奏型再次出现，显示了无穷的魅力，

更增添配哀怨的情调，结束句，乐曲由慢到快，活跃起来，在一个长线条的十六

分音符三连音上行并渐强的乐句后，以三个利落的和弦结束。全曲力度变化幅度

大，钢琴手法丰富，极具戏剧性和感染力。乐曲结构是结合双主题变奏原则的自

由曲式，结构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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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曲式 

 

 

A    A1   A2    B     B1    B2    B3    B4    B5    A3    A4    B6 

1-48  48-85 86-110  110-126 127-142 143-158 159-174 175-198 199-234  235-269 

269-316 317-391 

 

乐曲由两个主题组成，双主题性质的乐曲在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组曲

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这首《波罗舞曲》中，阿尔贝尼斯主要是以康特.洪多【41】

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乐曲中 A、B两个主题都进行了多次的变奏，A 主题变奏 4次，

B主题变奏 6次，主题 A的结构是不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开篇 1-16小节为主题

A的引子，其结构是由 2+2+2„的重复乐句构成，第一乐段 17-35小节，是由 4+4+4„

的乐句构成的单乐段，停在了 35小节的不完满终止式上，第二乐段 36-48小节，

2+2+2„构成的单乐段，停在了 48 小节的开放终止上，继而进入了主题 A的第一

次变奏，变奏在结构上几乎没有变化，但在织体与和声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题 A的高声部是三和弦与单音、音程的相互交替的织体，低声部是分解和弦与

音程相结合的织体，高低声部交相呼应，A主题的第一次变奏 A1的高声部是以重

复根音的三和弦为主的厚重和弦织体，低声部主要是柱式三和弦与单音或双音构

成的分解和弦伴奏织体，82-85是通向主题 A2的小连接，以长音的柱式和弦做铺

垫，即是主题 A1的结束又是通向 A2 的开始。 

主题 A的第二次变奏与主题相比，织体上变化不大，主要是调性进行了大的

变化，在一系列的移调之后，111小节开始,进入了全曲的第二主题 B，B主题是

4+4+4„的重复性乐句构成的单乐段结构 。111-114小节为主题句，这个 B乐段都

是在主题句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重复与变奏形成的。主题 B的第一次变奏是

127-142小节，变奏体现在织体与节奏的变奏上，由原本连续均匀的的八分音符与

切分音节奏之间的转换到变奏一的大切分节奏型上。第二次变奏 143-158小节，

在旋律声部的织体增加了八度的旋律音程。B主题的第三次变奏 159-174小节，同

样是在和声织体上的变奏再现，织体直接延续变奏二的柱式和弦织体的切分节奏

音型，其变奏不但体现在织体与和声的进行上，还在调性上使用了远关系转调，

从 B主题的 bA 大调直接转到了#g小调。B主题的第四次变奏是 175-198小节，体

现在调性变奏上，这里调性转到了 E 大调上，B主题的第五次变奏是 199-234 小节，

阿尔贝尼斯在这几次变奏的手法的使用上几乎都变化了调性，这里是将第五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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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调性转回到了 B主题的调性 bA 调上。 

在乐曲的末尾，作曲家又再次回顾了 A主题，并进行了两次的变奏，第一次

是 235-269小节的 A3，其变奏手法与 A1相同，音型也几乎相同，只是通向 A4之

前还有 264-269 小节的一个小连接，然后进入 A主题的第四次变奏，A4乐段是主

题 A在织体形态与节奏上的变奏展开，展开的规模长大，从 259小节一直展开到

316小节才结束。乐曲最终是以 B主题的变奏再现而结束的，B主题最终发展了

317-391小节的大规模的主题变奏再现，给人留下深刻的旋律印象。乐曲在结构上

不拘泥于规范曲式的限制，体现出阿尔贝尼斯音乐创作中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

特点。 

从调性布局来看，乐曲开始时是确立在 f小调上，从 29小节开始，乐曲转调

到 ba旋律小调上，如按照传统的调性的发展是应转到 f 小调的关系大调 bA大调上

的，但这里却转到了 f小调的平行大调的同主音小调上。A主题结束在主调的属调

C大调上，开放式终止，后又进入到属调的重属导七和弦上，进入 B主题，乐曲中

有很多的不协和音和附加音。主题 B的第一次变奏进入 bF大调，实质可替换为 E

大调，其同主音小调 e-G-bB-F这样一层调性关系。主题 B的第二次变奏在 f 小调

的属持续音上，并转入了 f小调。B主题的的第三次变奏是 F大调，B的第四次变

奏调性转调了 c小调上。12小节又回到 f小调，最终尾声停留在了 f小调上。A

的第二变奏 A2 是在 f小调的属持续音上进行的再现，阿尔贝尼斯是有意这样安排

的。调性大致是经过 f-c-bA这样一个向属方向进行的顺序，只是在音乐内部细节

的调性配置上与传统的和声走向相差很大，B主题在调性的进行上大致是经
bA-bF-e-G-bB-f 的调性进行，是颇具色彩性的三度调性布局，本乐曲在调性上很注

重三度的调性布局，大量撞击性的和弦以及和弦外音的使用，使音乐颇具色彩性。

和声上使用了四度叠置和弦，四度构成的和弦由叠置四度音程来建立，四度叠置

和弦可以按照五度结构来排列，大多数和弦音需排成相隔四度音程，以保持特有

的四度音响，如谱例 3-15:《波罗调》92-9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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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15:《波罗调》92-94小节 

 

乐曲节奏上使用的是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舞曲 “波罗调”，是弗拉门科舞

曲形式的一种。节拍是 3/8拍，稍快速，切分音是乐曲中最常用的节奏型，在某

一个音节上出现周期性的装饰性乐句。在这里，乐曲节奏型丰富，其节奏是以一

种特别的重音位置体现其节奏特点的，乐曲中固定的节奏型与固定的音乐不断的

进行反复，全曲以“忧郁的快板”开始，始终贯穿出现在忧郁、心酸和嘲讽的音

调中，全曲模仿了吉他的伴奏手法。阿尔贝尼斯吧安达卢西亚的歌曲旋律和舞蹈

节奏在曲中表露无遗，由于选用了 f小调，整首乐曲柔和和且富有朝气，充盈着

一种略带忧郁且线条流畅的特征。在展现波罗舞的原貌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民族

音乐语言的特色。自由的曲式结构，丰富的和声语汇、频繁的调性变化与西班牙

民间音乐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共同的完成了这部具有“波罗调”风格的乐曲。 

 
注释： 

[1]（苏）伐伊斯包尔特，刁佩华议文.杰出的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1956（6）：

102 

[2]《港口》乐曲描写的是赋有生命力的圣玛利亚港口的渔港繁忙、愉悦、充满生机的图画。 

[3]木屐舞（zapato）：木屐舞起源于 19 世纪中期，这是西班牙最为常见的民间舞蹈形式之一，

由朴素的弗拉明戈舞蹈形式构成，是弗拉明戈中调的一种，来自于安达卢西亚民间，木

屐舞是弗拉明戈舞曲中唯一没有手臂动作的舞蹈 6/8拍的独舞，使用鞋敲击地面产生的

音响，乐曲的节奏一般有连续性的特点，一般用吉他伴奏。 

[4]弗拉门科（Flamenco）：又称弗拉门戈，是西班牙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它融舞蹈、歌唱、器

乐于一体，源于传统普赛人民居住的地方，弗拉门戈最具有西班牙特色和代表性的艺术

之一。秉持了吉普赛的自由随性，融合了欧洲的高贵华丽以及美洲的奔放热情的弗拉门

戈早已响誉世界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爱。 

[5]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也是西班牙南部一富饶的自治区。南

临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全境主要有瓜达尔基维尔河大盆地和巴埃蒂克山脉

构成，南部沿岸有著名的旅游胜地太阳海岸和卢斯海岸。全区土地肥沃、风景美丽，并

多摩尔文化遗迹。  

[6]布列里亚斯舞（Bulerias）：布列里亚斯舞又称“fiesta”，在西班牙语种的意思为“娱乐，

节日”，起源于人们之间的玩笑话，因此也被称为“荒诞剧”。史料记载这种舞曲形式产

生于 19世纪，是一种活泼的弗拉明戈舞蹈形式，是弗拉明戈小调的一种，这是西班牙安

达卢西亚地区的音乐和舞蹈。它源于吉普赛、阿拉伯、安达卢西亚地区、阿拉伯以及西

班牙犹太人的民间歌曲。 

[7]塞吉利亚舞（seguidilla）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最常见的典型的双人歌舞曲形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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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西班牙的“舞蹈之母”，这种舞曲是适度的快三拍，一般是 3/8、3/4拍。 

[8]《塞维尔的圣诞节》乐曲以西班牙民俗风情为内容，描写了在宗教节日上的一只欢乐的进

行队伍。西班牙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在其生活中有许多的宗教活动，这首欢快的乐曲

就是对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宗教节日的真实写照。 

[9]滚奏（Snare Roll）：方法是通过控制鼓追均匀密集的击奏形成一定的速度才称知为滚奏。 

[10]塞塔(Sacta)字面之意为“箭之歌”，是安达卢西亚最典型的葬礼进行曲，是中虔诚的祷

告仪式，也是圣诞节游行队伍歌唱的无伴奏的圣歌，内容大都有关于圣母玛利亚和耶稣

的死与复生。 

[11]《达纳舞曲》其名是以安达卢西亚隆达地区流行的一种舞曲命名的，安达卢西亚是欧洲

和阿拉伯地区两种文化的微妙结合，还带着稍许吉卜赛色彩。 

[12]凡丹戈舞曲（Fandango）:凡丹戈按照字面意思是“去跳舞”，是西班牙最古老的舞曲之

一，也是很多地方舞曲的总称。凡丹戈在每一个区域都有变体。是一种三拍子活泼的舞

曲体裁，用手响板及吉他伴奏，边唱边跳，还用乐曲表演等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表演形

式。节奏模式以 3/8或 6/8为主。 

[13]马拉卡尼亚（malaguena）马拉加当地的民谣及舞蹈构成，曲调纯朴优美，节奏是建立在

凡丹戈舞曲在马拉加地区的变体。3/4 拍或 3/8拍，节奏自由，是一种自由风格的舞曲，

常常单独用响板伴奏。 

[14]pocp meno mosso：速度术语，稍放慢的的。 

[15]科普拉主题（Copla）原是指西班牙的一种八音节的四行对句诗，押韵在第二与第四句。

它的起源来自街头音乐，一般以这种形式写成的歌谣音乐融合了传统民歌，歌词带有剧

情。 

[16]印象派, 印象派起初是指西方绘画史上划时代的艺术流派，后延伸至文学、音乐等多个

艺术领域，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

界各地，但它在法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 绘画以莫奈为代表人为，音乐上主要

以德彪西为印象派代表人物。 

[17]《特里安纳》是以塞维利亚一个吉卜赛郊区命名的。西班牙音乐特点之一就是由于 15世

纪吉普赛人的涌入而带有鲜明的吉普赛音乐特色。 

[18]双步舞曲（Pasodoble）：使用一种不规则的重音记号，形成了一种二步行进的舞蹈节奏，

具有吉普赛热情而粗鲁的性格特点。 

[19]斗牛士进行曲（Marchtorera）:这是西班牙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舞曲之一，它的特

点是强调重拍，有“随点节奏”的感觉。 

[20]帕舍都波舞曲（pasodoble）：帕舍都波舞，又叫双步舞曲，是一种 2/4拍的西班牙舞曲，

流行于塞维利亚(seville)的吉普赛人居住地的斗牛士舞蹈，一般常表现为两步进行的节

奏特征。  

[21]《阿巴欣》曲名是以格列纳达一个坐落在阿拉伯古堡“阿尔汗布拉宫”附近的吉卜赛街

区命名。乐曲取材于既忧伤又令人迷恋的吉卜赛民间舞曲“布列利亚”。 

[22]深沉歌（cantc jondo）: 在弗拉明戈歌曲分类中，最初吉普赛人所传唱的弗拉明戈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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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是一种痛苦、绝望、悲伤的情绪，仿佛吉普赛人经过长时间被社会的压制的一种

悲伤情绪的释放和表达。这种歌曲没有固定的歌词而是歌手即兴而作，它在意的不是歌

曲本身说了什么而是各说如何表现，此刻歌手抒发的感情都是来自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是人类最美妙的心之呼唤。 

[23]赫米奥拉(hemiolia)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中，赫米奥拉比例代表两侧意义

的 3:2，一个是纯五度音程，二是两拍中三个音的节奏关系。 

[24]L·波威尔《西班牙钢琴音乐的历史》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0年 第 79页 

[25]《拉瓦别斯》,曲名是以马德里的一个非常热闹的地区命名。取材于拉丁美洲生气勃勃的

时尚舞厅舞曲“秋拉斯”。 

[26]秋拉斯（Guajiras），源于拉丁美洲的时尚舞厅舞曲，在古巴地区非常盛行，与塔兰塔舞

曲相似，其典型的节奏特征是重音移位。 

 

[27]哈巴涅拉舞曲（Habanera）, 哈巴涅拉舞曲原是非洲的黑人舞曲，后来由黑人传入古巴，

又由古巴传到西班牙。是安达卢西亚探戈的一种，这是一种中等速度的二拍子舞曲，旋

律常常包含附点节奏和三连音，节奏富于弹性。 

[28]《马拉加》以西班牙南部一城市命名。取材于西班牙民间舞曲“马拉戈尼亚”。 

[29]马拉甘尼亚 （Malaguena）是源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地区的凡丹戈，马拉加非常盛行，节

奏特点是 3/4 拍与 6/8拍交替出现，节奏自由，常用响板伴奏。 

[30]阿拉伯风格（arabesque）, 阿拉伯风格原指阿拉伯建筑中花巧的装饰图案。在音乐上，

阿拉伯风格曲指旋律富于装饰的作品。 

[31]《阿美尼亚》以西班牙南部港口命名。此曲是以西班牙“达兰达斯”民族舞曲的韵律为

原本创作的。 

[32]达兰达斯舞曲（Tarantos）是一种与马拉甘尼亚舞曲相似的民间舞曲，源于西班牙的阿

美里亚斯区，节奏特点是 3/4拍与 6/8交替出现，从而造成一种不规则的节奏韵动，用

以表现西班牙所独有的舞蹈场面。 

[33]塔兰塔舞曲（Taranta）是弗拉门科的一种，悠闲宁静的民谣，是一种与马拉甘尼亚舞曲

相似的民间舞曲，源于西班牙的阿美里亚斯地区，节奏特点是 3/4拍与 6/8拍交替出现，

从而造成一种不规则的节奏韵律，用以表现西班牙特有的舞蹈场面。 

[34]《黑勒斯》以西班牙南部一个专门酿制雪利酒而出名的小镇命名。 

[35]索列莱斯舞曲（Soleales）：索列莱斯舞曲源于“soledad”，意思为孤独的，是弗拉明戈

大调的一种。这类舞曲在安达卢西亚吉普赛地区盛行，主要描写悲伤、孤独的情感。 

[36]吉普赛舞曲：发祥于印度北部的吉普赛民族部落，吉普赛是流浪的民族，他们具有着游

牧民族特有的奔放与热情，并将自己的民族特性与西班牙音乐中的阿拉伯节奏元素和演

唱风格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在 19世纪中期，衍生了著名的“弗拉门科” 

[37]《艾里达纳》以塞维利亚郊区一个小酒店命名。 

[38]塞维亚纳节奏（Sevillana）:赛维亚纳舞节奏极富爆发力，表现出一种活泼欢快的情绪。

节拍通常为 3/4拍，表现形式为女子独舞或男女群舞，刚烈的舞步表现出坚毅阳刚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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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39]《杰出的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苏）伐伊斯包尔特 刁佩华译 音乐译文 1956

年第六辑 104页 

[40]《波罗调》是以安达卢西亚地区忧郁的民间舞曲“波罗”为素材创作的。波罗舞曲（Polo）

是快速三拍子舞蹈，最大的特色是切分音型的使用，以突出波罗舞曲与众不同的节奏特

点。 

[41]康特·洪多（Cante Jonda）是安达卢西亚的传统歌舞音乐，乐曲节奏型丰富，其节奏是

以一种特别的重音位置体现其节奏特点的，乐曲中固定的节奏型与固定的音乐不断的进

行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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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伊比利亚》组曲的曲式结构特征 

一、广泛性 

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组曲不仅有着丰富的音乐内涵，还使用了复杂多

样的曲式结构，它们是西班牙民族音乐，主要是安达卢西亚音乐与欧洲印象派以

及浪漫派音乐所交织成的复合体，12首乐曲中，所使用的曲式结构都是较典型的

曲式结构，复三部曲式三首、奏鸣曲式的五首、自由曲式的三首以及双主题变奏

曲的一首。在曲式结构上，十二首乐曲大多数保持了典型的曲式结构原则，如复

三部曲式的乐曲，三个部分庞大而具有一定的规模，第三部分再现第一部分时，

多采用动力再现的手法，而且复三部曲式在结构内部经常结合变奏的原则进行展

开，如《塞维利亚的圣诞节》便是结合变奏展开原则的一首，由于其第一部分是

单乐段的变奏，第二部分是单二部曲式，因此是介于单三与复三部曲式之间的中

间型曲式，这是组曲中三首复三部曲式中特殊的一首。奏鸣曲式的五首乐曲，最

重要也是最具有传统奏鸣曲式意义的便是再现时的调性回归。不论五首乐曲的奏

鸣曲式是否完整，有无展开部，只因其最终再现时的调性回归，具有奏鸣曲式的

调性意义，因此具有传统的奏鸣曲式原则性。组曲中自由曲式在安排的过程中，

多是无序自由曲式，不具有相应的规律性，都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主题进行无序

的安排，自由的变奏与展开，具有浪漫主义时期曲式结构发展的随意自由无拘束

的特点。相对完整的双主题题变奏曲式有一首，两个主题进行变奏展开。  

二、结构特征 

《伊比利亚》组曲在曲式结构上虽然大多数保持了传统性，但阿尔贝尼斯力

求音乐的独创与完美，曲式结构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变通和发展，有

一些是混合曲式，“这部作品的创作手法与德彪西的印象派手法颇为相似，但在音

乐感觉上东方色彩比德彪西的还要浓郁。德彪西在成熟时期以后的作品中，曲式

上已不受传统曲式的束缚，总是根据自己乐曲在发展的需要上自由自的安排，但

其结构仍紧密的按照音乐的逻辑形成新的曲式。”【42】在这方面德彪西对阿尔贝尼斯

的影响颇深，但在曲式、织体、声音层次、持续音的运用、乐思的发展以及民族

民间音乐的风格运用上，阿尔贝尼斯且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传统技法的运用

上，主部主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他却恰恰削弱了主部主题，强调副部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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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副部主题进行展开，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这十二首乐曲中，大部分是这样的创作手法。同时曲式与调式、调性不是

同步进行，他们之间相互交替，变化十分丰富，声音效果极为美妙，真正的体现

出了西班牙民族民间风情画面，充分的展示了阿尔贝尼斯力求的是一种音响色彩

性，曲式结构的真正意义是为他多彩的音乐画面而服务的。 作曲家以传统的技术

为基础，大胆的运用了更为新颖、随意的曲式结构，使曲式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作

品内容的表达。他努力渲染副部主题，并运用多创创作手法拓展其篇幅，织体丰

满生动，音乐听起来更为迷人。 

在《伊比利亚》中，三部性的运用在阿尔贝尼斯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引子与尾声的规模扩大，并运用了更多的动力性发展手法，形成了更为复杂

的曲式结构，因而也更能适应较为复杂的情感或画面的表现。舞曲节奏对曲式结

构的影响，大量采用不同的西班牙舞曲节奏是西班牙民族乐派作品的重要特征，

最重要的是这种节奏的运用也对曲式结构产生了影响。作曲家常运用不同的舞曲

节奏型作为乐曲的曲式结构划分的标志。大到宏观结构的划分，细到乐句内部的

结构划分，都显示出舞曲节奏在音乐结构构成上的重要性。如谱例 4-1《港口》中

9-42 小节的主题一与 4-2 谱例中的 43-54 小节的二主题，就是运用引子的两种不

同节奏型为动机，形成段落划分的标准。阿尔贝尼斯在钢琴上运用模仿吉他演奏

的碎音技法【43】有时是以旋律音的形式写出来的，具有很强的节奏型，他的连续出

现，一般造成节奏上新的分组，或新的段落的开始，如谱例 4-1：《塞维利亚的圣

诞节》40-45 小节中的碎音用法更是绚丽多彩。 

 

谱例 4-1：《塞维利亚的圣诞节》40-45小节 

  

以动机为基础的乐句，在《伊比利亚》组曲中，常常一个乐句由两个不同的

动机组成，歌唱性的旋律和节奏型组成完整的乐句节奏。如谱例 4-2：《港口》:

第 83-92小节，是 6+4小节的分组。 

 

万方数据



参考文献 

- 41 - 

 

谱例 4-2：《港口》:第 83-100 小节 

如谱例所示，乐句的发展是由歌唱与舞蹈两个旋律动机的结合，只是乐句的

规模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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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伊比利亚》组曲是西班牙最重要的钢琴作品之一，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

尼斯正因为这部作品被列为 20 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作曲家与民族乐派奠基人之

一。作曲家以娴熟的作曲技法和西班牙民族音乐文化完美融合。《伊比利亚》无论

在创作技法、艺术价值还是演奏难度上都有很多值得钢琴演奏家和理论学者们探

讨和研究的内容。《伊比利亚》组曲的风格简洁而清晰，音乐技法丰富而多样，本

文通过对《伊比利亚》组曲创作的时代背景、作曲家个人经历、以及曲式结构等

作曲技法的研究，作如下总结： 

 

1、乐曲具有简洁清晰的风格。这一点与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西班牙

民族民间音乐元素有很大关系。民俗风情的清新与质朴是乐曲在使用的过程中变

得简约清新。作品都采用西班牙音乐的传统曲调。 

2、《伊比利亚》组曲深受安达卢西亚地区音乐与弗拉门科音乐的影响。这两

种音乐在《伊比利亚》里清晰可见，除了一首是以马德里为背景的音乐外，其余

十一首都是对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回忆与怀念，《伊比利亚》是作曲家对西班牙的回

忆，寄托了他的思乡之情。 

3、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的风格。在这部《伊比利亚》组曲中，印

象主义的创作风格时有显露，极具现代气息。阿尔贝尼斯的印象主义表现手法深

受德彪西的影响，但阿尔贝尼斯仅仅是把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像

德彪西那样把它作为艺术上的终极目标。德彪西的管弦乐套曲《形象》（Images）

中有一首三乐章的《伊比利亚》，与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相比，德彪西的是

色彩斑斓的感觉印象，阿尔贝尼斯的则是活生生的民俗风情。 

4、曲式结构在原有典型结构的基础上具有阿尔贝尼斯式的变通风格。传统曲

式意义上的结构形式与规模比例在阿尔贝尼斯这里似乎完全都是相反的，在这里，

奏鸣曲式的副部不再是次主题，而是规模长达变奏次数频繁的主要主题。 

5、西班牙本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巧相结合。阿尔贝尼斯将本民族

的音乐元素，如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音乐及弗拉门科艺术等西班牙的民间音乐元素

融入到其作品中，其每一首乐曲都是以西班牙的一个地区而命名的，亦或是降民

族乐曲的元素，如模仿吉他、响板的音型的大量使用等，但他并不是将原本的民

间音乐作为他作品的现成主题，而是通过西方的作曲技法巧妙的将民族音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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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特征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可见阿尔贝尼斯早已将民间音乐毫无痕迹的渗

入到了他的音乐中。阿尔贝尼斯在这部作品中将西班牙民族音乐的辉煌、活泼、

色彩鲜明与出色的钢琴技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组曲取材于西班牙充满无穷魅力的民间音乐，以

描绘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为内容，阿尔贝尼斯试图把专业知识

与民间音乐的曲调相结合进行创作，并集中精力惊醒西班牙民间音乐的搜集和整

理，阿尔贝尼斯以他常年沉淀下来的浓郁的西班牙民风民俗为背景，以西班牙各

民族的歌曲舞曲为素材，与不同流派风格相融合，运用现代技巧，创作了这部巨

作，他的作品具有鲜明、昂扬的特征，赋予娴熟的钢琴技巧与卓越技法创作而成，

没有任何一位作曲家用像《伊比利亚》这样的音乐作品来如此深刻的描绘西班牙，

再现她的脉搏与心跳。尽管这部作品基本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灵感，但是他捕捉到

了西班牙的精神与灵魂。这部作品富于幻想，背景不断变化，展示了一些漂浮不

定的色彩，是真正意义的西班牙音乐。这套作品规模宏伟，色彩绚丽，钢琴技巧

复杂，和声自由大胆，在节奏和韵律方面都有许多突破与创新。乐曲中所采用的

西班牙民族素材中，有许多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弗拉门科中常用的

一些前器具，响板、绣花丝披巾等都是来自中国，中国与西班牙在三百多年的时

间里一直有自由贸易协议，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中会存在

不计其数的相似之处。阿尔比尼斯运用弗拉门科艺术的歌、舞、吉他三种元素，

来表现西班牙民族民间风格和风土人情，阿尔贝尼斯运用了丰富的民间音乐元素

作为载体。与此同时，乐曲的曲式结构、织体的写法带有 19世纪末法国浪漫主义

创作技法的特色，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伊比利亚》组曲是阿尔贝尼斯一生心血的结晶，是西班牙民族音乐（特别

是安达卢西亚音乐）与欧洲印象主义音乐以及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结晶。在浩如

烟海的世界钢琴文献中独树一帜，无论在一书高度、素材提炼、创作技法还是演

奏难度上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是西班牙音乐的伟大杰作。梅西安曾经说过

“《伊比利亚》是我所认为的钢琴音乐杰作之一”【44】这样的话，来赞赏阿尔贝尼斯

的这部作品。由此可知，《伊比利亚》在世界音乐文献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容置疑

的。 

注释： 

 [42]李哲样 《最新名曲解说全集》（台北）大陆书店 民国 93年 第 355页 

[43]杨桂琴 《伊比利亚》组曲的曲式结构分析 《乐府新声》 2011年 29（1）第 6页 

[44]碎音技法(Acciccatura)：碎音是吉他音乐用来表现粗犷的演奏方式，广义的说，他算

是一种几乎可以同时弹奏的椅音，以一个全音或半音的和声外音与和声同时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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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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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篇论文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终于完稿，心中百感交集，十分激动。首先，

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张磊教授！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张磊老师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时刻感染着我。这篇论文从选题到研究乃至在整个分析写

作的过程中，张磊教师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宝贵意见，为这篇论文倾注了很

多心血。在此，再一次表示真心地感谢！同时也要衷心感谢所有指导、帮助过我

的老师和关心我的同学朋友们。最后，非常感谢各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

时间对我的论文进行评阅和指导。 

由于本人研究水平有限，文章中难免出现不足之处，恳请专家、老师及同学

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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