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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扎特是欧洲 18 世纪古典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作品非常丰富，

其中《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是钢琴学习中必弹的教材，具有不可多得的艺术价值。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中期和晚期，其

中晚期钢琴奏鸣曲作品都创作于维也纳，与之前的钢琴奏鸣曲创作不同，具有明

显的复调性和交响性。本文侧重以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复调织体为主要

研究对象，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分析，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莫扎特

晚期的钢琴奏鸣曲作品。同时结合钢琴教学实践提出一些建议，将作品曲式和复

调织体的分析，更好的运用到钢琴演奏教学中，从而相对准确的再现莫扎特钢琴

奏鸣曲的原貌。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笔者通过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到关于《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研究不胜枚举。可

见《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非常高，但是其中关于莫扎特晚

期钢琴奏鸣曲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且多集中在单首奏鸣曲的研究或两首奏鸣曲比

较，经检索获取 1982~2005年国内相关文献有 18篇，多数文献发表时间集中在 2000

年以后，2010 年之前的文献有 5 篇，2010 年以后（含 2010 年）的文献有 13 篇。

关于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研究数量虽然不多，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相关研究

在逐年增多，有繁荣的趋势，体现出研究者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这些研究文献对笔者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笔

者在此基础上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复调织体进一步研究，参考相关的专著

有魏延格《钢琴学习指南》；陈明美《莫扎特钢琴音乐研究》；林华《复调音乐简

明教程》等。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五首钢琴奏鸣曲复调织体进

行深入的研究，结合自身的钢琴教学经验，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也在一定程度

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 

 

关键词  钢琴教学；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复调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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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zar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on classical music in 18
th

 

century. Among his abundant musical works, Mozart’s piano sonata  with very high 

artistic value is the essential teaching material for piano learning. Mozart’s piano sonata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e. early phase, middle phase and late 

phase. The piano sonatas in later phase were created in Vienna, which, with obvious 

polyphony and symphon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n early phase and middle phase. 

On this paper, polyphony texture i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will analyze 

five Mozart’s piano sonatas in his later phase to make research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musical works. Combining with piano teaching practice, the paper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to be applied in piano learning and to relatively accurately reappear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sonatas.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the research on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value. 

Through search in full-text database of China’s periodicals, writer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n Mozart’s piano sonata . It is thus clear that the artistic value and 

research value of Mozart’s piano sonata is very high. But the research on Mozart’s 

piano sonata in his late phase is limited, which mainly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one 

sonata, or the comparison on two sonatas. After searching, 18 related articles from 1982 

to 2005 have been obtained. These 18 articles were intensively published after Year 

2000, among which, fiv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before Year 2010, and 13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after year 2010 (including Year 2010).  Researches on Mozart’s piano 

sonatas in his late phase are rare. But through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prosperous tendency. It indicates that 

researche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it.  

These research literatures are useful for my research. Bibliographies include Study 

Guide for Piano wrote by Wei Yange; Research on Mozart’s Piano Music wrote by 

Chen Mingmei; Concise Textbook for Polyphony wrote by Lin Hua, and so forth.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conducts deep research on five piano sonatas. Combining with piano teaching 

practice, the paper presents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it also fill up some blank on 

relevant researches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piano learning; Mozart; piano sonata; Poly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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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十分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了莫扎特独有的

音乐风格，《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也是钢琴学习者非常难得的教材。莫扎特五首晚

期的钢琴奏鸣曲创作于 1788~1789 年，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技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在继承之前朴素自然曲风的同时，又加入了大量的复调织体和对位写作技

巧，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现在很多音乐会都会选择莫扎特的奏鸣曲作为

主要演奏曲目，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受到了许多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偏爱。 

我国建国 60 年以来，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并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正如廖乃雄先生在《论

音乐教育》中提到的，“物质空前富有的同时却难避免精神无限贫困；科技空前进

步无法填补心灵极度的空虚”。因此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世界，比如学习钢琴演

奏。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时间投资学习艺术，

不仅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自身素养也能得到提高。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

引导和国民思想的转变，钢琴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一个环节，成为了一个热点。

在钢琴演奏学习中，《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作为钢琴学习者重要的学习教材之一，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不仅是学习钢琴的必学曲目，其奏鸣曲

的练习也为后期其他钢琴作品的学习起到一个准备的作用，是古典音乐时期的代

表作品之一。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奏鸣曲创作高度的集中体现，虽然创作

于莫扎特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其作品细腻和婉约中依然不缺少自信的情绪。这个

时期的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与之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化，不只是在曲式结构上的改变，

还有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带来音乐风格的转变，这五首音乐作品中透露出作曲家对

自由的追求，对真挚情感的表达。作品中运用大量的复调织体，乐句中卡农式的

模仿在不同声部中反复出现，这都与莫扎特早中期钢琴奏鸣曲创作的手法不同。

同时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中仍然继承着主调音乐的写作，与此同时交织着复调音

乐。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形象层次分明，各声部之间相互协调，又具有明显

的独立性。晚期的钢琴奏鸣曲作品的曲式结构具有明显的复调性，具有很高的研

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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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从建国以来的文献来看，针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非常庞

大，其内容也涉及到了很多层面，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研究

非常热衷，丰富的研究数量也体现出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这

么多年以来的研究和探讨下，有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对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归类。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到关于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研

究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相关文献却十分有限，文献多集

中在单首奏鸣曲的研究，或两首奏鸣曲的比较，经检索获取国内 1982~2005 年相

关文献有 18 篇，发表时间集中在 2000 年以后，其中 2010 年之前的文献有 5 篇，

2010 年以后（含 2010 年）的文献有 13 篇。在这 18 篇文献当中，期刊有 16 篇，

硕士论文有 2 篇。如冯敬华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76 的演奏简析》，作者从背

景、力度等多个角度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76 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对钢琴演

奏提出了一些建议。高源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76 不同演奏录音版本的比较》，

对四位钢琴演奏家、四种不同的 K.576 录音版本进行分析（席尔默版，阿戈里捷

维耶拉版，巴托克版，菲舍尔版），探讨和研究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76 的音乐风

格。吴佳丽发表的《莫扎特 K.533 号 F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分析报告》,从莫扎特

钢琴奏鸣曲 K.533 进行分析，探究莫扎特对奏鸣曲式的运用特点。 

关于复调研究的相关文献比较全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林华的《复调

写作技法与音乐审美心理》，从美学的角度，将复调写作看做一种审美的心理过程，

看出东西方审美的发展差异。张磊的《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对复调音乐发展的

意义》，从音乐结构和创作思维等六个角度，对巴赫的复调音乐作品进行研究，全

面展现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同时，引出复调音乐发展意义。孙博的《对复调音

乐写作教学引发的思考》，作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探讨复调音乐教学中复调思

维、对位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性。目前现有的复调相关文献非常丰富，但是针对莫

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复调相关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其中以莫扎特晚期钢琴奏

鸣曲复调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有两篇，一篇是佟宇飞的《论莫扎特晚期钢

琴奏鸣曲的复调性——以作品 K.576、K.533 为例》，这篇文章通过对两首莫扎特

钢琴奏鸣曲 K.576 和 K.533 进行曲式结构的分析，研究两首作品使用的复调技法。

另一篇是陈慧敏的《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复调性审美——以奏鸣曲 K576 为

例》，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通过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 K.576 曲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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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方面的研究，总结复调织体的特征。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献资料数量和内容的分析，发现对于莫扎特晚期钢琴奏

鸣曲的复调织体而言，国内专项的研究相对较少，单独针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

曲复调织体研究的专著基本没有。虽然关于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复调织体的研

究文献数量不多，但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来看，相关研究逐年增多，有繁荣

的趋势，体现出研究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了解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和相关信息，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

查阅现有的历史资料，从莫扎特奏鸣曲的乐谱出发，通过借助权威版的钢琴谱，

以及国外翻译的相关文本等大量的文献进行研究，更深入的分析莫扎特五首晚期

钢琴奏鸣曲及其复调织体，这也是课题深入研究必要的前期工作。 

2、比较法，通过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研究和比较，进而推导出莫扎特

晚期钢琴奏鸣曲中复调织体的成因，找出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中的相同点和不同

的，以及与早中期作品的不同点，再进行概括和应用，使研究者对莫扎特五首晚

期钢琴奏鸣曲有进一步的理解。 

3、内容分析法，利用谱例分析，更直观的呈现出莫扎特这个时期奏鸣曲的音

乐特征。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从曲式结构方面研究其相同点与不同之处。强

化对复调织体的认识和把握，并给于钢琴教学更多启示。 

（二）研究意义 

通过在网上查阅的资料和搜集的文献来看，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研究的文献

非常之多，无论是从作品曲式结构的分析，还是关于演奏技巧的研究都有非常丰

富的文献资料，角度多样分析详尽，可见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艺术价值之高。但

专门针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曲式研究的资料不多，多集中在期刊文献。从研

究时间分布来看集中于 2000 年以后。虽然目前研究数量整体偏少，但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国内相关专著基本没有，很多探讨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文献，也

只是在曲式分析中用了几百字的篇幅谈到了复调织体。笔者根据社会现状的研究，

以及文献研究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相

关的文献资料包罗万象，但是多针对莫扎特晚期单个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或根

据作品进行钢琴教学技术层面的分析。而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从复调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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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角度上研究，文献数量少之越少，国内针对其五首晚期作品的曲式分析研究

方面的专项课题基本没有。 

从研究现状上看，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复调织体的研究情况，研究数量整

体偏少，研究方面留有空白。通过在网上查阅的资料和搜集的文献来看，对莫扎

特钢琴奏鸣曲的研究非常之多，无论是从作品的结构曲式的分析，还是关于演奏

技巧的研究都非常丰富，角度多样分析详尽，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如沈苑的《莫

扎特钢琴奏鸣曲作品 K.282》等。 

专门针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复调的研究资料不多，多集中在期刊文献。

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十分有限，其中有所涉及的专著有郑兴三的《莫扎特钢琴奏鸣

曲研究》，对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的曲式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魏延格的《钢琴

学习指南》，通过音乐作品的分析和介绍，提出对钢琴演奏学习的建议；陈明美的

《莫扎特钢琴音乐研究》，从作品创作背景和音乐织体等多个方面，对莫扎特钢琴

奏鸣曲进行分析和研究；林华的《复调音乐简明教程》，对复调音乐进行全面的分

析和介绍，同时对复调的运用进行讲解。还有一些专著也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但是复调织体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上，很少应用到教学中，针对莫扎

特晚期作品中复调织体的集中分析非常的少，而将其借鉴到钢琴教学中来的更是

基本没有。总的来说，这些资料文献给笔者目前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参考，笔者

将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之上，针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点，从曲式

结构和复调织体的角度更深入的进行分析，并应用于实践。 

四、创新点 

本文借鉴国内外的成果和经验，内容上有所创新。首先，对于莫扎特晚期五

首钢琴奏鸣曲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且谈到五首晚期作品复调织体的更是少之

又少。如吴佳丽发表的《莫扎特 K.533 号 F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分析报告》,通过

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33 进行分析，探究莫扎特对奏鸣曲式的写作特点，但对

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复调织体的研究也只是一带而过。其次，对于复调织体的

作品研究大多止步于理论上，很少涉及到教学应用。再次，钢琴教学的文章也很

少从作品的复调织体角度来研究，更多钢琴教学的文章停留在技术层面。最后，

笔者在对复调织体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不断扩展视野，结合外文资料对莫扎特五首

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保持对国内对国外研究的关注。因此笔者以

复调织体为研究对象，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分析与教学的研究时，

借鉴国内外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并结合笔者的演奏体会和教学经验，将其运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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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中来，希望可以给钢琴学习者和教学者带来一些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

填补国内这一研究的空白。 

将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不只停留在理论上。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教学的

研究的文献数量比较多，但内容比较单一，多停留在演奏技术的研究，如连音、

踏板等运用。通过阅读文献和资料发现，其中集中于解释性、描述性的文献居多，

实践性的研究比较少，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的案例上来看，研究的视野多局限于国

内，国外有更多成熟的案例和资料值得借鉴和探究，因此笔者在对莫扎特五首晚

期钢琴奏鸣曲中复调织体的深入分析，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一些合理化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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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莫扎特及其音乐创作 

一、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 ~1791），奥地

利作曲家。西方音乐的历史中，只有莫扎特被毫无意义地公认为稀世之才，在他

短暂的 35 年生涯中，为人类留下极其宝贵而丰富的音乐遗产[1]。莫扎特在萨尔斯

堡的一个音乐家庭中出生，自幼就对音乐有很大的好奇心，莫扎特的音乐天赋是

西方音乐历史上所公认的。莫扎特在一七七七年十月十日的信中写道：“创作是我

唯一的快乐，唯一的嗜好。” 

二、钢琴奏鸣曲 

奏鸣曲（sonata），是一种多乐章的器乐套取,也可以叫做奏鸣曲套曲。由三四

个互相形成对比的乐章构成，用 1 件乐器独奏（如钢琴奏鸣曲）或 1 件乐器与钢

琴合奏（如小提琴与钢琴合奏的小提琴奏鸣曲，长笛与钢琴合奏的长笛奏鸣曲等）
[2]。在莫扎特之前，奏鸣曲的发展从早期乐派到古典乐派的转变，教堂奏鸣曲与室

内奏鸣曲的创新结合是其重要发展，作品的风格和音乐的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在被称为前古典派的作曲家萨马蒂尼和巴赫等人的作品中，这个时期的奏鸣

曲风格开始转向主调音乐。最主要的演出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奏鸣曲的演奏开始

由一件乐器独奏，或者使用钢琴与一件乐器独合奏[3]。而古典奏鸣曲式，采用第一

乐章双主音的快板（Allegro）乐章，在莫扎特晚期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开始定型了。 

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十分具有代表性，钢琴是莫扎特比较钟爱的乐器之

一，他把很多擅长的音乐元素都用在钢琴音乐中。“他迫切地需要有一些自己参与

演奏的作品。他做过大量的试验，进行各种组合[4]。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钢琴与

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或钢琴与单簧管和中提琴三重奏、钢琴与弦乐的四重奏

和五重奏、钢琴与管乐的四重奏和五重奏以及钢琴与乐队的协奏曲[5]。这些作品的

写作均出于这些试验的影响，反映出这位敏感的音乐家似乎无休止的对平衡的追

求”
[6]。莫扎特对音乐的热爱，对钢琴的钟情，使他写出了感人的音乐作品，莫扎

特的每首钢琴奏鸣曲都是他心血的凝聚。 

莫扎特晚期的钢琴曲奏鸣曲创作于，1784 年和 1785 年分别创作了 K.475 和

K.467 两首钢琴奏鸣曲。1788~1789 年分别创作了 K.533，K.545，K.547a, K.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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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576。在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中已经体现出了复调技术和明显的交响性，这

体现出多年以来起伏的生活对莫扎特的影响，欧洲对音乐复调的早期研究已经潜

移默化的影响到了莫扎特的创作。本文侧重选出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

详细的分析，分别是 K.457, K.533,K.545, K.570, K.576。这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作

品是在维也纳创作的，这些钢琴奏鸣曲大量的运用复调的对位写作手法，是莫扎

特音乐作品艺术性和复调性高度集中，体现出莫扎特的音乐魅力。 

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体裁十分丰富。莫扎特具有十分旺盛

的创作灵感，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包括歌剧、各种乐器的奏鸣曲和交响曲等等，

他的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他的生活。莫扎特的生活贫苦，四处演出和教学似

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英年早逝，在短短的一生

中留下了许多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钢琴奏鸣曲作为莫扎特的器乐作品有着细腻

的特点，奏鸣曲的旋律也极富有歌唱性，十分流畅优美。他的奏鸣曲作品也受到

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始终追求一种和谐的结构，在矛盾和对立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莫扎特的奏鸣曲创作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创作时期 

莫扎特从 1762 年起，就随父亲和姐姐去各国宫廷献演，并学习和专研音乐创

作技巧[7]。莫扎特后来写到：“没有人像我那样在作曲上花费了如此大量的时间和

心血，没有一位著名的大师的作品我没有再三地研究过”
[8]。莫扎特的音乐思想受

到了巴赫和海顿的影响，受到了巴洛克音乐风格晚期时候的影响，对于多声部的

对位写作手法的创作也进行过尝试，早期莫扎特进行的几次赋格写作基本都没有

写成，这与当时生活经验和环境也息息相关。莫扎特擅长运用装饰音和阿尔贝蒂

低音写作，对音乐的有修饰处理，但是钢琴奏鸣曲的华丽程度也有所制约。

1772~1781，由于 18 世纪 80 年代的奥地利，正处于法国德国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

社会知识阶层对人的价值意识的转变，加之萨尔斯堡新任大主教对莫扎特的欺辱，

促使莫扎特辞去职位独自开始维也纳的生活。1774 年莫扎特在故乡萨尔斯堡创作

了奏鸣曲 K.279-K.284，这时期作品简约明快叫做“田园奏鸣曲”，这个时期莫扎特

创作的钢琴奏鸣曲情绪明朗清新，此时的钢琴奏鸣曲创作受到了海顿的影响。1777

年在曼海姆期间创作了 K.309 和 K.311
[9]。 

（二）第二个创作时期 

莫扎特的中期阶创作了五部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中期作品，

分别是 K.310K, 330K, K331, K.332 ,K.333。是莫扎特在德国和法国旅行时所作，受

到了法国音乐的影响和启发，这个时期莫扎特在巴黎求职创作了很多作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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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不顺利和母亲的病逝给莫扎特带来沉重的打击，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加细腻，

相对于早期的钢琴奏鸣曲更加成熟和充实，这时期作品又叫“巴黎奏鸣曲”。 

（三）第三个创作时期 

1782~1791，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对莫扎特而言，是钢琴奏鸣曲创作的巅峰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相对非常成熟，曲式技法上都比较复杂。虽然维也纳生活带来了

经济压力，但这些经历都化作了莫扎特创作的源泉，其钢琴奏鸣曲作品中体现出

更多也是积极和美好，而不是自怨自艾。在维也纳的这段时期，“他去冯·斯维腾男

爵家中参加定期的音乐活动，不仅能和海顿、迪特斯多夫经常合奏四重奏，并且

一起聆听、研习 J.S.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其间他和海顿相互理解、彼此建立深厚

的友谊“[10]。这也是莫扎特晚期作品更多运用复调织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莫扎

特的晚期创作时期，1784 年和 1785 年又分别创作了 K.475 和 K.457 两首钢琴奏鸣

曲。1788~1789 年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创作了五首钢琴奏鸣曲，这个时期的作品有

K.533，K.545，K.547a, K.570 和 K.576，是在维也纳创作的，这些钢琴奏鸣曲大量

的运用复调的写作手法，丰富的和声对位，使得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艺术性

达到空前的高度。 

在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中已经体现出了复调技术和明显的交响性，这

是莫扎特多年以来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欧洲早期对音乐复调的研究已经潜移默化

的影响到了莫扎特的创作。晚期的钢琴作品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崇尚自

由、真挚的情感，在这个时期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也能体现出来。莫扎特的生

活中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也经历过时态的冷淡，但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却很少

体现出来，他的创作一直是积极的、向往美好的，后来人们称莫扎特的作品是流

着眼泪的微笑，正体现在这个时期。在莫扎特对自己音乐创作思路不断思考的过

程中，谱写出了很多作品，是留给后世人们的宝贵财富。 

 

 

注释：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198. 

[2][3]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922. 

[4][5][6] [美]保利·亨利.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4. 

[7] [9]周薇.西方钢琴艺术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80、83. 

[8][美]约瑟夫·马克利斯.《西方音乐欣赏》[M].刘可希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237. 

[10]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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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中复调织体的分
析与教学 

复调音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曲调以对位法的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

乐[9]。复调音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其特点在于每一个声部都是相对独立的，与主调

音乐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以一个曲调为主，其余声部作为伴奏以陪衬或加强这一

曲调的音乐作品[11]。 

复调分为对比复调、模仿复调和衬腔式复调。对比复调，几个具有独立意义

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音乐织体。即指各声部的乐思不同，旋律走向、节奏、

乐句起始等不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12]。模仿复调，主要旋律或主题在一个声部

出现后，又紧接着在另一个声部出现，各声部依次延迟一定的时间出现。也就是

说，其他声部以不同的精确程度重现第一个声部的旋律[13]。衬腔式复调，或称为

支声复调。同一旋律不同变体的同步展开，便会产生一些分支形态的声部，这些

分支声部与主干声部在音程关系上时而分开，时而合并[14]。在节奏上，时而一致，

时而删繁就简或加花装饰。常用在民族音乐当中，有丰富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衬

托技法，如呼应、填充、衬托等。 

一、莫扎特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 K.457 

（一）K.457 的创作特点和曲式结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K.457 创作于 1784 年 10 月[15]。第一乐章，快板（Allegro）,

奏鸣曲式，如表 2-1 所示，这一乐章具有强烈的戏剧性，音乐作品中既有抗争的一

面也有沉稳的一面。也是第一次在莫扎特奏鸣曲作品中出现了显著的复调对位。

从曲式分析上看，调性的转换十分频繁，但依旧保持这古典主义音乐中的严谨的

结构。在五首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中，对旋律有很多的变化处理。比如装饰

音、华彩和阿尔贝蒂低音，在莫扎特的作品中都比较常见。古典乐派时期的作品

继承巴洛克时期音乐的特点有很多装饰性的旋律，但不像现代钢琴弹奏的太过于

华丽。这些音乐处理起来并不容易，要根据作品的情绪和音乐的走向进行。K.457

是莫扎特定居维也纳之后创作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在这部作品主部主题中，莫

扎特创作的技巧有所改变，利用双手卡农的写作技巧呈现音乐旋律，起伏明确，

展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和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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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K.457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 

第一乐章 

呈示部 主部 

1-8 

（c） 

连接部 

9-22 

 

副部 

23-30 

（bE ） 

结束部 

30-50 

Coda 

51-74 

展开部 A 

76-82 

（f） 

B 

83-94 

C 

95-99 

（c） 

  

再现部 主部 

100-107 

（c） 

连接部 

108-120 

副部 

121-126 

（bD） 

结束部 

126-148 

（bD--c） 

Coda 

149-185 

 

 

第二乐章，慢板（Adagio）,回旋曲式，如表 2-2 所示，比较长的变奏回旋曲。

降 E 大调为基础，莫扎特质朴的性格，体现在他经常使用的阿尔贝蒂低音伴奏中。

在这一乐章中运用了超过三个八度的华彩，是之前作品中很少看到的，这一个乐

章十分经典，也为后来浪漫派奏鸣曲提供了一个好的模板。本乐章中莫扎特将复

调音乐与主调音乐的相结合，通过对作品中复调织体的研究和探讨，能够更好的

了解作品中的细节和音乐宏观的情绪。这一乐章旋律优美，A 段在乐曲中出现了

三次，每次变奏华丽细腻，不对称的乐句结构配合，多声部对位的写作手法，经

典的伴奏音型构成了这一乐章。在莫扎特生活的时期古典奏鸣曲的曲式结构有了

许多改变，第二乐章开始尝试使用细腻优美的慢板，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在早期

创作中很少这样使用，这也是其创新之处。旋律线条和织体结构都相对更长更大，

声部之间的和声关系更加明显，层次鲜明。音域也比之前扩展了许多，装饰音、

回音和跨越三个八度的华彩都是其不断尝试后的改变，莫扎特对回音的运用也是

炉火纯青，这种回音莫扎特运用的特别好，回音一般在标记音的上方发展而成，

这些音符组合形成了回音。以上种种的写作特点，都是莫扎特擅长使用的写作手

法，给音乐带来了新鲜的元素的同时，也奠定了莫扎特在古典音乐时期的地位。 

第三乐章，快板（Allegro）,回旋曲式，如表 2-2 所示，大量运用了非常经典

的切分音进行写作，展现了莫扎特音乐创作中擅用的独特音型。音乐意境深情且

华丽，音乐处理上采用了丰富的音乐语言，曲式结构中大量使用了复调织体，婉

约的情绪自然的流露出来。莫扎特的晚期钢琴奏鸣曲与早期中期明显不同，多声

部的对位的创作手法几乎体现在晚期的每一首钢琴奏鸣曲之中。这首钢琴奏鸣曲

中的本乐章，从曲式和力度上都与后来贝多芬的作品如出一辙，通过作品上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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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记号，清晰的看出奏鸣曲复调旋律中的变化。在演奏学习中都需要严格的

参照乐谱中的力度记号，更好的把握其复调结构在钢琴奏鸣曲中的运用。多声部

的钢琴作品在演奏时也有一定的技巧，对学生的听觉和钢琴的弹奏技巧都有严格

的要求。作为到了维也纳之后创作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莫扎特有很大的改变，

不只是音乐风格上，创作技法也有所扩展，之后晚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复调性。 

 

表 2-2 K.457 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曲式结构 

第二乐章 

A B 连接部 A C 连接部 A 结束部 

1-7 

（bE） 

8-15 

（bB） 

15-16 

 

17-23 

（bE） 

24-37 

（bA--bG） 

38-40 

（c） 

41-47 47-57 

 

 

第三单元 

A B A 连接部 C B A Coda 

1—45 

（c） 

46-102 

（bE） 

103-142 

（c） 

143-145 145-166 

（f） 

167-220 

（c） 

221-274 

（c） 

275-319 

 

 

（二）K.457 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教学 

1、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中副部主题开始出现了双手交叉轮流模进，使用下行的半音阶一问

一答推进乐曲，另一端的旋律动机使用的是切分音音型，左手是清晰简洁的八分

音符八度持续交替。右手旋律原来是六度七度的音程关系，在转换后变成了二度

三度的纵向关系，音响效果变得紧张，与 c 小调的悲伤情绪相互呼应。在呈示部

的结束部部分 44-48 小节，在两小节的半音反向进行后，加剧了音乐的戏剧性，之

后进入低八度的重复。 

（1）复对位 

第一乐章中呈示部的连接部部分 9-13 小节，如图 2-1 所示，采用八度二重对

位的复对位创作技法。通过复对位的手法进行，右手出现两个声部，原本在第 10

小节的中间声部，在 11 小节上翻了八度转换成高音声部，原来的高音声部变成了

中间声部平稳进行。这种写作手法一方面更多地保持了两个旋律的本来面貌，另

一方面又因为不同的音色和音区带来了新的音乐效果，这是作品在简单中求变化

的一种方法[16]。在钢琴教学中，学生应该建立声部结构的全局观，11 小节中运用

了明显的多声部对位创作手法，它利用声部的横向距离营造出新的音乐气氛，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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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右手在两个声部之间，旋律线的不同，重音的规避和隐藏，给学生演奏作品带

来了困难，不能将注意力只放在某一个声部上，而是要建立一个曲式结构的全局

观，每一个声部都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他们有各自的旋律走向，在全局的把控下，

声部之间相互平衡，音乐层次清晰。 

 

图 2-1 K.457 第一乐章 9-14 小节 

（2）严格的模仿复调 

呈示部的 Coda 部分 70-74 小节通过双手模仿复调结束呈示部，如图 2-2 所示，

卡农手法模仿主题动机，严格的模仿复调，丰富了作品的音乐形象，增添了音乐

的戏剧性，增强了主题旋律的音乐印象，进一步深化了主部主题。再现部主部主

题部分在 118-120 小节，出现了复调音乐的对位写作，对主部主题旋律进行八度模

仿，也是这部作品中频繁使用的一种复调写作手法，在强调主题动机的同时也推

动了音乐的发展，配合着断音的演奏引入副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优美婉转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再现部 Coda 部分中 168-175 小节，再一次对主题旋律进行深化，

采用了连续模仿复调的创作技法，对主部主题的动机反复模仿，声部和调性不断

转换，主题材料重叠将乐曲旋律推向高音区，为引入新的音乐材料做铺垫。这时

期的莫扎特的作品开始有意识的运用复调的对位法，是继承古典乐派的同时又有

新的尝试，也是后来浪漫主义乐派的范例。再现部结束后进入尾声，作者用了 37

个小节的尾声部分，在莫扎特之前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莫扎特将主题的赋格

重新再现，和展开部的主题重叠的使用，扩充了音乐的形象，此时期的作品和声

性和戏剧性更强，从这个作品开始是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晚期创作时期，晚期作

品都大量的使用了多声部对位的手法。 

 

图 2-2 K.457 第一乐章 68-7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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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是慢板的回旋曲式，这一乐章由三个声部进行演奏，近关系调和远

关系调在调性上不断转变 C 部分 24 小节开始，隐藏在中间声部的卡农引出来，使

音乐的境界立刻改变许多，第四拍是 cresc 性质，本小节右手所有音符是一个弧线，

左手同音反复注意手腕放松，手指独立。同时要注意速度上的处理，一部复调钢

琴作品，很多因素决定其速度的变化，它包括音乐作品要表达的情绪，以及作者

的写作风格。莫扎特的钢琴音乐很有分寸感，音乐的曲式和作者的特点也起到一

定的作用。莫扎特说，“将对位法曲子弹太快是无意义的事”。速度是音乐演奏中

重要的基础，它如同音乐的脉搏，贯穿着音乐的始终。作为律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音乐的情绪、曲式的结构和作曲家的风格都息息相关，说速度是乐曲中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一点也不为过。一些音符需要通过速度的配合才能流动起来，如莫

扎特常常使用的十六分音组，时而在低声部跑动，时而在高声部流淌，都是通过

速度的掌控来体现的。还有莫扎特最擅长的连续三连音，左手在低音声部跑动的

三连音，或右手在高音声部循环的三连音组，抑或是左右手在不同声部中的进行，

这也是晚期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经常能看到的。这个时候力度的把控就更加重要

了，不是快就是好的，一定要保持平稳，这样演奏出来的旋律才清晰，才容易被

听众理解，因此在演奏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时候，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环节。在

钢琴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先保证慢速练习，一步一个脚印，在作品对速度要求很高

的时候才能平稳的演奏，更好的展现音乐作品。 

3、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是回旋曲式，回到第一乐章的主题，同时伴随着大量的调性转换。

莫扎特音乐的旋律具有宣叙性的特点，高低错落起承转合，每一个乐句像是在讲

述一个故事。通过复调织体的配合，莫扎特晚期的奏鸣曲创作再次得到长足的发

展, 也奠定了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价值。每一首钢琴奏鸣曲在莫扎特的创作下都

显得纯洁和美好，因为莫扎特不仅赋予音乐动听的旋律,同时也给于音乐新的生

命。莫扎特是古典主义音乐的重要人物，他的奏鸣曲作品也都是古典乐派的经典

之作，在西方音乐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第三乐章的 B 部分 45小节开始到

102小节，运用声部的交接进行，弱起的清晰明朗的音乐线条，与后面强拍下的八

度叠置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感，突出后面莫扎特情绪的爆发，莫扎特很擅长运用这

种写作手法。与贝多芬《C 小调钢琴奏鸣曲》Op.10 No.1 的第一乐章中第 55-90 小

节创作的技法非常相似。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较之前的比，旋律线较长，复调

织体的基础上旋律线有较大的起伏，学生在演奏时需要注意把握旋律的气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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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旋律的歌唱性演奏出来。根据乐曲的需要制造出旋律的朦胧感。钢琴作品中

复调音乐的旋律，运用踏板的力度和速度比较难把握，有着严格的讲究。学生可

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演奏经验的积累来体会。 

二、 莫扎特第十五首钢琴奏鸣曲 K.545 

（一）K.545 的创作特点和曲式结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K.545 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简约而明

快，创作完成于 1788 年 6 月，这首钢琴奏鸣曲由三个乐章构成[17]。奏鸣曲式的的

第一乐章，快板（Allegro），如表 2-3 所示，伴奏音型十分丰富，快速的跑动使歌

唱式的乐句更加流畅。虽然使用的材料非常简洁，但内容十分饱满。音乐的主题

明快，具有歌唱性。同时将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相结合，这种风格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的主调音乐使用频繁，复调音乐的认可度并不高，复调音乐

作为一种织体更像是一种修饰，因此莫扎特写作手法是创造性的改变，同许多作

曲家创作复调作品一样，莫扎特以巴赫的复调作品作为模板，从音乐风格和曲式

结构上都做了大胆的尝试，巧妙的使用多声部的对位手法，将复调音乐与主调音

乐结合，比较成熟的展现到音乐当中。在展开部中不同声部的交替，结构上形成

一问一答的呼应，连接部左右手交替使用琶音，推进了音乐的发展。 

表 2-3 K.545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 

第一乐章 

呈示部 主部 

1-8 

（C） 

连接部 

9-12 

 

连接部 

13 

副部 

14-21 

（G ） 

连接部 

22-26 

Coda 

26-28 

展开部 A 

29-41 

（g-d-a） 

     

再现部 主部 

42-53 

（F） 

连接部 

54-57 

连接部 

58 

副部 

59-66 

（C） 

连接部 

67-71 

 

Coda 

71-73 

 

 

第二乐章，行板（Andante），回旋奏鸣曲式，如表 2-4 所示，比较清新短小的

三部曲。当时莫扎特和妻子都病魔缠身，生活非常困苦，莫扎特寻找各种的工作，

又一次次陷入彷徨[18]，但是在他的这部音乐作品中，在这一乐章中没有体现出生

活带给他的不幸。同时复调音乐在莫扎特所在的时期开始逐渐完善，从莫扎特晚

期的几首钢琴曲可以看出，很多乐章使用的是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相结合的办法。

这一乐章继承了莫扎特音乐的歌唱性，音乐细腻动听，娓娓道来。每一个乐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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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主题动机变换而来，层出不穷。 

 

表 2-4 K.545 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曲式结构 

第二乐章 

A B A B A Coda   

1-16 

（G） 

17-24 

（D） 

25-32 

（G） 

33-48 

（g-bB-c-g） 

49-63 

（G） 

63-74   

第三单元 

A B 连接部 A C 连接部 A Coda 

1-8 

（C） 

8-16 

（G） 

16-20 

 

20-28 

（C） 

28-48 

（a） 

48-51 

 

52-60 

（C） 

60-73 

 

第三乐章，小快板（Allegretto），回旋曲，如表 2-4 所示，出现很小的音乐篇

幅，并将复调技法运用的淋漓尽致，无论是声部之间还是调性上，复调的模仿和

对位运用的恰到好处，体现了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重要特征和风格。这首作品是

莫扎特灵魂的写照，清澈明亮犹如沐浴晨光，舒适清新，每一个乐句都闪闪发光，

反映了莫扎特追求自由的精神体现。奏鸣曲结构有所创新，许多作品的再现部与

呈示部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在莫扎特的晚期奏鸣曲中有所创新，莫扎特将再现部

在 F 大调中演奏，提高了四度再现主题，使作品更加清新，在钢琴的最高音区演

奏，音乐显得更加缥缈灵动。 

（二）K.545 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教学 

1、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中展开部部分，莫扎特运用多声部的写作手法，通过声部和调性之

间的交替，展现出乐曲的多面性，从 g 小调主和弦的音阶进行到 d 小调，又从 a

旋律小调的音阶式进行到 d 小调。由于高声部低声部的转换使得调性也频繁发生

变化，形成明显的戏剧性。而相同音型和不同音型旋律的交替，形成一问一答的

织体结构，乐句之间的呼应使乐曲更加紧凑。这一乐章中使用了明显的和声写作

思维，包括左右手旋律在不同声部之间琶音音型的相互交替。在展开部，调性也

从 F 大调回到了 C 大调。在莫扎特生活最不幸的一段时期中，虽然有很多痛苦和

对死亡的预感，但是正是这些经历给了莫扎特更多的创造灵感，在病魔缠身的时

候，依旧在音乐中体现出他对简单纯净生活的向往。在分析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

复调织体时，不可避免要考虑复调中节奏的问题。节奏的统一观念在巴洛克时期

就已经形成了，音乐中的重拍和拍子中的重音都已经有了统一的认知。而在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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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体中，声部安排和节奏变化都比较复杂，经常出现重音隐藏和规避的情况。这

需要学生多进行单声部的弹奏练习，保证声部之间的对称，所以也是莫扎特晚期

钢琴奏鸣曲教学中应该注意的。有时几个声部共同表达作品，原来固有的节拍惯

性被打破，不能再延续之前主调音乐的节拍重音，重音的规避在钢琴演奏中表现

为更长的旋律线条。 

 

图 2-3 K.545 第三乐章 1-10 小节 

 

2、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采用主调和复调相结合的写作手法，音型化的复调形式在作品中频

繁出现，对钢琴音乐作品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学习，可以结合复调音乐听觉训练

进行学习。利用唱和弹相互配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先视唱其中一个声部的旋

律；之后演唱这条旋律的同时，再结合钢琴弹奏其中另一条旋律。在这个一边弹

一边唱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变换，先弹奏低音声部同时演唱高音声部；之后再弹

奏高音声部配合演唱低音声部。通过听力训练找到音乐的主题动机，辨别出对位

旋律的音乐线条，找到作品中的内涵和风格。钢琴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复调思维，

理清音乐作品的旋律声部先单手慢练。针对具有明显的交响性的钢琴奏鸣曲，可

以模仿不同的乐器的感觉进行演绎。调性上的变化和对比，多分析曲子并阅读相

关书籍。结合作曲家的创作背景和经历，进行演奏学习。旋律中的特殊技法，比

如装饰音、颤音等，都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每一个主题和对题都的相

对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般钢琴音乐作品中主题动

机都比较鲜明，复调织体与之相对应也十分重要。通过声部的转换演唱和演奏、

音乐听觉的训练，对音乐印象更加深刻，主题音乐线条更加清晰，这将对日后处

理音乐作品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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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是回旋曲式，A 部分中第 1-8 小节，如图 2-3 所示，莫扎特采用了五

度模仿复调的对位技法，右手旋律从弱起小节进入第三乐章的单一主题，跳音的

使用和三度八分音符的结合，摆脱了第二乐章忧伤的情绪，带来了喜悦美好的意

境，紧接着左手在低音声部开始简单模仿，声部之间一呼一应，在明亮的主音上

完满终止。在连接部分之后，20-28 小节，在右手主题旋律在高声部进入之后，采

用了多声部的和声织体，左手又对主题动机进行了五度模仿，调性又回到了 C 大

调。主题旋律的模仿使得主题深入，加强了乐曲的归属感。莫扎特通过对主题动

机的反复交替，旋律的起伏展现了其音乐的魅力，将明亮美好的意境渲染的淋漓

尽致。在 C 部分的 40-48 小节，是第三乐章的第二变奏，右手再次出现主题旋律，

随后左手在低音声部是上行的级进，右手是切分音节奏的下行音阶，两条旋律轮

廓清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跳音的节奏音型与之前密集的阿尔贝蒂低音，形成

了明显的对比，将乐曲再次拉回轻快、乐观的气氛当中。 

三、莫扎特第十六首钢琴奏鸣曲 K.570 

（一）K.570 的创作特点和曲式结构 

《降 B大调钢琴奏鸣曲 》K.570，于 1789年创作于维也纳。第一乐章，快板

（Allegro），奏鸣曲式，如表 2-5 所示，初版出版时被作为“带小提琴伴奏的钢

琴奏鸣曲” [19]。现在作为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乐句中的交响性依旧非常明显。

如旋律一开始就像是弦乐的演奏，这首作品的创作相对于之前作品的歌唱性，更

显得乐队化，在奏鸣曲的每个乐句中似乎都能找到某种乐器的声音。接下来黑管、

小提琴的声音接连出现，给奏鸣曲增添了色彩。这一乐章中的乐句，音响效果像

从弦乐乐器的主导演奏，再到木管乐器进入，非常丰富，充斥在音乐中十分饱满。

这一乐章，具有明显的交响性，使用了丰富的音乐织体。 

第二乐章，慢板（Adagio），回旋曲式，如表 2-6 所示，音乐情绪转向忧郁，

如同莫扎特生活的写照，这部作品创作于莫扎特晚期非常艰难的阶段，这个时候

的莫扎特面对着生活的压力、疾病的困扰和工作的不顺利。这一乐章可以看出莫

扎特比较擅长使用力度的对比，但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相对于贝多芬的钢琴奏

鸣曲的创作而言，还是有所收束和控制的。将所有的情绪酝酿在音乐中，娓娓道

来，波澜不惊。歌唱性的旋律线条与调性的灵活多变，保持着严谨、庄重的特点。

这种音乐思维与当时其他艺术领域都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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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K.570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 

第一乐章 

呈示部 主部 

1-12 

（bB） 

连接部 

12-22 

 

副部 

23-30 

（bE ） 

连接部 

31-56 

（F） 

Coda 

57-80 

展开部 展开 

81-100 

（bD） 

属准备 

101-132 

（c） 

   

再现部 主部 

133-144 

（bB） 

连接部 

144-154 

副部 

155-164 

（bE） 

结束部 

165-186 

（bB） 

Coda 

187-209 

 

 

第三乐章，小快板（Allegretto），回旋曲式，如表 2-6 所示，这部作品的这一

乐章比较精炼不是很长，但是也成熟的运用了复调技法，对位的创作手法，展现

音乐的活力。说道复调的写作，很多作曲家都有模仿 J.S.巴赫的写法，莫扎特也是

如此，莫扎特晚期的这几首作品，都大量有意识的运用复调对位技法，如模仿复

调、卡农。莫扎特在有生之年一共创作了 19 首钢琴奏鸣曲,莫扎特很巧妙的采用

了慢乐章的曲式及多声部音乐织体的特征进行尝试,使钢琴音乐更加饱满和圆滑,

晚期创作的这五首钢琴奏鸣曲普遍具有复调性和交响性,经常在莫扎特的晚期钢

琴作品中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一个钢琴奏鸣曲演奏出整个乐队的风格。卡农复

调手法的运用，在原有的音乐性格的基础上加深音乐的形象感，声部之间相互模

仿变形，卡农式的重复将音乐向前推进。 

 

表 2-6 K.570 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曲式结构 

第二乐章 

A B 过渡 A C 过渡 A 过渡 Coda 

1-12 

（bE-D） 

13-24 

（c-f-c） 

25-27 

 

28-31 

（bE） 

32-39 

（bA） 

40-43 44-47 

（bE） 

48-51 52-55 

第三单元 

A B 过渡 C 过渡 A B C 过渡 Coda 

1-22 

（bB-F-bB） 

23-42 

（bB-c-bB） 

43-45 

 

45-56 

（bE） 

57-62 

（F） 

63-70 

（bB） 

 

71-74 

 

75-82 

（g） 

83-85 

（bB） 

 

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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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570 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教学 

1、第一乐章 

在乐曲第一乐章的呈示部中，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部主题，旋律的开始两条主

线深有感情，具有双层结构的意义，如小波纹般的微妙音响，每条主线都有令人

惊叹的想象力，自然流露出一种脱离世俗的高贵。弹奏时双手尽量要保持平稳，

双手的手指要保持平衡，弹奏的时候学会利用身体的力量，融会贯通，手腕手掌

要注意把控，保持音响效果不适宜弹奏的太重。副部主题部分从第 23 小节开始，

三声部进行的中间声部必须弹得均匀、非常轻，形成高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低音

声部要弹清楚，因为他是和声的根基，要感觉到和声的进行。  

（1）主题旋律的复调模仿 

第一乐章中连接部部分第 41-48 小节，左手在低音区移位模进主题的旋律，具

有悠扬的舞曲节奏。通过对比突出主题，不仅与右手下行的音阶式进行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也与呈示部中的主部主题形成了音色的对比。结束部部分 55-62 小节，

运用多声部的对比复调技法，左手采用八分音符构成的四音组连奏，与右手平稳

流畅的旋律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出现类似第 23 小节的三声部进行，左

手是 legato 性质，在沉思的抒情旋律中的掩盖下，中间声部的平稳流动细致生动，

是富于内在的动力性。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第三段展开部属准备的 101-132 小节，

以呈示部主部主题开头的 c 小调分解三和弦，加以一种二重对位法的方法展开。

是呈示部主部主题开头动机的展开并加以二重对位。音乐逐渐发展，把握住旋律

的方向感，骨架仍然是主部主题的气度，是透过泪珠现出的微笑，是忧郁、烦恼

和幽默的混合。钢琴教学中处理模仿复调的段落时，声部之间音色的对比与主调

音乐的作品处理就不一样了，两个声部之间若存在着卡农式的严格模仿，风格相

似，两个声部的旋律音色也比较一致。简单模仿则是模仿原位的一部分，无论是

声部之间的变奏，还是声部之间的倒影和扩充。音乐旋律风格改变了，音色也就

不能完全一致了。 

（2）二重对位 

第一乐章中第 101-117 小节，在 c 小调上展开对置的复调，左手先进入低音的

旋律，是重复呈示部主部主题的旋律，右手在两小节后进行八分音符的下行级进，

与主题中的材料相互呼应，并进而采用展开的二重对位手法，两个声部的旋律相

互更换了位置，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旋律线条。左手的音乐主题动机，与右手旋律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紧接着第 105-108 小节重复主题之后，第 109 小节开始左右手

声部之间的旋律互换，形成新的音响效果，推进音乐进行。与此同时一问一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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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呼应，使主题旋律反复出现，增强了音乐印象，增加了音乐作品的归属感。将

复调技法与流畅的旋律巧妙的结合，使原有的音乐材料，在不同的声部和音色中

出现，带来新的音响效果。在钢琴教学中应该注意声部之间的变化，关注和声关

系和临时升降号都有所变化，将同一个音乐动机呈现出音乐形象的不同侧面。钢

琴音乐作品中的复调写作手法，建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部上，因此应该先通

过听觉训练感受出不同旋律线各自的风格，才能更好的完成作品演奏。在钢琴教

学过程中，应该侧重复调听觉和思维的培养，找出音乐不同声部的旋律线条，形

成音乐的框架。不能像对待主调音乐一样，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和声的位置关系上，

要有横向和纵向的结合。 

 

 

图 2-4 K.570 第一乐章 95-117 小节 

 

（3）复调织体中重音的规避和隐藏 

在第一乐章中的第 187-194 小节中出现了明显的对比复调织体，如图 2-5 所示，

短句衬托式的对比复调织体，在右手十六分音符流动的旋律下，左手的八分音符

与四分音符构成的音组像是与右手的对话，一问一答相互呼应。节奏的变化可以

突出主题的旋律，乐句和乐句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莫扎特就很擅长利用这一方

面进行写作，通过右手在高音声部节奏的跑动，急促和紧张的音乐气氛，将低音

对位声部的连音旋律线条显得更加悠扬缥缈。如莫扎特经常采用的，乐句中的节

奏平缓悠长，渲染出一个沐浴阳光纯洁美好的画面，紧接着节奏突变，峰回路转

莫扎特在音乐中情绪的爆发，与之前的连绵起伏，一动一静的韵律形成了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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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而在古典乐派的作品中这种多变的节奏运用比较少，可以发现莫扎特晚期

的钢琴奏鸣曲与前期的作品有了明显的不同，而这种创作技法，在莫扎特晚期的

作品经常出现。不只是主调音乐体裁，更要关注不同声部之间的呼应。同时复调

音乐的节奏型也不太方整，在钢琴演奏教学中应该认真分析乐谱先单手练习，避

免节奏节拍的混淆。莫扎特将节奏型的变化在复调音乐作品中运用的淋漓尽致，

在本来戏剧化的音乐中有增加了浓墨的一笔，因此复调中的节奏训练是复调钢琴

教学中的重要一课。 

2、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中慢板相对于之前紧张的气氛舒缓了很多，旋律线平和、沉稳十分

有魅力，乐曲抒发着一种追求简单美好的情绪。与之前交响性的乐段相比，这一

乐章显得更具歌唱性。B 部分主题进入。透过和弦与调的差别，十六分音符及休止

符的变换，产生了对位法。弹奏莫扎特这类作品时用手腕带动手指，要注意是否

将每个音弹的很深，到达钢琴键盘的地步，在演奏力度上可以稍收束一些，如唱

歌般温柔优美。左手弹奏的同音反复也保持对称的动听优雅。第二乐章中第 24-27

小节，是模仿的复调织体，右手现在高音声部进入旋律，在一拍后左手在低音声

部进入，三度叠置模仿高音声部中的旋律。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对于声部的把握

十分巧妙。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经常使用主调音乐，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复调

音乐相呼应，声部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在主调音乐中，要合理的分析利用声部的

对比烘托主题旋律，从音乐的一开始就要对主题声部有清晰的勾勒，整个钢琴作

品才能显得层次清晰。而在钢琴作品中复调音乐的处理，声部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复调音乐每一个声部都起到支撑的作用，每一个声部都有自己独立的旋律

在里面。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相互协调配合，学生只有认真分析音乐作品的曲式

结构，理清每条旋律线的位置，才能使音乐声部之间相互平衡，才能使音乐形象

丰满，层次清晰。 

 

图 2-5 K.570 第一乐章 187-194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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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中运用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将音乐的交响性和

复调性极大的发挥出来，严格的对位技法，双重对位和半音对位的运用，展现了

和之前作品不同的一面。这部作品即继承了古典乐派的音乐风格，又对曲式结构

加以创新，是莫扎特作为音乐大师独特的魅力体现，简朴自信和对音乐不断探索

的精神。A 部分由两个弱起的八分音符和八分休止符的组合进入，紧接着运用对

位的手法，使乐句之间相互呼应，在两个声部之间一问一答向前推进，构成了立

体的音乐织体。在钢琴教学中需要控制左右手的平衡感，C 部分开始进入多声部行

进，第 45 小节右手小节弱音进入，旋律流畅优美，与左手低声部呼应，左右手多

处使用顿音，有力且舒缓，纯洁且明亮。钢琴演奏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

乐的表现，因此应该加强手指的练习，左右手的顿音应该利用大臂带动小臂，通

畅的在手指上演奏出来，带出一种冲击力爆发力。 

 

 

图 2-6  K.第一乐章 137-146 小节 

四、莫扎特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 K.576 

（一）K.576 的创作特点和曲式结构 

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 K.576，于 1789 年 4 月在维也纳创作完成。这一时期是

莫扎特最贫苦的一段时间，痛苦与死亡的预感相互交织 [20]。第一乐章，快板

（Allegro），奏鸣曲式，如表 2-7 所示，这首作品是莫扎特生活的写照，主调音乐

与复调音乐相互交织。这部作品这一乐章多处使用卡农模仿，也有一个乐句 13 次

二度的调性模进，此时期的莫扎特在钢琴奏鸣曲中，已经开始有意的使用复调的

创作技法。副部采用典型的四部和声的写作手法，莫扎特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更加

理性和沉稳，他的音乐作品中虽然流露出挣扎和焦灼，但却同时透着祥和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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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的思考，面对现实生活的折磨，莫扎特依旧在他的音乐中展露其独有的

魅力。 

 

表 2-7 K.576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 

第一乐章 

呈示部 主部 

1-8 

（D） 

连接部 

8-41 

（A） 

副部 

41-50 

 

连接部 

50-53 

 

Coda 

53-58 

展开部 展开 

59-96 

（A） 

属准备 

97-98 

 

   

再现部 主部 

99-106 

（D） 

连接部 

107-121 

（G） 

副部 

121-129 

（a--b） 

连接部 

129-137 

（D） 

Coda 

137-160 

 

 

表 2-8 K.576 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曲式结构 

第二乐章 

A B 连接 A Coda 

1-16 

（A-E-A） 

17-24 

（#f） 

24-43 44-59 

（A-E-A） 

59-67 

第三乐章 

A 连接 B 连接 A 连接 B 连接 A Coda 

1-16 

（D） 

16-25 26-39 

（A） 

40-65 65-80 

（D） 

80-94 95-130 

（F-D） 

131-162 163-177 

（D） 

178-189 

 

第二乐章，慢板（Adagio），回旋曲式，如表 2-8 所示，A 大调是主要的调性，

韵律比较强。情绪略忧伤，从曲式结构上看，依旧不乏复调织体的大量使用，显

著的对位创作思维都体现在这部作品当中，非常注重调性之间的对位模仿。莫扎

特通过各声部的旋律线的互补与支撑，将这些不同特点的旋律以一定的和声关系

结合起来，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彼此又相互补充联系，构建出一种和谐平衡的音

乐形态。歌唱性的音乐主题，运用了新的主题材料，音乐形象丰富。 

第三乐章，小快板(Allegretto)，回旋曲式，如表 2-8 所示，把两个不同的音乐

主题相结合，采用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相结合的方式，曲式结构不断转换，乐曲

流畅、婉转、情感真挚。其中莫扎特大胆创新，打破了乐句正常原有的模式。在

这一乐章中明显体现出莫扎特晚期作品的复调性，曲式结构相对严谨，依旧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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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早期作品中的纯洁和美好，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乐曲中左右手在不同声部之

间进行的琶音，更为音乐带来了新的音响效果，其情绪含蓄，讲究和谐与包容。 

（二）K.576 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教学 

1、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主题清晰，结构密集，属于二声部的奏鸣曲式，这一乐段使用了严

格的对位手法，使主题结构显得更加紧密。《D 大调钢琴奏鸣曲》这部晚期创作的

钢琴奏鸣曲，凝聚着莫扎特很多生活的经历，贫困的折磨、痛苦的挣扎、人世的

冷淡都没有掩盖莫扎特作品中的大善大美。呈示部连接部部分在 D 大调上进入音

乐，右手十六分音符的连续跑动与左手的对位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面紧跟

着高声部的音阶乐句，为之后在 A 大调的副部主题之后主部的动机再次出现做铺

垫。 

（1）复调音乐带来的交响性 

第一乐章的呈示部连接部部分中第 27-41 小节，是严格的二声部对位手法，左

右手卡农式的行进，右手在高声部先进入乐曲，紧接着左手在低声部对位模仿。

调性从 D 大调转换成 A 大调，八分音符组与十六分音符组相互交织，使音乐形象

更加生动，音乐情绪更加激烈，最后在第 41 小节上收拢性终止。在乐谱中出现重

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使用踏板应该特别注意，虽然踏板可以带来不一样的音色，

但是出于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创作年代的考量，莫扎特创作时候使用乐器是古钢

琴或者锤击钢琴，没有现代钢琴中的踏板，因此我们在莫扎特作品的谱例中不曾

看到踏板的演奏标记。很多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也都反对使用踏板来演奏莫扎特钢

琴奏鸣曲。因此应该注意加强单手练习，通过演奏技巧来控制声音的强弱，追求

俩手的平衡，不要过度倾向于哪一边，因为两个声部都很重要。 

 

图 2-7 K.576 第一乐章 147-150 小节 

 

（2）复调的音型模进 

第一乐章中的展开部部分由在 A 大调上的三声部展开，由呈示部中主部主题

发展而来，声部之间相互对比、相互衬托直到 62 小节，紧接着在展开部的开端使

用了复调的对位技法，对主部主题的动机进行了模仿，这种模仿复调属于有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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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右手在高音声部先开始八分音符的音组，在时距三个八分音符后左手在低声

部进行八度的严格模仿，音乐结构紧凑，声部丰满具有歌唱性。再现部是呈示部

的回归，在主部主题结束后，进入连接部，莫扎特在连接部使用了大量的卡农手

法进行模仿。再现部中第 109-118 小节，开始二声部的对位模仿，将动机进行了音

型模进，连续二度模进 13 次，直到进入副部主题，可见莫扎特晚期对复调手法的

热衷，将卡农式模仿运用到了极致。由右手在高音声部先开始主部主题的动机重

现，之后低音声部的左手进行简单模仿。左右手轮流模仿主部主题的动机，使得

主题旋律形象清晰，让人印象深刻。在钢琴教学上，应该侧重两手的配合，相互

交织又各自独立，将音乐的连贯性表达出来，13 次的模进一气呵成。 

（3）卡农式的模仿 

第一乐章中再现部的 Coda 部分第 137-146 小节，如图 2-6 所示，是严格的模

仿复调，在第 137 小节开始右手旋律先在高音声部进行主部主题的再现，紧接着

在时距一拍后，左手旋律在下方八度进入，八分音符的三连音结合级进下行的十

六分音乐符，将主题旋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两条旋律平稳进行。在演奏学

习中应该注意，因为两个声部时距只有一拍，因此容易与主调音乐混淆，应该分

清每个声部，在头脑中形成复调意识，不能够像弹奏主调音乐的方式只注重上下

的和声关系，而是应该把复调音乐作品中每个声部看成不同的旋律线，把握住声

部之间的平衡，不要混为一谈，也不能只倾向于一边。 

 

 

图 2-8 K.576 第三乐章 8-16 小节 

 

（4）平行声部的进行 

第一乐章中的第 147-150 小节，如图 2-7 所示，在 148 小节开始，右手在高音

声部进行级进的旋律上行和下行，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歌唱性，左手是两个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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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行声部进行，向上级进与右手高音的声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左手的平行声

部对整个乐句起着支撑的作用，构成的和声起到了音乐的铺垫作用，和声的音响

效果更加的丰满。在钢琴教学中，应该尽量突出右手在高音声部的旋律，强调旋

律的独特性和流动性。两个声部的反向流动增加了音乐的紧张感，应该注意声部

不要混淆，手指要独立声音要饱满。 

2、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是慢板，不带展开的奏鸣曲式，也是莫扎特最擅长的，具有明显的

歌唱性。以主调为主，忠于其传统的写作手法，同样也交织着部分多声部写作技

巧。A 部分三个声部进行推进，这一乐章虽然较为短小，但是运用了很多的修饰

和力度标记在乐句中。这一方面在演奏和学习时应该特别注意。莫扎特早期钢琴

奏鸣曲的力度变化相对平稳，纯粹悠扬。后期的钢琴作品有所变化，首先在曲式

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复调织体的转换，导致调性的频繁变化。音乐性格的变化影

响到调性、力度变化上也与以往不同。这些与莫扎特生活经验有关，莫扎特从小

赴往各国演出，期间接触了很多事情，也学习到了不同国家的音乐风格，作为晚

期的重要奏鸣曲之一，与莫扎特早期作品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时期的钢琴

奏鸣曲也被称作“维也纳奏鸣曲”。因此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对复调对位的

运用，织体的变化更突出不同声部音色的特点。 

3、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是单一主题的回旋曲式，在保持主调音乐的同时，在这一乐章中还

大量的出现了复调织体。A 段以主调音乐为主，侧重歌唱性的叙述。B 部分中第

95-116 小节，以复调音乐为主，是全曲的高潮部分，利用了多种复调对位的写作

手法。第三乐章中的 B 部分中第 98-102 小节，是华彩式的对比复调，左手的旋律

是八分音符为主的旋律，形成半音向上级进的旋律，在右手连续三连音的连续跑

动衬托下，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显得十分悠扬。这个乐段有一定的弹奏技巧，三

连音注意要慢练，一定要保持手腕平均平稳，借助手臂的力量，把握住声部之间

的平衡，将音乐中悠扬婉转、光明圣洁的情绪表达出来。在第 95-97 小节是短句衬

托式复调织体，左手在下方声部中弹奏简短的乐句，如同是右手高音声部的呼应，

不同的音型形成了明显的节奏对比，相反的旋律线也使得高音声部的旋律更加突

出，一呼一应给音乐的行进增添了动力。第 103-113 小节是卡农式的严格模仿复调，

主题的再现在卡农式的模仿复调中，形成了深刻的音乐形象。巧妙的使用对位模

仿的手法，是音乐更加成熟严谨，音乐形象丰富。左右手在 D 大调上对主题材料

的反复模仿推进音乐，与跳进和音阶级进的另一个声部相互呼应，莫扎特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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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织体的转换中过度自然，创作的灵感层出不穷，莫扎特对乐曲巧妙的编排展

现出他音乐的魅力所在。 

（1）华彩式对比复调 

第 8-16 小节，如图 2-8 所示，钢琴音乐作品中的音色与触键方式有着很密切

的关系，一个钢琴音乐作品触键的方式不同，就会获得不一样的音色。而就莫扎

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来说，不同的复调对位方式要求对应不同的音色，在保证

音色匀称饱满的基础上还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对比复调的乐段中，经常出现两个

声部使用不同的音乐性格，一个亢奋紧张；一个婉转悠长。这个时候不只是音乐

时值上的不同，在音色上也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乐谱我们可

以看出，紧张疾行的声部使用连续音符连续跑动的三连音；而婉转悠扬的一个声

部使用长音或延音线，把音乐的线条拉长，这些都是通过音色体现出来的。 

（2）短句式呼应的对比复调 

第三乐章中 B 部分的 26-39 小节，出现了明显的复调织体，如图 2-9 所示，左

手部分在低声部进行主题动机，右手随后也模仿主题旋律，形成复调对位，调式

发生了变化，节奏上也有鲜明的对比。在 34-39 小节，莫扎特又将多声部对位手法

运用的淋漓尽致，由倒影模仿到简单模仿，可见莫扎特作为天才作曲家，已经将

复调对位技术使用的相当娴熟。在左右手轮流呈现主题材料，使音乐线条更加清

晰明朗，音乐形象更加立体生动。 

 

图 2-9 K.576 第三乐章 22-36 小节 

 

（3）三声部中的平行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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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中第 29-36 小节，如图 2-10 所示，三个声部的进行，左手两个声部

是平行声部的进行，与右手的旋律形成了呼应，在分析和钢琴学习中，这部分的

中间声部的处理是比较困难的，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对每个声部单独进行

听力训练，然后进行两个声部的听力训练，高音声部和低音声部的结合，高音声

部和重音声部的结合，再到低音声部与中音声部的结合。最后再将乐曲三个声部

一起重现出来，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理解。在训练的过程中，要保证每条旋律弹奏

清晰，两个声部结合的时候也要层次分明。最后三个声部演奏的时候，尽量保证

两个手弹奏的平稳，像之前弹奏两个声部一样分明清晰。 

 

图 2-10 K.576 第三乐章 29-36 小节 

五、莫扎特第十八首钢琴奏鸣曲 K.533 

（一）K.533 的创作特点和曲式结构 

第十八首钢琴奏鸣曲 K.533，这首作品于 1788 年 1 月在维也纳创作完成。这

首作品大量的运用了复调对位的技法，是莫扎特创作的钢琴奏鸣曲中曲式结构较

成熟的作品之一。第一乐章，快板（Allegro），奏鸣曲式，如表 2-9 所示，这一乐

章具有典型的赋格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古典乐派的奏鸣曲特征的同时，大量运用

复调织体，使乐句更加丰满，后期贝多芬的很多作品更大量的运用这种技法。这

部作品中莫扎特有意的运用复调的写作手法，在不同声部之间进行对位的模仿。

同时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彼此相互交融，使得音乐的形象更加多变和立体。 

第二乐章，行板（Andante），奏鸣曲式。如表 2-9 所示，左右手对比明显，在

低音声部的衬托下，突出高音声部的音阶的流动性。本乐章采用了大量的装饰音，

柱式和弦与跑动的三连音相互呼应，并对复调对位的手法加以巧妙的运用，这部

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作品曲式的分析应该结合音乐理论学习，这方面的学习

看似简单，但要真正的理解和掌握会很复杂。音乐理论知识是音乐学习的基础，

无论是乐器演奏还是作品研究，结合音乐理论和作曲家创作背景，对音乐作品曲

式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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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K.533 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曲式结构 

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呈

示

部 

主部 

1-8 

（F） 

连接部 

8-41 

 

 

副部 

41-49 

（C） 

 

连接部 

49-66 

 

Coda 

67-102 

主部 

1-10 

（bB） 

连接

部 

10-33 

 

副部 

33-42 

（F） 

 

Coda 

42-46 

展

开

部 

A 

103-115 

（c-d-g） 

B 

115-125 

（d） 

C 

125-137 

（d-g） 

D 

138-14

5 

（F） 

 

 A 

47-59 

B 

59-72 

 

  

再

现

部 

主部 

145-153 

（F） 

连接部 

153-168 

（f-bD） 

副部 

168-176 

（F） 

连接部 

176-19

3 

 

Coda 

193-23

9 

 

主部 

73-82 

（bB） 

连接

部 

83-10

1 

副部 

101-11

0 

 

Coda 

110-12

2 

 

第三乐章，小快板（Allegretto），回旋曲式，如表 2-10 所示，乐章结构比较短

小，音乐情绪明亮清新，具有天真纯洁的自然之美。这一乐章中莫扎特采用了许

多复调对位的写作手法，多声部的对比相对增强，在左右手的不同声部之间，互

相模仿推进，使乐曲中的音乐形象更加深刻。莫扎特晚期的钢琴奏鸣曲，整体音

区音域有所拉大，这与莫扎特晚期欧洲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锤击

钢琴已经取代了古钢琴的地位，这个时期的乐器的变化，使得音响效果影响了作

曲家的创作，从大字一组的 F 到小字三组的 bE 之间，在莫扎特生活的时期，很多

都属于钢琴创作中的极端音区，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声部之间的模仿，不断变

化的音区使得调性经常转换。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莫扎特的作品中有追求自由

的情绪，但在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包括复调音乐作品还是有所收拢的。相对于早

期而言，晚期钢琴奏鸣曲上较长的旋律线，与复调织体的运用，使得音乐更具有

戏剧性和交响性。 

表 2-10 K.533 第三乐章曲式结构 

第三乐章 

A B A C A D A Coda 

1-12 

（F） 

13-38 

（C） 

39-50 

（F） 

51-82 

（d-bB-F） 

83-94 95-119 

（f-bA-f） 

120-130 

（F） 

130-170 

 

万方数据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0 - 

（二）K.533 中复调织体的分析与教学 

1、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出现了大量的复调织体和多声部的对位，体现出鲜明的复调色彩，

是典型的赋格曲（Fuge）。复调音乐是以宗教体裁为主导，表达的情感多是崇敬的。

虔诚的，以歌颂上帝为主旨[21]。这首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运用了大量的多声

部对位手法，具有典型的赋格风格，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与前两个乐章不是一个

时期创作的，但音乐风格十分相似。从呈示部开始，前 8 小节主部主题陈述之后，

连接部部分采用了多声部的对位手法，频繁的出现复调织体，如在连接部的第 27

小节，如图 2-11 所示，左手在低音声部先进入旋律，连续的八分音乐符下行级进。

紧接着右手在一小节后进入旋律，通过八度模仿，有终卡农的手法进行模仿，使

旋律的形象更加清晰，力度标记多次出现，加强了音乐流动的动力。 

（1）严格的模仿复调 

第一乐章的连接部部分第 27-36 小节，如图 2-11 所示，运用了鲜明的复调对

位技法，多处采用了严格的模仿复调手法。其中第 27-31 小节采用的是模仿的复调

音乐织体，旋律先在低音声部的左手进入，由八分音符组构成了级进的下行音阶，

之后右手进入音乐旋律，对左手低音声部的旋律进行八度严格的模仿。再如第 31

小节开始，右手先在高音声部进入旋律，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的音组再现了主题

的动机，左手的旋律在一小节后进入，再次从主部主题，向下八度的模仿使音乐

形象更加立体，严格的模仿行进，将独立的旋律更好的统一起来。可以看出莫扎

特有意的从多声部写作思维出发，给音乐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复调对位的运

用，将音乐从多个角度展现出来。作者在旋律中使用了许多的保持音，如 28-29

小节的右手旋律中都有保持音的出现，将乐句更好的连接起来。在连接部的这一

乐段中，莫扎特运用了大量的复调织体，以模仿复调为主，对同一音乐旋律在不

同的角度进行陈述。尤其是对呈示部中主部主题的重复和模仿，在不同的声部表

现出主题旋律不同的音色和情绪，使主部主题的旋律深入人心。在钢琴教学中应

该注重声部的平衡，每一条旋律都是独立的音乐线条，应该弹奏出清晰的层次，

和不同旋律的起伏，掌握每段旋律的句读，更好的呈现出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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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K.533 第一乐章 25-39 小节 

 

（2）模仿复调加深主题形象 

第一乐章呈示部中副部主题后的连接部分中第 49-53 小节，如图 2-12 所示，

第 49 小节开始，在 C 大调上又展开了复调织体的写作，随着左手的旋律强音进入，

旋律是对呈示部的副部主题运用模仿复调对音乐进行展开，一呼一应此起彼伏到

第 50 小节右手进行五度模仿，时距相差一拍在高音声部进入后，在对低声部的模

仿后，又将乐思加以扩展，整个音乐由弱拍的三连音持续推动，如同隐藏在身体

里巨大的力量，随时等待着爆发，这也是莫扎特奏鸣曲的魅力所在。在第 53 小节，

左手在低音声部对右手的旋律进行模仿，再次对副部主题进行重复，主题形象更

加深刻。在这一部分的左右手旋律多次互换位置，在不同声部中呈现，从不同侧

面展现音乐形象，具有很强的辩证性。莫扎特的这首钢琴奏鸣曲不只是作品的织

体变得丰富，临时调号的频繁变化，使得音乐更加立体，并展现出莫扎特独特的

音乐创作技巧。 

 

图 2-12 K.533 第一乐章 45-5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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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调音乐中调性变化频繁 

第一乐章中展开部的 A 部分，左右手相互转换呈现展开副部主题，调性也由

c 小调转为 g 小调，声部之间相互对比、相互呼应。三连音弹奏方法，弹奏前可稍

微抬起些手指，大臂带动小臂，将手腕的方向在水平和垂直的方向进行调节，手

臂放松，利用好整个上身的力量。C 部分中第 125-137 小节，出现多次声部互换，

第 125-126 小节左手的低音声部在 d 小调上 5 个双音，连续上行进入，与右手高音

声部三连音中隐伏的下行级进的音阶形成对比，接着音响强弱交替，旋律相互交

织，在重复的旋律动机中增减材料，以五度为音程距离的多声部写作手法，调性

转入 g 小调，最后音乐开放性终止。再现部中第 153-159 小节，再次出现模仿复调，

多声部进行从 f 小调转换到降 D 大调，声部之间频繁的变化，使得调性也不太稳

定，出现调性的变化。在钢琴教学在，调性的快速转变应该做好准备，复调音乐

中调性的变化一般是由于声部的转变，和声进行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在演奏和教

学过程中应该在调性变化的同时，体现出音乐明显的句读关系，结合曲式结构的

分析和音乐家创作的时代背景，更好的呈现作品。 

（4）复调织体展现不同的音乐形象 

第一乐章中展开部的 D 部分中 135-145 小节，八度的模仿复调，伴随着力度

的变化，调性从 g 小调转回 F 大调，结尾依旧是八度三连音进行到 F 大调的属和

弦上完满终止。多次出现力度变化记号从 p 到 145 小节出现的 ff，产生了明显的对

比，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力度，介于巴洛克的严格控制和贝多芬的爆发之间，

力度音响的对比已经开始变得明显。这与当时演奏使用的钢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这个时期的钢琴正是一个发展时期，从羽管风琴开始过渡的时期，莫扎特

当时使用的钢琴琴锤很小，演奏起来音响效果明朗，具有明显而丰富的泛音效果。

因此这个阶段创作的钢琴奏鸣曲继承了巴洛克时期的风格，又加以创新和扩展。

莫扎特的中期作品开始，力度上就有了明显的变化，p—ff 的对比，钢琴奏鸣曲的

力度记号变化开始丰富，不再局限于 p—f 的音响变化之间。这种钢琴奏鸣曲技术

上的革新，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也为后来贝多芬等作曲家的创作开启了一

个大门。莫扎特晚期的作品变化更加丰富，从调性上的变化，调式的处理，主调

音乐与复调音乐的融合，都要求了力度和音色不能再停留在之前的创作中，力度

的变化有利于突显旋律。 

2、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行板，是严格的三声部结构，使用了许多不协和和弦，莫扎特通

过和声对位，展现出严肃神圣的音乐情绪。主部主题清晰明朗，声音立体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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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祥和。展开部 A 部分中第 47-54 小节是多声部的复调创作手法，左手用八度

和弦半音的短句进行，与右手下行的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音乐材料，

最后结束在 f 大调的主和弦上。在这一部分中，应该注重突出右手的旋律声部，左

手的柱式和弦应该注意力度的控制，不能过于突兀，给旋律造成了阻断感。短句

的出现与右手的旋律相互呼应，一问一答，展现了莫扎特在晚期时候的挣扎和痛

苦，和其与之相抗争的坚强力量。小二度的不和谐音程继承了巴洛克时期的复调

思维，在莫扎特这首作品中有所体现。在钢琴教学中应该注意力度和重音的变化，

根据力度符号的变化，在高音声部和低音声部产生了不同的音色，将乐曲生动的

推进。在钢琴音乐作品中，音色的变化为复调织体增色不少。 

3、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是回旋曲结构，可以看出莫扎特这一时期，对多声部对位的手法

的运用已经比较成熟。C 部分中第 51-67 小节，是通过 A 部分主体的赋格进行转

调而成。在 d 小调上由强音开始，左右手声部相互呼应，八分音符与八分休止符

相互穿插，乐曲不断推进，节奏略显紧张急促。在平时钢琴学习中，学生应该加

强手指手臂的训练，如大臂的力量带动小臂，在将力量通过手腕到达每一个手指，

手腕要平稳，手指指尖要弹奏出颗粒感，才能获得圆润的音色。同时莫扎特晚期

的五首钢琴奏鸣曲对复调对位的手法比较成熟，相对于莫扎特早期和中期的作品

而言，音乐节奏更加自由，钢琴的音色十分丰富，平时练习时尽量保持慢速平稳，

不要弹奏的太黏，手臂和手腕都要保持放松的状态，同时保持运动灵活。演奏曲

目之前高抬指的手指练习和落手臂的练习都是比不可少的。通过平时的练习，才

能保证钢琴作品演奏中饱满的音色。利用弱拍的弹奏技巧，调节手臂和手腕的力

量，有张有弛，通过高抬指的多练习，更好的控制演奏。 

通过复调听觉训练，把握声部的独立性。在 Coda 部分中第 152-160 小节是同

一音乐动机的模仿复调，同音型的推进是莫扎特一生的铺垫，如同讲述他的一个

个故事。严格的模仿，音型、节奏和和声关系都保持一致，在第 155 小节开始的

右手连续四小节的旋律也出现了保持音。D 段是运用的小三段式模仿推进，从第

105 小节开始三声部进入音乐，中间声部与高音声部严格的模仿，给音乐旋律增加

了动力。第 109 小节开始，中间声部又与低音声部进行模仿，高音声部是级进的

上行流动，与另外两个声部形成对比，使音乐具有多层次立体感。尾声部分第 177

小节开始，使用了复调的手法进行处理，下行级进的旋律线音符在左手的低音声

部中，与右手的声部形成对比，将音乐结构处理的更加严谨。针对多层次的复调

音乐的学习，复调听觉训练至关重要，学生需要同时听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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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如果惯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高音声部，通畅就会将右手的整部要奏过重，

而忽视了左手的低音声部旋律。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左手上，有忽略了其他声部

的线条。因此通过复调的听力训练，养成听觉的独立性，平衡多各声部在音乐中

的位置，复调音乐本身就由是严谨的对位构成，声部中的独立更需要学生通过听

力训练，认真去体会。 

 

注释： 

[10][11]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84、785. 

[12]林华.叶思敏.复调艺术概论——非作曲专业修订版[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16. 

[13]陈铭志.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第 2 版.4. 

[14]王安国.王安国教复调[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9. 

[15]周薇.西方钢琴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87. 

[16]张韵璇.复调音乐分析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第 2 版.109. 

[17] [18]蒋立平.莫扎特《C 大调钢琴奏鸣曲》K.545 的独特魅力[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

（3）：117、119 

[19]鹿鸣.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K.570 第一乐章曲式分析[J].艺术品鉴,2015（7）：207 

[20]鹿鸣.论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复调性——以作品 K.576、K.533 为例[J].艺术天地,2010

（290）：79 

[21]张磊.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对复调音乐发展的意义[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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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中复调织体分析
与教学研究的启示 

一、有利于音乐素养的提升 

通过作品的研究分析，不仅提高了学习者的钢琴演奏技巧和对钢琴作品的理

解力，也培养了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有利于学生多角度理解作品和提高音乐审美

能力。通过深入研究钢琴作品中的文化精髓，认识每个时代的历史和审美思维，

这也是学习和分析音乐重要的作用。 

（一）了解不同时期音乐的风格特点 

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有着不同的风格，如通过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的研

究，了解古典主义音乐的特点，莫扎特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其风

格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体现了古典奏鸣曲乐派的特征，近

关系调的运用，频繁的调式转换，晚期复调织体的出现等。使得音乐更加生动立

体。莫扎特的风格把握的也恰到好处，将音乐情绪通过具体的音乐行为表现出来。 

在莫扎特不同时期的钢琴作品中能看到每个时期的变化。如 1774 年受到了海

顿的影响，莫扎特在故乡萨尔斯堡创作了钢琴奏鸣曲 K.279-K.284，这时期作品简

约明快。如 1778 年莫扎特在德国和法国旅行时，受到了法国音乐的影响和启发，

所创作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中期作品 K.330 ~ K.333，相对于早期的钢琴奏鸣曲

更加成熟和充实，这时期作品又叫“巴黎奏鸣曲”
[22]。 如欧洲 18 世纪对复调技法

进行着研究和探讨，对莫扎特晚期钢琴奏鸣曲中曲式结构的影响。对于作品中复

调织体的清晰认知，有利于对音乐作品风格的正确把握，经过这样的处理，这首

奏鸣曲的脉络显得更加清晰。让学生了解到莫扎特音乐的风格，从而在演奏中更

好的把握音表达的内涵。通过几首曲子的分析，找出其共性和不同。 

（二）培养音乐的感觉 

在钢琴演奏教学的过程中，注意力既不能偏向于高音声部的右手，又不能倾

斜于低音声部的左手，应在双手共同演奏中寻找一个对称的平衡点，培养学生的

音乐感觉，对每个声部和动机都更加敏感。钢琴作品中运用复调对位技法的作品

非常多，在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直到现在的很多钢琴音乐

作品都对复调写作技法十分偏爱。复调结构的钢琴作品在学习和演奏中有很多需

要注意的。通过钢琴复调音乐的分析和演奏学习，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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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提高。在对作品的复调织体进行详尽的研究和演奏学习后，双手的协作水

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良好的音乐感，不一定像莫扎特一样拥有非凡的天赋，它可以通过学习和训

练获得。复调音乐建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部上，左右手所弹奏的都是独立的

旋律和音乐动机，双手的平衡很重要。声部之间相互衬托，每个声部又都是独立

完整的。因此学习和分析作品的过程，结合音乐基本的曲式结构理论，和对音乐

能力的训练，是正确学习和演奏音乐中复调织体的前提。结合相关理论的学习，

和音乐能力的训练，学生的音乐感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音乐感觉是一种

判断力，也是一种审美能力，通过眼睛看耳朵听培养音乐感觉，有复调织体的音

乐作品是训练音感必不可少的素材。比如学生可以听辨音乐的主题，分析声部之

间的关系，判断每个声部的旋律线条，一段旋律中出现了几个声部。这也是演奏

中需要判断的。通过多听多看多用，配合着合理的教材，音乐的感觉会明显的有

所提升。 

（三）培养复调的音乐思维 

复调音乐是几个声部旋律线纵向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和学习演奏这些钢琴复

调作品的时候，对钢琴作品的风格把控，结合作曲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建立整个

音乐的宏观印象，分析旋律中的主题动机，分析音乐符号的意义和用法，都是对

音乐思维培养的过程。复调音乐又有严格复调和自由复调，不同的曲式结构带来

不同的艺术效果，在音乐作品中体现出来。多声部作品中个性的表现，又不脱离

大的音乐框架，在分析和演奏学习中大脑得到了全面培养，这个音乐的布局在头

脑中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坐标网，乐句之间一呼一应、一问一答，学生的音乐

思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如莫扎特五首晚期的钢琴奏鸣曲，学生在分析和演奏学习的同时，形成了辩

证统一的思想观。音乐的创作和学习是一种艺术活动，甚至高于科学。从哲学辩

证的角度来看，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审美的需要。从巴洛克时期追求复调的音乐织

体，到了古典主的早期又开始使用主调音乐，到了莫扎特晚期的时候将主调音乐

和复调音乐进行结合。看上去每一次创作技巧的提高，看不见的审美能力也随之

提高。许多学生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的认知，停留在乐谱的表面，没有深入的研

究和理解。因此对钢琴音乐作品的分析和曲式织体结构的研究，有利于培养了学

生和谐又独立的复调思维。 

（四）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 

对钢琴音乐作品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艺术活动，例如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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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织体的探究，通过对曲式结构的分析，对创作背景的结合，再到后来二次加工

的演奏出来。针对钢琴作品对复调音乐的分析是一种音乐活动，也是美学研究的

一部分。这种研究“即是对审美心理学科，也是对技术课程的一次巨大提升，使

这两门学科的发展都会踏上一个新的台阶”[23]。音乐的创作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

心理活动，莫扎特经常使用的阿尔贝蒂低音就是一种审美标志。如分析莫扎特晚

期钢琴奏鸣曲中的复调对称性，在音乐中找到各个声部之间的平衡点，寻找旋律

之间的黄金比例。 

复调音乐中的对比和模仿，声部之间的横向的流动，和纵向的和声关系，在

音乐当中每个声部独立存在着，同时与其他声部相互协调着，也是审美心理的需

要。林华老师也曾经写到，在传统的审美观有序的前提下，复调音乐打算制造一

些有趣且能被接受的迷乱。同时在分析几首钢琴作品的复调过程中，可以通过关

注作者的风格和音乐情绪，宽广的旋律线条，淳朴的音乐情感，和对简单美好的

生活追求，这些都是无形的审美符号，通过美学的角度对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复

调织体进行研究，发现音乐作品高度的艺术价值。这个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也使

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升。 

二、有利于更好的诠释作品 

通过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分析，结合教学中的启示，学生可以更

好的理解作品的内涵。结合莫扎特所处时代的特点和莫扎特创作手法的变化，对

作品有了更深刻和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的分析和教

学实践，结合复调音乐的发展，将音乐技法和精神更好的继承下来，也将音乐家

作品创作的原貌更好的呈现出来。 

音乐作品的分析对音乐研究和教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

郎朗也曾经提到过，音乐理论属于钢琴教学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能止步于只

了解这些内容。为了钢琴教学的完整，学生可以通过曲式分析，对作品的风格有

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由此可见区分左右手声部的旋律线条，可以更好的判断声部

之间的关系。可以进行声部的单独分析和学习，再将各个元素结合到一起，从而

正确的把握钢琴作品中的音乐性格。在曲式结构分析的过程中，一个作品的曲式

结构是它的骨骼，是整个音乐宏观的把控。音乐作品和声织体的分析是学习复调

钢琴音乐的大门，复调对位很大的程度上建立在和声学的基础上，就是一种纵向

的音乐关系。对和声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对音乐作品的分析和理解也有很大的帮

助。结合曲式分析和学习，加强学生对作品的认识和辨别。培养学生的纵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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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横向思维相结合，从而对复调钢琴作品的特征有正确的认知。对声部之间的关

系有理论上的指导，清晰的辨别出声部之间的层次，主题的动机，理解乐句的划

分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体会钢琴作品中的细节，结合钢琴作

品的创作背景，把握音乐作品的风格，分声部的推敲音乐作品，更好的诠释作品。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与早中期的钢琴奏鸣曲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曲

式结构、织体处理和音乐情绪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不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教

学的研究就会影响演奏和学习，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大量的使用了复调织

体，这与当时启蒙运动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了

思想革命的，莫扎特在晚期的几首钢琴奏鸣曲中就体现出对音乐的辩证思维，对

过去就框架的解放探索。结合这些背景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进行分析与教学的

研究，有利于更好的诠释音乐作品。 

三、有利于钢琴演奏的深入学习 

钢琴奏鸣曲作为莫扎特重要的器乐曲之一，被广泛的应用于教学当中，是学

习钢琴演奏必弹的曲目之一。然而不可一成不变的对待莫扎特的所有钢琴奏鸣曲，

通过对奏鸣曲的分析和曲式的解刨，使学生更加清晰的知道作品的特点。由于莫

扎特晚期的作品大量的使用和声对位，更要关注不同声部之间的呼应。同时复调

音乐的节奏型和旋律都不太方整，认真分析乐谱，对每个声部的旋律进行研究，

避免混淆。 

在钢琴演奏学习中，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乐曲复调织体的分析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演奏的精准度。通过对多声部对位的学习和演奏，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处

理更加细致和均衡。在钢琴的学习中，技术和理论同样重要。莫扎特晚期的钢琴

奏鸣曲不只是主调音乐体裁，所以通过关注不同声部之间的呼应，培养手指的独

立性以及掌控力，突出每个声部的旋律，对音乐的理解也至关重要。如果只是有

很好的演奏技术而对作品的创作一无所知，是很难忠实的还原作者的创作初衷的。

教师引导学生正确的诠释音乐作品，从乐曲的结构、背景和创作意图入手，达到

对每个乐句乐段真正理解。 

通过谱子上的音乐符号理解作者的情绪，做到心身一致，才能达到好的学习

目的。通过分析作品理解深层次的内涵，从而把握音乐的风格、情绪和重点难点，

为钢琴教学起到了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多声部复调织体的音乐的特点决定了，每

个声部都至关重要，这对学生钢琴演奏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手指的把握。

在演奏的力度上面要求平均，在侧重点上要求平衡，考察学生手指的独立性。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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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跑动下保持声部的稳定，学生一定要考虑周全，每次演奏一个乐句头脑中就

要准备很多的问题。节奏是否平稳，力度是否平均，声部之间是否平衡，长时间

的钢琴复调音乐的练习，对学生钢琴演奏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注释： 

[22]郑兴三.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215. 

[23]林华.复调写作技法与音乐审美心理[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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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教学作用，

莫扎特作为古典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钢琴奏鸣曲更是这个时期音乐特点的重

要体现。五首晚期的钢琴奏鸣曲不仅内涵丰富，技术性和艺术性也达到空前的高

度，同时也是今天学习钢琴必弹的难得的作品。其钢琴奏鸣曲中很多方面值得借

鉴，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给教学实践带来很大的启示。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钢琴日益普及，钢琴教学成为音乐教育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对于钢琴教学而言，作品分析尤为重要，而针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

曲的分析，其着眼点就落在复调的分析，通过本文的撰写，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的作品风格、曲式结构以及美学特征等方面的特点，

从而更好的运用在钢琴教学当中。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了解莫扎特在不同时

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以及其作品在维也纳奏鸣曲中的地位。使钢琴教学过程更加

立体，勇于打破传统的习惯，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作品，带给钢琴学习者更多的

启示和灵感，更好的呈现出作曲家的初衷，也为学生日后演奏大型复调作品打下

良好的基础。 

对音乐作品中织体和曲式的研究，是理解作曲家创作理念的重要切入点。因

此培养复调思维至关重要，通过多听多练对音乐作品中的织体进行分析，把握每

条旋律线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又互为补充，在头脑中建立起横纵的音乐概念。

复调织体主要包括模仿复调和对比复调，分析和学习演奏对比复调时，要注重旋

律的主次，突出重要声部。在分析和学习演奏模仿复调时，注意掌握声部之间的

平衡，不倾向于任何一边，也不能像对待主调音乐一样对待复调织体，因此培养

复调思维对音乐学习和研究非常重要。 

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与早中期的钢琴奏鸣曲作品不同，具有明显的复

调特征。这与当时工业蒸蒸日上的时代有关，作曲家又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对

音乐作品更加辩证和理性的进行思考。五首晚期钢琴奏鸣曲呈现了大量的复调织

体，复调音乐与主调音乐相结合也是莫扎特晚期创作的特点之一。很多作曲家在

晚期的作品中也都有对复调的深刻思考和运用，如贝多芬、海顿等。虽然中西方

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对作品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本文从复调织体

的角度切入，对莫扎特五首晚期钢琴奏鸣进行研究，希望引起研究者和学习者的

重视，从而对作品有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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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

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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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

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可以公开学位论文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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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几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回首这么多年里，

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和想感激的人。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母校

不仅传授了我知识和技能，更灌输给我一种积极进取的品质和精神。 

首先，感谢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张磊教授，在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给予我的

谆谆教诲和鼓励，给我专业知识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我完成硕士论文期间，他

耐心的启发和指导给我带来很多灵感和思路，我第一次对学术进行如此深入和全

面的思考，收获的是受益终身的学习研究能力。能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得到他的指

导，我感到不胜荣幸。 

其次，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和这里每一位老师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他们专

业技术过硬，对待学术的态度严谨，带给我一节节生动和精彩的课程，使我在这

几年的学习中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要感谢这几年来陪伴我共同成长的同学，

给于我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各位同学的互相勉励营造了积极的学习气

氛，希望未来继续共勉前行。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支持和鼓励我，尊重我每一次的选择，为我

每一次的进步欣慰。他们无私的陪伴使我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没有顾虑和困扰，

圆满的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 

我的论文中还有许多地方仍显粗浅和尚待斟酌，希望阅读本文的老师和研究

者能给于指导和包容，我会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再接再厉，不断完善自己。从入学

的第一天起看到教学楼里的标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就立志一定要认真学

习知识和技能，日后做一名合格的教师，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虽然有很多不舍，

但我将把这种情绪化为一种动力，在以后的每一天督促自己，不断前进，做一名

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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