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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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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古典主义时期伟大的作曲家，

他所创作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无论在钢琴演奏方面和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在世界

上都占有了巨高的位置。f 小调《热情》奏鸣曲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品，此首奏

鸣曲写于 19 世纪(1804 年致 1806 年)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首举世闻名的奏鸣

曲献给了他的朋友弗朗茨•冯•布龙斯维克伯爵。贝多芬认为在他创作的钢琴奏鸣

曲中写的最出色的一首钢琴奏鸣曲。本文就贝多芬的这首奏鸣曲的写作背景、当

时写作的思想情绪以及本钢琴奏鸣曲三个乐章的演奏研究加以详细的分析。同时，

借鉴当代钢琴家所演绎的这首奏鸣曲的各个不同特点来学习和总结自身演绎这首

作品时所需要注意的各种地方，从而更好的演绎这首作品。 

 

关键词  《热情》奏鸣曲；演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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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dwig van van Beethoven (Ludwig van Beethoven) is the great composers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his 32 Piano Sonatas, both in piano and music theory study, in the 

world occupies the giant high position. Sonata in F minor “enthusiasm” sonata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middle period of creation, the first Sonata song was written in 

the 19
th

 century (1804 by 1806)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wo years of time. This is the 

first known to the world of the sonata to his friend Frantz von Brunn Cwick count. 

Beethoven thought that in his creation of the piano sonata written in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 of the piano sonata. In this paper,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Beethoven’s Sonata,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the time and the study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movement of the piano sonata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drawing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ata which is played by 

contemporary pianist to study and summarize all kinds of place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perform this work. 

 

Key words:”Passion” Sonata, Playing processing 

 

 

 

 

 

 

 

 

 

万方数据



绪  论 

- 1 - 

绪  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贝多芬一生当中创作了 32 首钢琴奏鸣曲，在他创作谱写而成的奏鸣曲中，有

很多作品被广大听众和爱好者认可和喜欢，而且在音乐会中，很多脍炙人口的奏

鸣曲被当时的钢琴家们所采用作问音乐会的所选曲目来演奏。他的第二十三首 f

小调钢琴奏鸣曲《热情》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像这么伟大的系列作品流传至

今，我们应当更加仔细和分析他所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在演绎方面，还是作曲理

论研究方面，都是一个合适的模版和例子，我们应该珍惜前人所创作的精华，研

究和探索，理论并实践。 

二、研究现状 

根据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热情奏鸣曲” 和“贝多芬奏鸣曲的演绎”找到相

关论文 60 余篇，主要集中在古典音乐的起源、奏鸣曲的历史发展、奏鸣曲的曲式

结构、旋律写作特征、演奏技巧和音乐艺术特征的简要分析及贝多芬奏鸣曲的演

奏分析等等。在搜索结果中输入关键词“贝多芬”找到此类论文 200 篇，主要集

中在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发展历程和创作背景，以及在曲式和演奏方面进行研

究的过程中是如何汲取和借鉴的。 

查阅图书馆馆藏关于音乐剧外文学术期刊及论著，并上网浏览了大量国外经

典音乐剧视频的英文网站，均未发现同样的选题研究方向。国外选题研究主要涉

及的内容有国内外钢琴奏鸣曲的历史背景、奏鸣曲演奏的分析、和声与曲式结构

分析等内容。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每一首的演奏技巧及艺术处理方面的内容尚未

收录。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 30 多年来，无论是钢琴演奏专业还是

作曲理论专业，对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绎研究美学研究还是作曲方式的研究

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由于当今的网络媒体的发达，各个演奏家所演奏的《热情》

奏鸣曲的处理也不一样，国内和国外的大师班上所指点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

再加上贝多芬奏鸣曲的书籍由于出版社的不同，踏板、装饰音甚至乐谱小节的数

量也有分歧，这样就导致了演奏处理方式的不同，所以在演绎方面内容还有很多

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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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热情》奏鸣曲的研究需要和当时创作背景，钢琴的逐渐发展和贝多芬本人

的当时自身状况想联系，一首作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需要作曲家本身的社会

阅历、磨练等，在能创作出符合当时情绪的奏鸣曲。另外对于本首奏鸣曲的属于

古典主义时期的奏鸣曲，所以在演绎方面需要一个严谨认真的，理性大约感性的

态度去分析和折磨怎么演奏出这首奏鸣曲才会接近贝多芬本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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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创作源泉 

一、创作背景 

贝多芬 f 小调《热情》奏鸣曲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品，写于 19 世纪(1804

年致 1806 年)所完成。当时他也认为这首奏鸣曲是他所写的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辉

煌、最满意的一首。这首曲子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为拿破仑称帝后，得知消息的贝

多芬十分的愤怒，因为贝多芬并不知他所崇拜的英雄，最后也变成了一名跟其他

人一样的野心政治家，另外在他的爱情方面也不是很顺利，再加上中期创作音乐

的贝多芬耳聋现象也日益加重困扰着他。但是我们也不要光看到他的消极的状态，

工业革命的逐渐兴起，使钢琴制造业的发展有了明显的成就，贝多芬就是看到了

这种现象，努力的创作出这首《热情》奏鸣曲，因为钢琴已经可以表先出这首曲

子音响的张力、松弛等技术。这也是使这首奏鸣曲在公演后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

认可。 

    这首奏鸣曲，虽然以“热情”两个字为标题，但这并非是贝多芬本人亲

自为这首 f 小调钢琴奏鸣曲题的标题，而是这首奏鸣曲在 1807 年由维也纳美术工

业社的出版商所命名的，恰巧的是这次给命名的“热情”二字也正好表达了这首

作品的意蕴和内涵，久而久之的就被沿用下来。 

二、创作特点 

这首 f 小调《热情》奏鸣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虽然同他创作的其他奏鸣

曲属于同样的奏鸣曲式结构，但不同的是此首奏鸣曲在呈示部结束后并没有写书

反复记号，而是直接进入了发展部，使整个曲子听起来的音乐旋律和情绪并没有

间断，音乐一直在持续的进行着。表达了面对现实的苦恼和频繁的战争，使人们

再也不能忍气呑生，努力的站起来去为和平幸福的生活去战斗。第二乐章采用十

六小节的主题和变奏的的形式进行，可以明显的听出和第一乐章紧张张弛的旋律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由于贝多芬当时也受到了爱情的伤害，他喜欢的人却没

有爱上他，使他苦恼不已。所以他对爱情的向往是可想而知的，从第二乐章的旋

律和低音部高音部的旋律交替，好像是男人和女人的甜蜜倾诉，但是也可以理解

为因第一乐章暴风雨来临后回到一个简单安静的画面。直到本乐章的最后，又安

静优美的旋律突然出现了一个激荡的分解和弦，把整个音乐情绪改变了，显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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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安和急躁，最终进入了第三乐章。此乐章也是奏鸣曲式结构，整个乐章十六

分音符的上下快速的跑动，使得情绪激荡不安，几乎不停的持续着排山倒海的音

响效果。此乐章又回到了和第一乐章相同的风格特征，音乐情绪一步推动着一步，

最后此曲的速度上突然起了明显的变化，又不太快的快板一下子上升到了急板，

音乐情绪更加上升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预示着战争取得了胜利，震撼收场，结束

了整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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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演奏研究 

一、《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 

 呈示部（1‐65）小节。快板，拍号为 12 /8，从节奏上来讲这种复拍子可以

划分为 3 /8+3 /8 +3 /8+3/8，这种数拍法在拍子很散很多的情况下非常的实用，著

名钢琴家、指挥家巴伦伯依姆在上大师课时，总是强调一定要准确的运用拍子而

不能太随意，不是感觉到了十二拍就可以了，而是如何把十二拍的旋律在节奏中

表达的更加准确。 

主部 f 小调分解和弦的下行和上行短短的音乐动机的，好像作者在自问他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句话五个小节，左手和右手用连奏的方法

来演奏十六度的同音进行，谱面上也写的很清楚 pp，一步一步往上推，慢慢渐强，

而不是靠延音踏板把句子连接起来。第九和第十小节为一句，右手的旋律像是发

问一样，而左手第十小节的三连音好像回答一样，在低音声部出现了和《命运》

交响曲一样的节奏动机。所以一问一答的音量需要手指控制好才能把音乐中的情

绪表现出来。13 小节的渐慢到 a tempo 回到原速，一段十六分音符的快速跑动一

定要清晰干净而且连贯，旋律听起来要流畅，不能放慢速度，一直在 3/8+3/8„„

的速度中完成。16 小节开始为连接部，听起来像是主部的第二句开始了，但是安

静的双音上行变成了双手大和弦的交替演奏，p 和 ff 急剧的交替的两个因素，好像

疑问沉思和紧张激烈的感情因素之间的相互斗争。从 24 小节开始，左手的伴奏变

成八分音符同音三连音来演奏，谱面上的指法只让一个指头来演奏所有的三连音，

而不是换指演奏，从很多谱例中同音反复都是用各个手指去完成演奏的，但是此

演奏的单一指法巧妙地说明更能体现出命运的纠葛和紧张感的加剧。连接部到副

部虽然有渐慢的标记，但是连接到副部的音乐不能断，它是连接起来的而不是又

另起一段叙述一个跟前面内容不一样的旋律。 

 副部主题在速度上有了明确的要求，虽然与主部速度慢了一点，但是在速度

上的细微差别还是有感觉的，主部小调的紧张感和副部大调的放松感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右手旋律虽然是八度进行，难点在于要演绎出左右手同时弹奏八度单音

因效果是一样的，八度的连贯是练习中的难点。所以单手演奏八度旋律的指法一

定严格按照谱面所要求，由第四指八度向第五指八度进行，这样旋律听起来会更

加的连贯。此段旋律转为大调，深沉优美，好像男子像他喜爱的女子告白，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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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说的情景。从 51 小节开始是主部主题的变奏形式，旋律从优美直接过渡到激

烈的情绪，像新的暴风雨有来袭一样左右手整齐的奏出，此段右手的高音声部要

有明显的突出，枣核似的渐强渐弱表现的特别明显，另外，此段旋律虽然只有短

短五个音的重复，但是旋律中间加入了许多细小的经过音，无疑加大了此段的演

奏难度。56 小节左手八度的向上进行时，虽然写着跳音去演奏，但是八度的高音

部 要把整个系列音演奏的连贯起来，不能把旋律当成断奏来演奏。 

 展开部（65—134）小节，左手主要主题的音乐动机开始响起和右手十六分

音符的伴奏频繁的重复，左右手主题和伴奏的交替，和一步步推向高潮。78 小节

音乐动机又开始一步一步壮大，此时的右手以六个音为一组的伴奏，要与接下来

五个音一组的伴奏的速度有明显的差别。另外，在旋律进行中的左右手相互调换

的衔接不能有丝毫的中断，听起来要很连很完整。 123 小节开始发生了 5 次旋律

的膨胀，此部分的节奏一定要控制好，需要配合书面标记的节奏重音来完成，同

时命运般的动机同时响起，在速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上，又一步步的递进渐强突然

在 134 小节渐弱进入到再现部。 

 再现部（135—238）小节。主题的再现体现在右手八度的旋律进行，旋律的

连贯使得难度加大，靠手腕的提前运动做出方向的判断来转换力量的位置，做出

向左向右的移动链接。从 218 小节开始慢慢向整个乐曲的最高潮推进，每一个乐

句和每一个层次要表现得非常清晰。 

 乐曲尾声（239—结束）。整首乐曲进入了尾声，而且副部主题的主要旋律又

再次出现在面前，但是的速度上提升了很多，体现出贝多芬对光明的渴望。249 小

节的左右手大和弦的交替演奏，好像跟着暴风雨做着强烈的斗争，到高音的最高

点后慢慢渐弱，主题的动机又出现了，安静的结束，这里三个 ppp 一定要控制好

弱音的处理，以便和第二乐章相接应。 

二、《热情》奏鸣曲第二乐章 

本首奏鸣曲第二乐章是由一个主题加上主题的三个变奏形式谱写而成，作品

演奏速度为行板，降 D 大调。本乐章的节拍为 2/4 拍，演奏速度标记为八分音符

为一拍，如果按照 2/4 拍的节奏来数拍演奏的话，那么每小节以 4 分音符为一拍，

每个小结两拍，这样会出现两个弊端，第一，音乐听起来速度较快没有柱式和弦

演奏出来的低沉和稳重的效果。第二，第三小节左手低音十六分附点音符的节奏

准确性就不能准确的表达出来。所以按照每小节 4 拍的比例才能控制好十六分附

点音符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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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部分为（1—16）小节。右手以原位主三和弦开始，旋律音在和旋的高

音位置，也就是五音位置，演奏时一定要把主要旋律音弹得清晰，又要把右手的

整个和弦演奏的饱满，左手的低音加上右手的三和弦形成了四部和声，声音听起

来宽广厚重且平稳严肃。而且高声部需要靠右手 4.5 指演奏清晰，通过右手的高音

旋律和和弦的衬托，使得音响效果好像四部合唱一样宽广。其次右手主题和弦靠

手腕的推力和手指的控制力来演奏的十分连贯。第三小节的附点十六分音符的速

度和时值应当弹得更加准确，第九小节的双附点音符的时值也要把握的相当准确。 

 第一变奏部分为（17—32）小节。左手低音用连音的弹法使低音保持连贯，

右手轻轻的由轻音逐渐渐强来推动每一个和弦，左右手一前一后的推动动作把音

型保持连贯，四个小节为一个小句做出渐强和渐弱处理，使得旋律高低起伏附有

活力。 

 第二变奏部分为（33—48）小节。右手部分把主旋律的和弦分解为十六分音

附，十六分音符的跑动尽量保持音与音之间的连贯性，左手单音要演奏的深沉、

宁静。从 48 小节的后半拍起，旋律突然加快一倍，但是依然在原来的节奏里稳稳

进行，进入了第三变奏。 

 第三变奏部分为（49—80）小节。此部分的难点主要在于三十二分音符的快

速均匀跑动。注意快速跑动的同时也要注意旋律演奏的流动性。 

 尾声部分（81—97）富有宣叙性的主题旋律段落又再一次的出现，让听者再

次回想起这美妙的旋律。之后再 96 小节的弱音减七和弦出现在宁静中出现了新的

变化，97 小节以 ff 的突强又出现了不安的减七和弦，它预告了最终章要迎来一场

狂风暴雨，用这个减七和弦引来最终乐章。 

三、《热情》奏鸣曲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也是以奏鸣曲式写成的，所然速度的要求是以不太快的快板来演奏，

统一的节奏与速度，贯穿了整部奏鸣曲当中，末尾乐章十六分音符的速度应当与

第二乐章的三十二分音符演奏的速度保持一致，这样二三乐章的衔接和相同之处

才能得到体现。 

 引子（1—20）小节。本乐章以左右手减七和弦开始，弹出了激荡和不安的

情绪。ff 的强音和弦后，音符以第一乐章主题的音乐动机开始向下快速的跑动，单

手跑动到双手的八度跑动，从强渐弱，引向呈示部。 

呈示部（20—115）小节。右手的上下的匀速跑动，使本乐章感觉动荡不安。

这里面的指法也有很多的学问，这首作品在各个《贝多芬奏鸣曲》书籍的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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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是不一样的，二十小节右手第三个音降 A 标明的是 4 指，第四个音 C 标明的

是 3 指，4 指向三指的过度在右手均匀和连贯的程度下是很难做到的，而有些专家

认为第三个音用 3 指，第四个音符用 4 指，这样第五个音自然运用到 5 指，虽然

3.4 指的跨度很大，但是整个音乐旋律的连贯性和整齐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另外还

有一种运用到琶音穿指的方法，第三个降 A 用 4 指弹奏时，大指穿指演奏第四个

C 音，难点在于手腕的运用和手指的过度衔接，这样也可以使旋律演奏的非常流畅。

20 小节开始左手的两个低音应和右手对齐，节奏要弹得非常准确。从 28 小节开始

是乐句的重复，左手跨手演奏双音旋律，好像号角响起，把人们引入到战斗的情

景当中。从 35 小节开始双音旋律换成了左手演奏，同时要注意右手小指高音部分

的保持音和隐藏旋律（si si do)。从 50 小节开始，左右手的伴奏部分和旋律部分交

替，左手的分解和弦的声音跑动也要非常的有颗粒行和均匀性。64 小节的连接段

落，左手的双音要演奏的非常整齐且均匀，从速度上加大了左手此处的难度，需

要多加练习。要演奏的非常清晰，不能含糊不清。另外，每两个小节就有一个非

常大的跨度低音需要左手小指来完成，不要因为小指与双音衔接的距离远，而拉

大演奏的时间，应该在准确的拍子内完成演奏。76 小节容易把演奏者带进误区，

看似左手像一条很明显的旋律，其实这里的旋律在 10 小节内都在右手上，而演奏

者常常强调左手双音的高音部分，这样便严重的歪屈了这段主体的含义。但是从

86 小节开始左手的高音部才成了主导作用。 

 展开部（116-211）小节以 pp 的演奏效果开始，演奏的感觉要神秘和安静，

134 小节不但要注意高音的连贯性，高音部分的（降 B—A—降 B）与低音声部的

走向（降 B—A—降 B）称为卡农的模仿手段，低音部和高音部相互衬托相互对应，

而且右手中音部旋律（C—降 B-C)这三个的指法都为大指演奏，节奏均匀且连贯，

这也是技术上的一个难点和重点。16 小节之后进入展开部的高潮阶段，左手的固

定低音和右手八度交错似的进行且越来越强烈，速度和紧张度并不是在此结束，

而是接入大和弦和琶音，继续把乐曲推到最高峰之后平静下来，转入了再现部。 

再现部（212-315）小节。 

尾声（316—结束）。部分所然音型旋律还跟开始的部分一样，演奏的速度和

演奏的力度发生了很强烈的对比变化，presto 急板，所以要加强乐曲中 ff 和 p 音型

的对比。ff 强度的和弦与 P 和弦的对比要很明显，可以用柔音踏板来完成弱音和

弦。335 小节左手的分解和弦的节奏弹得绝对准确，这几个分解和弦音要与高音声

部的各个音打成一片。最后整曲在保持速度不变和激情不变的情况下精彩的结束

了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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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演奏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之前，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首先欣赏了有

代表性的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感受了贝多芬本人在创作这首奏鸣曲的心情和当

时的历史状况，从而更好的了解这首奏鸣曲和更好的演绎这首奏鸣曲。要演奏好

一首钢琴作品，不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对处理音乐的感觉，更要了解创作的背

景、人物，以及认真听取媒体中音乐大师们对于同一首曲目的不同处理和理解，

吸取钢琴家对音乐处理优点的借鉴，从而更加充实自己对音乐的处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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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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

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

论文引起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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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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