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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I - 

摘  要 

亚历山大 .尼古拉耶维奇 .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 

1872—1915）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杰出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斯克

里亚宾的音乐创作体裁十分广泛，具有鲜明的创作特点，其中二十六首钢琴练习

曲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他早期创作的作品 Op.8 中，其鲜

明的、区别于常人的创作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他的这套练习曲将复杂的技术训

练融入到优美动听的旋律中，在体现其音乐内涵的同时，又能达到锻炼手指的目

的。本文着重探讨斯克里亚宾早期钢琴练习曲的风格特征及演奏特点，并在其作

品 Op.8 中列举两首较有代表性的乐曲作为参考，分别分析研究了这两首乐曲的曲

式结构，包括：旋律、织体、和声色彩及弹奏中触键变化，此外，本论文也阐述

了斯克里亚宾对于 20 世纪音乐的影响，对于学习和演奏斯克里亚宾的钢琴练习曲

具有一定帮助作用。 

 

关键词  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曲式结构；演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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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 (1872 - 1915) is an outstanding Russian 

composer and pianis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Scriabin's music genre is very extensive,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ation, including 26 piano etud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 entire career, 

especially in his early works Op.8, its distin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dinary performance most vividly. His practice of this set of exercises 

will be complex technical training into the beautiful melody, in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notation of its music, but also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exercise of the finger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Scriabin's early piano practice., and in his works Op.8 listed the first two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usic as a reference, respectively, to analyze the musical structure 

of the two pieces of music, including: melody, texture, and technical processing in the 

process of playing, color of harmony and key-on changes in playing.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also describes the impact of Scriabin on the late Russian romantic music, for 

learning and playing Scriabin piano practice has a certain role to help. 

 

Key words: Scriabin；etude；technical subject；play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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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纵横斯克里亚宾的一生，钢琴练习曲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其早期创作中，斯克里亚宾深受肖邦、李斯特等人的影响，他的练习曲同样有很

强的音乐艺术性，就像是一首首的钢琴小品，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作品

Op.8 代表了其早期钢琴作品的音乐风格。 

弹奏斯克里亚宾的钢琴练习曲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攻破其技术难关，他的练

习曲中提出一些较具特点的技术课题，如非常集中的左右手三对四、三对五等复

杂节奏、重音交错节奏、七度、九度双音和具有较大难度的左手部分，练习曲中

绝大部分需要左手大跨度的伸张和远距离的移位，这些都是他钢琴作品中的一大

特点，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些练习曲为学习和演奏他的其他作品作了技术上准备，

也是其他练习曲的补充。 

相比国内，国外研究斯克里亚宾的成果较多，在 2001 年版的《新格罗夫音乐

与音乐家辞典》里关于“斯克里亚宾”条目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多达 111 部，多数都

是英文书籍，但专著练习曲的书籍很少，国内仅见上海音乐学院的钱亦平教授，

在其编著的乐谱中对练习曲创作进行了分析。 

斯克里亚宾早期创作的作品大都篇幅短小，在其创作中期至晚期，风格有了

明显的变化，渐渐进入一种趋向于无调性、旋律更加虚幻的神秘主义音乐风格中，

这种风格至今都有很大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整个音乐史中占有的重大地位，

本论文意在从作曲家钢琴音乐风格出发，结合演奏经验重点讨论其早期钢琴练习

曲的曲式结构及技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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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斯克里亚宾与作品 Op.8 的概述 

斯克里亚宾是俄罗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代表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外交

官家庭，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一位个性独特的钢琴家，其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钢

琴，她的母亲曾经是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的学生。斯克里亚宾的一生

具有一种对音乐的狂热思想，他用一生都在推陈出新，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中，他

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与同时期的作曲家创作风格上截然不同，既传承古典音乐，

又链接浪漫主义音乐，同时又加入自己的个性创作元素，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斯克里亚宾的所有钢琴体裁中，练习曲的创作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共写有 26

首练习曲，其中作品号 Op.8 是其在 1894—1895 间的作品，属于其早期作品，共

12 首，都是篇幅较小的钢琴小品。 

一、斯克里亚宾的生平 

俄罗斯伟大的钢琴家斯克里亚宾虽然只活了短短的 43 年，但他用自己短暂的

一生给世人留下了珍贵的音乐作品，虽然他的作品至今充满争议，但丝毫没有影

响他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中的地位，斯克里亚宾从小就表现出了对钢琴的极大兴趣，

同时也极具音乐天赋，童年时期就能在钢琴上即兴演奏听到的音乐作品，其后，

遵照父亲的意愿，他进入当地的士官学校学习，而后在 16 岁的那年，进入莫斯科

音乐学院学习。毕业之后以钢琴家的身份在各地开音乐会，在 1892 年，莫斯科音

乐学院聘请斯克里亚宾为教授在院里任职，在任职期间，他创作了很多不同体裁

的作品，但大部分没有作品号，这些体裁包括奏鸣曲，圆舞曲，玛祖卡还有一些

赋格。 

二、主要作品与创作风格 

斯克里亚宾的整个创作时期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分类可以对其整个

作品有更好的研究方向。早期的创作主要是练习曲体裁，这些作品一共五个作品

号包括作品 Op.2（1887—1889 年）、Op.8（共 12 首，1894—1895 年）、Op.42（共

8 首，1903 年）、Op.49（1905 年）、Op.56（1908 年），此外，还有钢琴奏鸣曲

及前奏曲、圆舞曲、创作中期包括《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

第四钢琴奏鸣曲、2 首前奏曲、2 首音诗，晚期是斯克里亚宾整个艺术生涯的最后

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其音乐思想”神秘主义‟推崇的最重要时期，这时期的主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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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响诗（狂喜之诗）、交响诗（普罗米修斯）、两首圆舞曲（1914 年）。斯

克里亚宾是俄罗斯音乐长河中特立独行、个性独特的钢琴家，他的创作深受肖邦、

李斯特等人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个性元素，如玄幻、神秘等因素，使其作品在

和声、调性发展、乐思结构上异于常人，这也增加了后人研究其作品的难度。 

三、斯克里亚宾钢琴音乐风格特点 

斯克里亚宾的整个钢琴音乐创作可以说是既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

的音乐风格，又突破了传统，从宏观来看，其早期创作借鉴了肖邦、李斯特等人

的手法，这点在分析早期作品中能看到模仿的痕迹，到了中期，斯克里亚宾的创

作手法更加成熟，如《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这些旋律形状和持续的

占有支配地位的和声使人想到他通过音乐不断努力超过人类。”在这些作品中斯克

里亚宾运用了诗歌性的或者象征性的标题，如《神圣之诗》、《狂喜之诗》等，

有的作品还有他本人赋予的诗篇，他并不是要做何种解释，而是在于他想表达的

音乐思想与他的作品是相通一致的，直至世纪交替后不久，斯克里亚宾开始在音

乐创作中大胆尝试发展他的神秘主义风格，这一风格主宰了他的后期作品。1903

年他的第三交响曲和第四奏鸣曲实验新的和弦技巧，包括属变和弦，变化的九和

弦和“神秘和弦”，不和谐音的相互叠加使键盘演奏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而神秘主

义元素于其中隐现闪烁。 

四、俄罗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特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末期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时期，当时由于社会的动荡，资

产阶级已经在各国执掌政权，导致人们意识形态变化，在音乐领域也发生了巨大

改变，在音乐形式方面，浪漫主义开始在各个领域走向极端。越来越大的乐队编

制，越来越长的篇幅，越来越复杂、精致的技术与技巧，许多音乐家开始对几个

世纪以来西方音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大小调功能和声体系发起了挑战。种种迹

象表明，统治西方音乐近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已走向巅峰并开始呈衰弱态势，同

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音乐，由于有了格林卡、柴可夫斯

基和五人强力集团等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其中不乏

可以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不朽篇章。音响的不谐和、刺激性、音色的新组合等，

都被极力强调。作品的宏篇巨著，乐队编制的惊人庞大，也都为后期浪漫派作曲

家所喜好。在俄罗斯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家中最杰出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

亚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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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斯克里亚宾的一生处于俄罗斯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动荡、变

革时期，他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都刻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国外对

斯克里亚宾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俄罗斯，当时的各种书籍和评论

文章多见诸于铅字，人们把斯克里亚宾当作俄罗斯天才音乐家来看待，关于斯克

里亚宾的生平和传记，有详细的俄文资料：如《斯克里亚宾编年表》记录了斯克

里亚宾从出生到去世的活动线索；凯尔迪什的《俄罗斯音乐史》，有对斯克里亚

宾所处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生活、时代特征等历史背景方面的阐

述；另外，俄文版的还有为纪念斯克里亚宾逝世 25 周年出版的论文集，多罗逊的

《1900 年左右的俄罗斯音乐概况》一书，用较为翔实的史料和第一手资料，剖析

了斯克里亚宾的深层思维，叙述了他的“宇宙主义”的观念内涵。除了俄罗斯和欧洲，

美国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斯克里亚宾，他们专门成立了“斯克里亚宾协会”，关注斯克

里亚宾研究动向，定期举办纪念斯克里亚宾的活动。在 2001 年版的《新格罗夫音

乐与音乐家辞典》的“斯克里亚宾”辞条后面，作者列举出了 111 本外文参考书目的

书名，多数为英文书籍。这些宝贵的资料，为笔者探讨打开了思路，也为我国学

界对斯克里亚宾的研究贡献了可贵的资料。 

相比国外，我国对斯克里亚宾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且大部分都是集中于

和声领域，以探讨斯克里亚宾晚期和声理论、音乐理念等为主，专注练习曲的文

章仅见上海音乐学院的钱亦平教授，在其编著的乐谱中对练习曲的创作进行了分

期，并对每一首的曲式作了简要的分析，为演奏者、研究者提供了直接的答案。

其它还有为数不多的论文见于各刊物上，有刘健、郑中、王文、宋莉莉、胡向阳、

张培等人撰写的有关斯克里亚宾的学术文章。其中武汉音乐学院的刘健教授对斯

克里亚宾的曲式作过细致的分析，他除了在《现代音乐欣赏词典》的“斯克里亚宾”

辞条中，对其《第二钢琴奏鸣曲》和管弦乐曲作了介绍外，还在论文“点调性、群

调性观念及其对曲式结构的影响”中细致的分析了斯克里亚宾在他的钢琴练习曲

作品 Op.8 中最后三首里“神秘和弦”的纵向和横向的发展运用。 

 

注释： 

[1] Stanley,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ians,vol.23,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01,“Skryabin”，by Jonathan Powell,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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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作品 Op.8 音乐分析 

一、作品 Op.8 概述 

作品 Op.8 是斯克里亚宾早期创作的针对钢琴演奏技巧的练习曲集，整部作品

包含十二首钢琴练习曲。整部作品创作于 1895 年，每一首都有各自特点，且都是

篇幅较小。斯克里亚宾在这部作品的前几首都借鉴了肖邦、李斯特的作曲手法，

体现了斯克里亚宾对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继承，又有自己鲜明的创作手法，“当

你碰到一些作为背景音音乐的颤音，或是不断重复的伴奏音型时，你必须着重表

现整个乐段所欲呈现的气氛”可以看出，肖邦等人对斯克里亚宾在作曲技法上的深

远影响。其中第六首和第十二首在整部作品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Nr.6 曲式结构分析 

    No.6 

          A                B              A‟             尾声 

     |          |    |            |  |            |   |            | 

       a      a‟        b       c       a       a‟‟       Ⅰ     Ⅱ 

      1-8   9-16     17-25   26-33    33-41   42-49     50-57  58-65 

      A     b—A     
♯
f      b         A                A   

 

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是一首类似带再现的三部性结构，整首曲子分为 A、B、

A1 和尾声四个部分。 

A 段共 16 个小节，由 A 大调开始，是一个平行两句体乐段，第一句是一个

2+2+1+1+2 的结构，结束在 A 大调的Ⅴ级和弦上；第二句运用了“合中间换两头”

的手法，前 4 小节在 b 小调上，从第 13 小节开始，转到 A 大调上，最后Ⅴ-Ⅰ级

结束在主调上。A 段左手以六度、八度音程和分解式和弦式织体为主，为伴奏声

部，其中八分三连音与四分音符组成的四音动机，是音型化织体，这一典型的音

型化织体音型贯穿全曲；右手为旋律声部，是由大六度音程，多以八分音符三连

音进行。 

B 段是一个乐段结构，由三句组成，整体上是 4+4+4 结构。第一句由#
f 小调

开始，是 A 大调的平行小调，左手为节奏自由的伴奏织体，右手为旋律声部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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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三连音进行。第二句与第一句开头相同，同样在#
f 小调上进行；第三句是由两

个乐节组成，结束在 b 小调Ⅴ—Ⅰ级上，最后 4 小节是 B 段的补充。 

再现 A‟段分为两句，第一句完全再现 A 段中的第一句，第二句是一个 2+2+4

结构是 a‟ 的变化再现，左手为伴奏声部由分解和弦与柱式和弦织体组成，最后结

束在 A 大调上，完满终止。 

从 59 小节开始是尾声，尾声使用的是 A 段的第一句的材料，为乐段结构。

尾声分为三句，第一句 7 小节，从 49 小节开始重复前 4 小节；第二句 6 小节，59

小节开始重复前两小节。整个尾声低音声部一直伴随主持续进行，在调性上强调 A

大调的进行，全曲结束在 A 大调的主和弦上。 

三、Nr.12 曲式结构分析 

    No.12 

        A            B （展开性）               A‟            尾声 

   |           |   |                  |   |             |   |      | 

     a     a‟                                 a      a‟‟ 

    1-9   10-17     18-33                   34-41   42-49     50-56 

      ♯
d              E—A—D—

♯
c—B—

♯
d     

♯
d                

♯
d 

 

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是是一首典型的带再现三部曲式，整首曲子分为 A、B、

A‟和尾声四个部分。 

A 段共 17 个小节，从#
d 小调开始，是一个平行的两句体乐段，第一句是一个

3+2+2+2 的结构，结束在#
d 小调的属和弦上，右手为旋律声部，左手为三连音的

伴奏声部，以两小节为一个时值单位，进行了两次模进进行，并且每次模进进行

节奏型完全相同。第二句运用了“合头换尾”的手法，最后结束在 A 大调上，开放

性终止。A 段右手是旋律声部，左手以八分音符三连音连续进行做为伴奏声部，

由八度音程为主，和弦式织体为辅。 

B 段是一个展开性的乐段，材料来源于 A 段第 2 小节，从整体材料上看是一

个分裂式的进行，是一个 3+3+3+2+1+1/2+1/2+……结构，中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转

调，由 E—A—D—
#
c—B—

#
d，最后结束在#

d 小调的Ⅴ级和弦上。 

再现 A‟段从 33 小节开始，是一个变化再现，再现段由 16 个小节组成，分为

两句，8+8 结构。第一句再现旋律声部不变，低音声部为三连音柱式和弦伴奏织体，

中间声部为四度音程以三连音形式进行，同样为伴奏进行，形成和声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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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音响效果饱满、清晰。第二句右手高音声部为旋律声部，左手伴奏声部由八分

三连音与八分音符交替进行，柱式和弦织体，右手中间声部为连续的八分三连音，

纵向不做和声上的支持，再现段结束在#
d 小调的属和弦上，开放性终止。 

尾声 6 小节，使用 A 段第 2 小节材料，为乐段结构。右手是由节奏自由到连

续的八分三连音进行，旋律声部，左手为柱式和弦与分解和弦为伴奏织体，力度

由强到弱，全曲结束在#
d 小调的主和弦上。 

 

注释： 

[1] (美) 露丝·使兰倩斯卡.指尖下的音乐.王润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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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斯克里亚宾对 20 世纪音乐的影响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欧洲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旧的

王朝统治已基本崩溃，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国执掌政权;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并未

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未能巩固，而且已逐渐开始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与此

相对应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旧的价值观的崩溃和新的价值观的尚未建立，导致各

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泛滥和公众的无所适从与迷惘。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音乐

中的消极因素开始增加，表现在内容方面就是悲观的、失望的、迷茫的、厌世的

各种情绪，甚至发展到病态、变态、歇斯底里的地步，人们已经不再对未来怀有

希望，只有对往日美好时光的辛酸回忆。与在此之前的浪漫主义相比，后期浪漫

主义音乐在内容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注重音乐深层的表现，不仅着力于刻画

心灵深处的主观感情体验，还常以音乐抽象的方式表现某种哲学思想，企望在纷

乱的世界中找寻精神庇护所。斯克里亚宾就是这些音乐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使指间和琴键之间甚至连一张薄的卷烟纸或剃刀的刀片都插不进去。”他的音

乐在后期的作品中逐步发展到了调性不固定、旋律自由、和声走向模糊的一种境

界，以至最后出现了他所谓的„神秘和弦‟。到了俄罗斯浪漫主义晚期，人们对斯克

里亚宾的作品是充满争议的，但斯克里亚宾本人对自己的作品是这么评价的，“我

的作品包含了我想要表达的一切，那是一种神秘的、超乎自然的和谐状态，我的

思想都在我的音乐里”。在这里，我们相信无论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有多么怪异，不

合时宜，但他的音乐的确预示了现代主义音乐的到来，是当时现代主义音乐的启

蒙状态，虽然历史上对斯克里亚宾褒贬不一，但时至今日没有人怀疑斯克里亚宾

是二十世纪初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尽管斯克里亚宾没有创立任何学派，但他对

许多音乐家甚至其它种类的音乐都起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他集革命性和神秘

性于一身，那是一条令人胆战心惊的道路--艺术中的神性或就是如此。 

 

注释： 

[1] (苏) 海因里希·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汪启璋、吴佩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社，1963，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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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亚宾练习曲大都短小、精致，乐曲结构简单、明晰，乐曲也常常是短

小的、对称的，但调性、节奏和织体通常表现的较为复杂。早期练习曲中充满浪

漫派的抒情和强烈涌动的激情，其技术的难点不在于连续快速的跑动，而是手指

的伸张和远距离的音程跳跃。因此，这些练习曲是锻炼手腕和手臂灵活性的很好

的练习。中后期练习曲的创作逐渐摆脱了肖邦的影响，体现出斯克里亚宾的个性

风格特点。 

一般来说，斯克里亚宾练习曲较适合于已经达到肖邦练习曲程度以上的演奏

者学习。这个程度的演奏者已经基本具备弹奏古典、浪漫派乐曲的技术能力，对

古典、浪漫派的演奏风格也有所掌握，学习斯克里亚宾练习曲可以从另一方面拓

展演奏者的技术能力，并从中了解斯克里亚宾等后期浪漫派的钢琴音乐风格特点，

并作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二十世纪钢琴音乐风格的先导。 

目前在我们国家，师范类院校钢琴教学中采用斯克里亚宾练习曲的还不多，

本篇论文对斯克里亚宾早期的两首具有代表性的练习曲进行了包括曲式、织体方

面的分析及对演奏技术上的难点进行了解析，本论文望对演奏斯克里亚宾早期钢

琴练习曲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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