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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舒伯特，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被后人评价

为“古典主义音乐”的 后一位巨匠。在短短 31 年的生命中，创作了 22 首钢琴

奏鸣曲，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舒伯特不仅是歌曲之王，在古典钢琴艺术领域也

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特别是对钢琴奏鸣曲更是情有独钟。这些作品都具有非常明

显的浪漫主义音乐的创作特征，同时，也继承了古典乐派的奏鸣曲形式。 

本文通过对舒伯特奏鸣曲 D845 创作背景的了解，对其音响版本的分析和比

较，剖析了布伦德尔和鲁普两位舒伯特奏鸣曲的权威演奏者在分句和踏板方面的

不同处理，并且从自身演奏体会出发，给出了独立的见解和建议。 

第一章介绍了舒伯特奏鸣曲的概况:奏鸣曲数量、早中晚期的划分以及中期

奏鸣曲的特点和 D845 这个作品的一些创作简介。第二章给出了布伦德尔和鲁普

两位演奏者的总体演奏特点，分析了他们在演奏舒伯特奏鸣曲 D845 这个作品时，

在分句和踏板上的不同处理及产生不同的原因。第三章则阐述了本人在分句和踏

板上的选择与运用，以及对一些演奏标记和踏板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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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ubert, composer and musician of Austria,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early romantic music, was later evaluated as the last master of "classical music". In 

the short 31 years of life, the creation of the 22 Piano Sonata, is a prolific musician. 

Schubert is not only the king of songs, 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piano art has also 

created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for the piano sonata is a special liking. 

These works are very obvious romantic music creation features. At the same time, 

also inherited the classical music of the sonata form. 

Based on Schubert's Sonata song D845 creation background of understanding,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n the audio version, analyzes the Blundell and Rupp two 

Schubert Sonata Sonata authority performer in the clause and the pedal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from playing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the independent opinion and 

suggestion.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Schubert's Sonata is introduced: the 

number of Sonata, the division of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stage Sonata and some of the creation of D845. In the second chapter, 

we give the Blundell and Rupp two player's overall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s them in playing Schubert Sonata song D845 the works, in the clause and the 

pedal and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himself in the clause 

and the pedal of choice and application, and for some playing tag and pedal 

independent views. 

 

 

Keywords: Schubert; Sonata; D845; Brendel; Rupp; clause; p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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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舒伯特奏鸣曲 D845 概述 

1.1 舒伯特奏鸣曲概况 

（Franz Schubert， 1797.1.13-1828.11.19），舒伯特，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家，

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一生都处在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时期，被

后人评价为“古典主义音乐”的 后一位巨匠。在短短 31 年的生命中，创作了 22

首钢琴奏鸣曲，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舒伯特非常擅长于写作艺术歌曲，他在钢

琴作品的创作中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包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他的钢琴奏鸣曲

作品兼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 

1813-1828 年是舒伯特音乐创作的主要时期。起初，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创作

较多，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的比较晚，而且他的早期钢琴奏鸣曲创作是探索式

的，所以早期的奏鸣曲多为未完成作品。但是他的钢琴奏鸣曲创作却一直延续到

了他生命的 后。他的钢琴奏鸣曲兼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加上如歌的

旋律，丰富的和声，使得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舒伯特的奏鸣曲数量是存在争议的。音乐家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作品，有些

成熟有些不成熟，一些音乐家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整理，把精华的拿出来展示给

公众。舒伯特对自己不太成熟的作品没有刻意回避。在舒伯特去世后，出版商经

常将他的钢琴奏鸣曲作为单独的音乐作品来出版，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他的钢琴奏鸣曲数量是个谜。不过在今天，“学术界较为倾向于认为舒

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数量具有现实意义的为 21 首。”1 

一般将舒伯特的奏鸣曲分为三个时期2： 

(1)早期(1815—1818 年)——探索时期。 

早期舒伯特创作了 12 首钢琴奏鸣曲，其中 9 首是未完成作品。“这意味着

在早期，舒伯特并没有将钢琴奏鸣曲当作他的主要创作体裁，只是在发现方法或

者说是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3 

(2)中期(1823-1826)——成熟时期 

当时的舒伯特被疾病缠身，更加令他绝望的是，他想写作歌剧的梦想告吹。

于是他投身于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他想在钢琴奏鸣曲的的创作上获得一些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 1824-1826 年写的钢琴奏鸣曲，从规模和风格上都与以前截然

                                                 
1 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 a 小调奏鸣曲（op.42）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刘彭 

2 引自《西方钢琴艺术史》（周薇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10 页）。 

3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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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成了舒伯特特有的创作特征，并为他后期三首奏鸣曲的创作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1 

(3)晚期(1828 年)——巅峰时期 

在疾病和穷困潦倒生活的压迫下，舒伯特放弃了他的幻想。现实是残酷的，这

也使得舒伯特在音乐上更加成熟。D958、D959、D960是舒伯特生命中的 后三首钢

琴奏鸣曲，均创作于 1828 年，仅用六个星期完成。“它们延续了中期奏鸣曲宏大

的气势，在篇幅上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具有真诚的音调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既

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又不失古典主义的戏剧性和连续性的发展。”
2
 

1.2 舒伯特中期奏鸣曲的特点 

总的来说，中期奏鸣曲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1、作品规模扩大，演奏所需时间更长。舒伯特在 1824 年以后创作的奏鸣曲

全都是四个乐章。 

2、早期的舒伯特奏鸣曲非常具有歌唱性，就像艺术歌曲一般。中期的作品

融入了更多的器乐化元素，作品的性格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3、“舒伯特还非常重视在作品中反映民族的特点，特别体现在古典体裁与

民间舞蹈节奏的结合，并通过调性、音区、和声的色彩变化来刻画音乐形象，刻

画个人心理的发展。”3 

总之，舒伯特奏鸣曲是从早期的抒情性为主慢慢演变到中后期的在抒情性的

基础上带有戏剧性的特点。 

1.3 舒伯特奏鸣曲 D845 的创作简介 

奏鸣曲 D845 属于舒伯特中期的作品。1823～1826 年是舒伯特在钢琴奏鸣曲

创作上的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一共创作了五首钢琴奏鸣曲，分别是 a 小调

D784、C 大调 D840、a 小调 D845、D 大调 D850、G 大调 D894。“a 小调钢琴

奏鸣曲 D845 创作于 1825 年 4 月，于 1826 年 3 月出版，是舒伯特出版的第一首

钢琴奏鸣曲，并且大获成功。”4这首奏鸣曲在创作上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规模

庞大，四个乐章。音乐在思想上也具有深刻的内涵，在当时受到大众的好评。 

                                                 
1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2 引自《钢琴演奏之道》赵晓生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221 页 

3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4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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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 Moderato，中速，奏鸣曲式。这个乐章建立在 a 小调上，开头的主

部主题是一个伤感的略带悲哀的旋律，但在忧郁背后却隐藏着强大的动力。副部

的主题非常具有动力性，简洁明了，仿佛有一种不服输的语气。两个主题形成对

比，音乐有一种戏剧性的表现。 

 

谱例 1-1 主部主题：第一乐章第 1-8 小节 

 

谱例 1-2 副部主题：第一乐章第 29-34 小节 

 

 

两个主题在乐章间不断地交织。 

第二乐章稍快的行板。这是一个变奏曲，建立在 C 大调上。开头的主题非

常平静和安宁，与第一乐章截然不同。主题同时还具有复调元素。 

 

谱例 1-3 第二乐章第 1-8 小节 

 

变奏曲在舒伯特的奏鸣曲创作中并不多见，在其中期奏鸣曲中，仅此一例，

这个乐章由五个变奏组成。其中，用 c 小调写成的第三变奏改变了主题的主要特

征，赋予了悲剧色彩。“第四变奏运用了复杂的节奏，并以舒伯特 常用的三连

音展开。第五变奏积极而富于力量，在乐章的结尾，音乐意外地平静下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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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1” 

第三乐章谐谑曲。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乐章。音乐中强弱的突变，富有律动

的节奏是这个谐谑曲的亮点。它的活泼与第二乐章的深沉形成强烈对比。三声中

部旋律简单却不失优美，三拍子的节奏仿佛将听众放入摇篮，让人处于梦幻中。 

 

谱例 1-4 第三乐章第 1-10 小节 

 

谱例 1-5 第三乐章第 139-157 小节 

 

 

第四乐章，活泼的快板。这个乐章用回旋曲式写成，回到了 a 小调。在这个

乐章中，舒伯特多次运用了突然的远关系转调。结束部分速度越来越快，情绪也

推向了 高潮， 后以两个与第一乐章完全相同的终止和弦结束全曲。这首奏鸣

曲受到了舒曼的高度赞扬，他写道：“这首奏鸣曲这么简单地建立在两个主题的

基础上，却如此独特地把他们结合起来又形成对比，不愧为神来之笔，令人叹

绝。”2 

                                                 
1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2引自硕士论文《舒伯特中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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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音响版本比较 

2.1  音响版本的选择 

要对音响版本进行比较，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音响版本。本章节选取了舒伯特

钢琴作品的权威诠释者布伦德尔和鲁普的音响录音。他们是世界公认的演奏舒伯

特作品的权威。对于一个优秀的演奏家来说，很多作品不可能只灌录一个版本，

他们会在不同年龄不同时间灌录相同的作品。他们的对于作品的理解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不断加深。因此，我选择了布伦德尔 2003 年以及鲁普 2005 年的录音版

本都是其成熟时期的版本，可谓是精华。而在乐谱的版本选择中，笔者选用了

Urtext 的权威乐谱版本作为谱例。两位演奏家演奏时选用的乐谱版本或许是不同

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音响版本进行比较。 

2.2 两位演奏家的总体演奏特点 

布伦德尔（1931—）被公认为二十世纪 伟大的古典钢琴家之一，他拥有惊

人的曲目量和广播的学识，由他演奏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勋伯格等人的

作品被视为不可替代的重要诠释舒伯特和海顿的作品是他演奏的作品中的上品，

其中的优雅与抒情性都无人能够企及。布伦德尔是德奥演奏家中少有把歌唱性和

对结构的把握结合得天衣无缝者，他的特点可以“高雅的行云流水”来形容.布伦

德尔的演奏风格是继承德奥系的传统，注重结构，内在张力强。布伦德尔的钢琴

演奏技巧无可挑剔，擅于对音色的把握以及对华彩段落和装饰音的处理。他对每

一部作品都会深入研究，直至挖掘作品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但他的演奏并不刻板，

而是非常浪漫抒情。 

拉度·鲁普曾经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非常擅长于演奏舒伯特、莫扎特、

贝多芬等人的作品。鲁普的演奏大气、舒展而流畅，音色层次变化丰富。鲁普演

奏时不喜欢用专门的钢琴座椅，而是喜欢家用的靠背椅子，这一点与钢琴怪杰古

尔德相似。常人看来不能理解，但对鲁普来说这却是他有意而为之，也是他对声

音研究的一种成果。这样使得他在演奏时的音量不会扩大，在音色上的变化却能

做得颇为丰富，明暗对比效果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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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分句、踏板角度分析不同版本 

2.3.1 分句的不同 

分句是音乐演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分句就是把不同的音有关联地、有组合

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整体，用来表达作曲家的意思，这个和我们

人类的语言中的分句颇为相似，从一个演奏者的分句可以看出他对于作品的理解。 

布伦德尔和鲁普都是舒伯特钢琴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他们的演奏包括分句都

是无可挑剔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即便如此，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和分句仍然存

在不同，鲁普演奏舒伯特音色控制非常细腻，而且他擅于将舒伯特 D845 这个大

型作品的戏剧性表现出来。布伦德尔的舒伯特的演奏则优雅抒情，与此同时，他

对作品内在结构的把控性让人敬佩。 

 

谱例 2-1 第一乐章第 1-8 小节 

 

以上谱例是作品第一乐章的开头部分。鲁普的演奏将前四小节形成一个整体，

后四小节作为另一个整体，这样做的意图是加强乐句的连贯性，歌唱性。其中第

三第四小节，第七第八小节要求的一点点渐慢，他做的并不明显，因为他已经将

句子的线条和气息拉长，过多的渐慢会使得乐句拖泥带水。布伦德尔的演奏将第

一第二小节和第五第六小节看作一个小引子，引出后面的第三第四和第七第八小

节。图中的减慢他做的较为明显，显然在他的意图中是把动机和旋律分开的，明

显的减慢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对比。 

分句不仅是一种对于句子的划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微妙的前后联系的

一种变化。 

谱例 2-2 第一乐章第 9-1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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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谱例中，作曲家在第三小节八分休止形成一个气口，这更像是一种情

绪的转换，气口前的乐句更富有张力和戏剧性，气口之后的乐句则像是一个很长

的过渡性的引子，要引出后面具有爆发性的音乐。这一个气口是作曲家写定的，

两位演奏家的处理却不同，鲁普将气口前后的音乐非常自然地连接到一起，让人

感到一种音乐的延伸和舒展。布伦德尔的处理则是“变脸式”的，气口之前将乐

句拉宽，气口之后立即变化速度和情绪，为之后的音乐储备张力和能量。 

 

谱例 2-3 第一乐章第 40-42 小节 

 

 

如图，在这个谱例中，第一小节末的连线分割气口也是舒伯特写定的。然而

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演奏风格造就了不同的演奏音响效果。布伦德尔的演奏优雅

而行云流水，他将这个气口和第一小节末的强音作为后面乐句的垫脚石，为之后

的音乐增加了动力和流畅性。鲁普的理解并不相同，在这里他做了情绪的转换，

在一阵紧张的气氛后面生出了浪漫抒情的片段。因此两人对于第二小节的 fp 的

处理也不同。鲁普将 fp 做的很明显，为了制造一种情绪和声音上的对比，布伦

德尔 fp 则处理的不那么明显，因为他是将前后音乐贯通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

在理解一个力度记号的时候不能肤浅地将其理解为音量上的变化，很多时候力度

几号都是作曲家对于音乐表达情绪的一种提示。 

 

谱例 2-4 第一乐章第 72-79 小节 

 

 

鲁普的演奏侧重于细腻和抒情，在这个乐句中有感情地演奏出了前六小节的

乐句，第七小节开始，他把它们作为之前音乐的一种延续，体现了舒伯特歌唱的

万方数据



第二章 音响版本比较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8 

气息和抒情的气质。布伦德尔是演奏古典音乐的大家，他的音乐也很细腻，在此

基础上他还侧重于音乐的动力，结构的张力和戏剧性。 

布伦德尔非常擅于保持乐曲的动力性，于是他将第七小节开始的乐句作为动

机，逐步推进，为下图中第三小节的强力度的抒情乐句作了很好的铺垫。 

 

谱例 2-5 第一乐章第 80-85 小节 

 

 

在漫长的第二乐章中，两位演奏家的分句处理基本相同，第二乐章是内容非

常丰富多变的一个乐章，舒伯特也是少有的在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的布局中运用

了变奏曲式。 

谱例 2-6 第二乐章第 160-171 小节 

 

 

第二乐章中，舒伯特充分发挥了自己艺术歌曲之王的特长，运用了大量的抒

情乐句，气息绵延不断。如上图谱例中那样，乐句一句接一句，连绵不断。在这

种情况下找到演奏家处理的不同非常困难。两位演奏家对于大致的音乐线条和框

架的把握是相同的，唯独不同的是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布伦德尔在上图这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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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演奏中采用了断奏，而鲁普则采用了连奏，断奏的好处是在漫长的抒情乐段

中加入了动力感，使得音乐不显得那么沉闷，众所周知，一般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是比较安静而漫长的，也容易使得听众睡着。鲁普的连奏突出了左手的八度，这

样一来就形成了以左手为主的旋律片段。 

第三乐章相对来说是规模 小的一个乐章，非常活跃。 

 

谱例 2-7 第三乐章第 1-21 小节 

 

 

谱例第二行第二小节处有个气口，这个气口两位演奏家的处理有细微的不同。

这个乐章的开头时动机式的，非常短小而灵活，具有张力。鲁普的演奏将第二行

第二小节 f 记号处的和弦作为上一个乐句的延伸，就像一个跳板一样，延伸出一

个强音，这样的做法使得这个长乐句更加完整，显得自然不突兀。布伦德尔的演

奏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气口，接下来他完成了音色的转换和变化，加强了音乐的生

动性，色彩性，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处理。 

这个乐章的中间部分，舒伯特插入了一个类似艺术歌曲的片段，如果说开头

乐段听上去像一个活泼生动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个中间部分听上去就像是娓娓道

来的摇篮曲。 

谱例 2-8 第三乐章第 148-168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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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第五小节要求回原速，在鲁普的演奏中，这个回原速就像是一种回声，

绵绵不绝，余音袅袅，难分难舍。他将这个右手的重复音看作是前一个乐句的延

续。布伦德尔显然理解不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音符，任何一个音符都可以成

为他前进的动力，似乎不会留恋已经被演奏完的音。在他看来，这个回原速的部

分正好是下一句的开始或者是可以引出下一句的一个铺垫。因此他在演奏的时候

不仅在速度上产生明显的变化，在情绪和音色上也更贴近后面乐句要求的 mf。 

第四乐章是一个回旋曲，回旋曲式在奏鸣曲末乐章的运用在古典时期是非常

广泛频繁的。这个乐章的乐句依然具有气息长，连绵不绝的特点。乐章开头上来

的织体也像是车轮一般，滚滚向前。 

 

谱例 2-9 第四乐章第 1-18 小节 

 

 

在开头的这个主题中，布伦德尔左手的分句完全按照作曲家写的那样进行演

奏，他一向都是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对待作品，对每个作品都会深入研究，并且首

先尊重作曲家的本意。在这里鲁普也许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左手演奏连绵

不绝，就像右手的织体那样，把左右手的演奏统一了起来。这种情况在乐章的后

面部分也有出现。 

谱例 2-10 第四乐章第 396-411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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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下谱例中，布伦德尔采用的踏板和作者写的踏板保持一致 

 

谱例 2-20 第二乐章第 112-114 小节 

 

谱例 2-21 第二乐章第 112-114 小节,鲁普的演奏 

 

 

鲁普在这一行谱例中的演奏并没有加入任何踏板。这个变奏是一个非常轻巧

的乐段。倘若在第三小节中不运用踏板可以使得这个乐句更加统一，突显轻巧的

性格。布伦德尔在这里中规中矩，按照作曲家的意图去使用踏板，增加了第三小

节和弦的浓度，使得音乐有所变化，既尊重了作曲家愿意也增加了乐句的动力。 

这是第二乐章的 后一个变奏的两个不同性格的小乐段： 

 

谱例 2-22 第二乐章第 141-148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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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的踏板也将两句句子分开，在中间换了踏板。布伦德尔的处理非常具有对声

音的想象力，同时对于分句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踏板将第一行的 后一

小节与第二行第一小节联系在了一起，运用同一个踏板。在他看来，第一行 后

一小节既是前一句句子的末尾，同时也是后一句句子的开头，可以作为一个中间

节点，承上启下。而且这样一来，演奏出的声音具有非凡的效果，第二行第一小

节的声音好似前一句句子末尾的延续，在第一行 后一小节的音上长出了一句新

的旋律，听觉效果非常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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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人演奏的见解与体会 

对于舒伯特奏鸣曲 D845 这个作品，我曾在自己的硕士学位个人独奏会上演

奏过，因此我对这部作品的演奏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下面我将从分句、踏板、

演奏标记等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3.1 分句的选择与运用 

谱例 3-1 第一乐章第 1-8 小节 

 

 

在这个谱例中，我分别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小节作

为一体，我会将第一第二和第五第六小节看作是一个引子，引出后面的柱式和弦，

这样的考虑比较符合奏鸣曲的结构，而且从声音角度考虑，也应该使得单音旋律

和柱式和弦有所区分。我选择了布伦德尔的分句方法。 

 

谱例 3-2 第一乐章第 9-13 小节 

 

 

谱例中的第三小节中有一个气口，气口之前的句子是属于前一个乐句的，我

将这段音乐的力度和速度都拉宽，而在气口后回到原速，重新集聚下一轮的动力，

这样的处理符合乐谱上回原速的要求。鲁普的处理并没有把回原速做的很明显，

而我的想法是制造一种动力和紧张度，所以并没有选择鲁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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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3 第一乐章第 40-42 小节 

 

 

谱例第一小节末的和弦可以算作前一句句子的末尾，也可以作为后面句子的

开头，在这里我选择将这个和弦看作前一句句子的末尾，其实无论是作为前一句

句子的末尾还是后面句子的开头都是可以的，我这样选择的理由是我想把第二小

节的 fp 做的明显一些，换一种情绪，换一种更为抒情的音色，展现出舒伯特音

乐的抒情性。 

谱例 3-4 第一乐章第 72-85 小节 

 

 

谱例第一行第七小节，作曲家将这个小节和前面的句子用连线连接起来，我

在演奏时对作曲家的意图进行了揣摩，第一行第六小节为 C 大调的属和弦，而

第七小节为 C 大调主和弦，这是一个从属到主的和弦进行，所以务必将第七小

节和第六小节连贯起来。然而不能仅仅是连起来这么简单，在我看来，第七小节

是前面句子的末尾，同时也是下一个句子的开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鲁普在

这里的演奏是抒情式的，布伦德尔则充满动力。我的演奏在增强动力的同时，并

没有突然加速和提高音量，这样能够兼具音乐的戏剧性对比，同时也保持古典奏

鸣曲应有的动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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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5 第三乐章第 148-168 小节 

 

 

这是第三乐章中间一个类似于艺术歌曲的部分，旋律非常连绵动听。第二行

第二小节处有一个渐慢记号，第二行第五小节处有一个回原速记号。这第五小节

在鲁普的理解中是前一个句子的延伸，就像回声一般。在布伦德尔的理解中，第

二行第五小节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两位演奏家的处理各有特色，都是非

常合理的一种理解。由于这个部分是需要反复的，于是我在实际演奏中的第一遍

采用鲁普的处理，制造出回声的效果，仿佛依依不舍，然后进行反复，到第二遍

的时候采用布伦德尔的处理，开始一个新的句子，从而引出下面的新材料。 

 

谱例 3-6 第四乐章第 1-18 小节 

 

 

这是第四乐章的开头。作曲家采用了类似复调的写作手法，左右手虽然是一

个整体，但是各有各的不同旋律曲调。这也是这个回旋曲的主题，非常重要。我

采用的分句是按照舒伯特的意图去演奏，右手作为长线条的句子来表现，左手则

用一个个短句子和断奏来形成对比，这样的处理和布伦德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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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谱例中布伦德尔的踏板用的堪称经典，当时听到这个细节的踏板运用，

就毫不犹豫选择了他的方法。如图，布伦德尔将谱例第一行 后一小节与第二行

第一第二小节看成同一个组合，踏板从第一行末踩下一直延续到第二行的第二小

节，这样的处理产生了非常美妙的音乐效果，宛如在一个八度音上长出了许多和

谐的音符，激发了听众对于音乐的想象力，创造了音乐的空间感。 

3.3 演奏中对演奏标记和踏板的独立见解 

音乐作品的演奏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对风格的把握是相当重要

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钢琴的构造与功能也有不同的变化。因此，在演奏作品

时难免会和现在的处理有所不同。在此列举两个主要方面来说明。 

3.3.1 跳音的演奏 

跳音往往会被人们在演奏中随意处理，在跳音的演奏中总是存在着误区，大

家往往会觉得跳音只要发挥其弹跳性就够了。其实不然，跳音的演奏随着钢琴工

艺的发展也有所不同，如今的钢琴可以发出弹性十足的声音，但不代表以前的钢

琴也能做到。任何演奏符号的处理也要放在音乐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并不是所

有的跳音都用同一种方法去演奏的。值得注意的是，跳音和顿音是有很大区别的。

跳音演奏原有时值的二分之一，顿音演奏原有时值的四分之一，其用力方法和对

手指手腕手臂的要求也不同。在舒伯特的这个作品中，作者写了许多跳音符号，

对于这些跳音，要根据作品实际需要来演奏。 

 

谱例 3-18 第一乐章第 15-28 小节 

 

 

在谱例第二行中，连续的重复单音以及和弦都标有跳音符号，重复单音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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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20 第一乐章第 15-28 小节 

 

每一个在切分节奏上的和弦都要求用更强的音量来突出，所以在每一个切分

和弦演奏出来以后也可以运用右踏板延长泛音的功能实现对这一切分和弦的突

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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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舒伯特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短短 31 年的生命中，创作了 600 多首歌曲，

18 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 部交响曲，19 首弦乐四重奏，22 首钢琴奏鸣

曲，4 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许多其他作品。舒伯特不仅是歌曲之王，在钢琴奏鸣

曲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崇拜贝多芬，在生命的 后时刻也要效

仿贝多芬，写出规模宏大，继承自己浓郁的抒情风格又带有一些戏剧性的钢琴奏

鸣曲。 

布伦德尔和鲁普都是舒伯特作品的权威演奏者，他们的演奏得到专家及听众

的一致认可。然而两位演奏家的演奏风格却是不同的，一位是维也纳的学院派，

另一位则是深受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影响。通过分析他们的不同音响版本，可以了

解到他们在分句及踏板上的不同处理，揣摩钢琴家对于各自不同处理的一些理由

和线索，从而为自身的演奏实践提供选择和建议，这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趣的

一件事情。 

后笔者通过对两位权威演奏家的分句和踏板处理的分析，以及自身演奏实

践中的一些独立见解，给予了一些演奏的建议和提示，希望可以帮助到广大喜爱

舒伯特奏鸣曲的学者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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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感谢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朋友们，你们让我

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感谢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给我精神上的动力，为我在艺术学习

中铺平道路。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世杰教授，在三年中不但教我学习，更是教会我如

何做人，他的教诲，一生受用，师恩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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