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悲怆 ) 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之戏剧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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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琴是贝多芬最喜爱的乐器，他一生创作了多种曲式结构的钢琴曲，但其中的三十二首奏鸣曲是他灵感的集中迸发。《( 悲怆 )
奏鸣曲》是其中最著名的五首之一。这首作品创作于 1799 年，是他钢琴奏鸣曲中杰出的代表作。贝多芬很少给乐曲命名，但是《悲怆》
这个标题却是他自己所加。由此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是一首充满激情悲壮、热情四溢的作品。它以其宏伟的构思，精炼的手法和充满
戏剧性冲突激动着人心。《( 悲怆 ) 奏鸣曲》是真正富有感情的乐曲，是贝多芬式的创作的一个典型范例。这部作品第一乐章是最具有戏
剧性的，其调式调性，速度和力度，和声色彩等的诸多频繁变换都带有某种演戏般的特点。作曲家在乐曲中所运用的许多写作技法都带
有独特的，戏剧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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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世界音乐史上作曲家如璀璨星空中的繁星一样多，但
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无疑是被世人尊称为“乐圣”的贝多芬。他是“古
典音乐派”和“浪漫音乐派”之间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伟大作曲家，
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称为“维也纳三杰”。他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
为人类留下了许多无价的音乐宝藏。

《(悲怆 )奏鸣曲》在贝多芬音乐创作中是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它集中体现了对多舛命运和黑暗势力的抗争，其中充满了对幸福
生活和美好愿望的追求。此曲的创作正值欧洲革命浪潮如火如荼
之时，但也是自由和平等收到残酷践踏的年代。也正因为如此，
此曲的创作风格两种因素互相结合，互相碰撞，到处都充满了戏
剧性，从而使其为世人所熟悉、所喜爱。在这首《( 悲怆 ) 奏鸣曲》
中已呈示出作曲家气势磅礴，细致紧密的表现手法，富有诗歌般
的浪漫，洋溢着幻想的热情，其精彩的音乐处理，戏剧化场面的
高潮迭起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鲁宾斯坦便在《音乐和它
的代表人物》一书中写道：“《( 悲怆 ) 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快板
的主题最具有生动，戏剧性的特点。”

下面我们从调式调性的布局，速度和力度的变换，主题材料
的对比，和声色彩运用以及乐曲的主体与从属部分等方面来探究
《( 悲怆 ) 钢琴奏鸣曲》的戏剧性。

一、戏剧性的调式调性布局
在这个乐章中，调式调性并没有完全按照常理安排，而是有

其出人意料的独特之处。如引子使用了c小调和E大调两种调性，
从而给人以一暗一明的对比感觉。这种大小调的交替。在其后的
呈示部和展开部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乐曲的主题在 c 小调呈示，
但副主题却并没有如同其它一般奏鸣曲那样在主调的属调或平行
调上呈示，而是在代替主调的平行调 be 小调上开始，这样不仅从
调式调性上很好地支持了副部如歌般的主题而且给人以出乎意料
的新鲜的感觉，达到了戏剧性效果。副主题在 be 小调呈示后又转
到了 bD 大调并运用反复，扩大的手法使其转回到了的平行 bE 大
调上，直至呈示部结束。展开部的调性布局是先从 g 小调开始，
而后又通过减七和弦的同音异名转换。突然转到 e 小调，增加了
悲剧的气氛和戏剧性的程度，然后作曲家运用重复、模进的手法。
使其先后经由 D 大调、g 小调、F 和声大调，bB 和声大调和 C 和
声大调直至回到再现部的 c 小调。再现部的主题虽然在主调上再
次归来，但其副部主题却不同于大多数奏鸣曲那样统一回到主调，
而是先通过 f 小调呈示然后才统一到 c 小调直至乐曲结束，从而
在调式调性上又给人以意外的戏剧性效果。

在这首乐曲中，如此繁复的调式调性转换，不仅体现出作曲
家创作时内心的激动与抗争而且也使乐曲的戏剧性跃然于谱面。

二、戏剧性的速度和力度变换
1. 从速度变换探究其戏剧性
速度在音乐作品中的作用很明显，它直接影响音乐的性格、

特色和基本形象，它的变化往往导致形象的转变。在本乐章中，

作曲家多次使用了庄严的慢板 (Grave) 和很快并充满活力的快板
(Allegromoltoeconbrio) 这两种反差很大的速度之间的变换。在乐曲
的每一部分甚至在展开部和尾声的内部都有这两种速度的变化，
从而使乐曲始终处于一快一慢的对比之中。作曲家在速度转换时
并没采取过多的过度和衔接的手法，而是突然间的转变，这不仅
大大增强了音乐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且起到了增强乐曲戏剧
性的效果。

2. 从力度变换探究其戏剧性
在乐曲中，作曲家使用了极为夸张的力度变换，弱(p),很强 (ff),

突强 (sf) 等力度标记随处可见。

在上例中，短短的两小节内，乐曲的力度变换极为强烈。第
一小节的前两拍还是一响即弱 (fp), 后两拍便变为突强 (sf), 下一小
节第二拍又变为弱 (p)。这个弱 (p) 并没有持续，而是很快就渐强
(cresc) 直至突强 (sf)。如此夸张的力度变换，从听觉上给人以极为
强烈的对比和戏剧性变化。

三、戏剧性的主题材料的对比
在这首乐曲中，主题材料的运用极为凝练紧凑，它集中反映

了作曲家的内心感受。其主题材料的对比又为乐曲的戏剧性提供
了发展的基础 . 下面就从主部与副部、呈示部与再现部主题材料
的对比两方面来探究乐曲的戏剧性。

1. 主部与副部主题材料的对比
谱例 2

主部主题以奋发向上，奔腾不息的音流反映了人们向命运挑
战的气势与黑暗势力搏击的决心。右手笔直上升的音型，坚定有
力的节奏一出现就具有召唤人们进行斗争的力量，左手则以分解
八度为主。其和声一开始便是主和弦 (I)-- 副属和弦 (V7/IV)--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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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和弦 (IV) 之间的进行，使主部有离调的感觉，其各声部也是斜
向与反向进行，使主部主题即有动静的对比，也有极强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的副部主题则活泼、抒情，鲜明而机智，与主部主题形成
鲜明的对比。

谱例 3

副部主题先在低音区陈述，紧接着又在高音区重复，形成了
一唱一和，一明一暗的效果。左手的伴奏在属持续音下作曲家有
意将每小节的第一拍应用休止符，其它三拍应用了以四分音符为
单位的固定节奏，使其具有舞曲的性质而不同于主部左手的八度
轰响，副部主题的和声也是主和弦 (I)——属和弦 (V) 之间较为平
稳进行，与主部主题的和声进行形成了对比。主部与副部主题一
动一静，一强一弱，作曲家运用的这种写作手法，即使乐曲获得
了新鲜的因素，也给人听觉以极富戏剧性的变化。

2. 呈示部与再现部主题材料的对比
呈示部的主部主题在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而再现部的主

题虽然在主调上再次归来，但这仅限于前 8 小节无变化的再现。
然后便运用了变奏的手法，不断地扩大，模进，使乐曲主题的内
容和形象有了对比和改变。其力度和调性也与呈示部有了较大的
变化 ( 前面已经谈过这两方面的内容，这里便不再重复 )。由于再
现部处在不稳定的展开部之后出现而且比呈示部更多地运用了声
部的反向进行，因此再现部比呈示部更具有一往无前，坚定有力
的感觉，也使乐曲既有前后呼应，更有明显的对比。

在乐曲的主题材料运用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曲家在调性、
织体、力度、声部进行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对比，从而使
乐曲强烈的戏剧性进一步推进。

四、戏剧性的和声色彩运用
1. 副属和副下属和弦的频繁使用
在这首乐曲中，贝多芬运用了大量的副属、副下属和减七和弦，

甚至在其主题一开始便运用了副属和弦 (V7/IV)( 见谱例 3)。大量副
属和副下属和弦的应用，不仅使乐曲的和声色彩得到了极大丰富
而且使音乐的紧张性与戏剧性得到加强。

谱例 4

在上面的例子中，不仅有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夸张的力度变化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和声基本上是副属和减七和弦的连续运用。
这样和声的处理方法即使乐曲有了不断离调的感觉，也使乐曲戏
剧性的音乐形象得到充分表现。像上例这样的副属和副下属和弦
的连续应用在后面的展开部和尾声中也有例证。而且作曲家在很
多的转调时都应用了减七和弦同音异名的转换，增加了音乐的突
然性。

2. 和声连续四度上行的应用

谱例 5

在上例中，贝多芬除了在声部方面运用了极具动力的反向进
行，而且在小节之间和声连接也采用了上四度的强进行，使其不
仅在声部进行方面，更在和声色彩方面起到了丰富的作用，也使
音乐中遒劲的性格展露无遗。这股音流从低到高，由弱到强，将
整个呈示部的戏剧性推到了极致。

五、戏剧性的主体与从属部分
这首乐曲的从属部分包括引子和尾声。它们与乐曲的主题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也都有其各自独立的特点。
乐章一开始由悲壮的慢板引子揭开了全曲的序幕。第一小

节严峻阴森的和弦象征着残酷命运的威胁，级进上行附点音符的
哀求音调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两种因素的矛盾冲突，奠定了
引子发展的基调。在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奏鸣曲中，像这个乐章所
使用的引子手法具有独创，戏剧性的形式是空前绝后的。其音
符包括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十六分符点音符、
一百二十八分音符的六连音、七连音和九连音等。单看这些复杂
的音符、节奏以及前面所分析的力度速度变化，副属、副下属和
减七和弦的连续运用。都可以让我们感到这个引子的戏剧性变化
有多么明显。

尾声又重新响起沉重的引子主导动机。它反复出现了三次，
每次都把这个音型第一拍的强音省略，仿佛是来自往昔的回忆，
音乐的脉动感紧接而上。休止符的呼吸和停顿 , 效果已达到“此
时无声胜有声”的境地。它的形象更加倔强，更加悲剧化和戏剧化，
使人从这“叹息”的音调中听到那些渴望幸福和安宁而又无法获
得的人们的极度痛苦。

从乐曲的引子和尾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曲家使用了许多独特
的写作手法，从而更好地支持了乐曲主体所表现的深刻思想。

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切感觉到这个乐章所带给我们的
戏剧性变化。其曲调庄严、情绪激昂、感情崇高，这些因素彻底
地形成了贝多芬初期作品独特的音乐风格。乐曲的基调不是痛苦
的经验，而是对经验的苦心探求，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悲剧在敲
门”, 它是一首真正的诗篇。贝多芬在其中探索和发展了钢琴奏鸣
曲的新道路、新形式，把钢琴奏鸣曲这一体裁的戏剧性提高到一
个新的高度。在曲中不仅在内容上有杰出的优点，而且在宏伟与
简练相结合的形式上也有卓越的长处。总之，它以贝多芬所热忱
的信念和刚毅的公式为结束——“我活着，体验着和斗争着 !”也
许这就是作曲家对自己戏剧性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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