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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降B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中

的音乐美学 
王宇彤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普罗科菲耶夫的降 B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作为“战争奏鸣曲”系列中的一部分，在音乐史上占据了重要

的地位。本文通过音乐美学的视角分析该作品，探讨作曲家如何运用和声、调性、主题动机及节奏等音乐元素，构建关于战

争与迷茫的深刻主题，从而加深对其音乐风格和音乐美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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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科菲耶夫的降 B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

章中，作曲家通过复杂的音乐结构与深刻的情感表达，探索

了战争与迷茫这两个深层主题。该作品，作为“战争奏鸣曲”

系列的一部分，不仅在音乐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为音乐

美学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普罗科菲耶夫将个人的情感体

验与全球历史事件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表达方

式，这种方式既具体又抽象，深刻地反映了战争环境中的人

类情感。 

本论文旨在通过音乐美学的视角，探讨普罗科菲耶夫如

何在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中运用和声、调性、主题动

机以及节奏等元素，构建起关于战争与迷茫的音乐叙事。这

种分析不仅涉及到音乐结构和表现技巧，还涵盖了情感表达

的广泛探讨，尤其是如何通过音乐元素反映内心的动荡和不

确定性。 

一、战争主题 

普罗科菲耶夫在第七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中采用了剧

烈和动荡的音乐语言。这个乐章的开头即通过冲击力强大的

音阶和断奏，创造了一种紧迫和不安的氛围。这种音乐选择

直接反映了战争带来的焦虑和冲突感。这些音乐元素不仅表

达了表层的战斗场景，也深入表达了内心世界的动荡和恐

惧。普罗科菲耶夫在此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和声变化，包括

突然的调性转换和不协和音的频繁出现。这些和声处理手法

增强了音乐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反映了战时的不稳定和突

如其来的变故。例如，尖锐的不协和和突兀的调性跳跃使听

者感受到一种持续的不安和焦虑，这正是战争的心理反应。 

并且普罗科菲耶夫在乐章中巧妙地使用和发展音乐动

机，以增强音乐的叙事力。这些动机经常被重新处理和变奏，

以适应乐章发展的需要，从而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保持主题

的连贯性。这种技术不仅体现了作曲家对音乐结构的掌控，

也象征了在混乱和不确定的战争环境中寻找秩序和意义的

努力。第一乐章的主题部分（参见谱例 1）在句法上是不对

称的形式，“6 小节加 3 小节”的形式，这种不对称不仅在

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均衡，也象征了战争带来的混乱和不确

定性。每个乐句都在主音 B降上结束，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收

拢性和紧迫感，这反映了在战争环境下人们对稳定和安全的

渴望。此主题速度记号标记为 Allegro inquieto，即“不

安的快板”，预示了作品的情感基调。快速的节奏和 6/8 拍

的律动不仅提供了音乐的动力性，还强化了作品的紧张感和

不安情绪。这种节奏和律动的选择直观地表达了战争的紧迫

感和不稳定。作为全曲的引子，主题的前四小节以八度并用

的单声部织体精确而简洁地呈现了主旋律，第二至三小节中

连续三次的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下行旋律，每次递增的音程

增强了旋律的波动，增添了强劲的推动力，这种旋律的处理

不仅增加了音乐的表达力，也象征了在战争中不断累积的紧

张和决心。第五至六小节在主音的持续音下，利用几个中低

音区的断奏和弦圆满结束了第一句，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戏剧

效果，这种和声的使用加强了音乐的表达力，使其更加能够

描绘战争中的激烈和残酷。第七至九小节的第二句恢复到八

度并用的形式，从属音 F起，以渐强的力度上升九度至下中

音 G，展现了士兵们抗战的坚定决心，也描绘了战争的起伏

和不确定性。并随后下行回归至主音降 B。这两个乐句在同

一主题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节奏、旋律和音区的变化共同展

示了一种激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动力性。 

 

谱例 1 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1-10 

通过普罗科菲耶夫对音乐结构、节奏、旋律和和声的精

心处理，降 B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不仅作为战争

主题的艺术表达，更是对战争所引发的深层情感和心理状态

的深入探索。这一乐章通过其音乐语言的动力性和紧张感，

有效地传达了战争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同时也反映了个体

在极端情况下的心理挣扎和情感波动。音乐美学在此作品中

的应用不仅限于表面的音乐描述，它还深入到了人类经历中

最复杂的情感层面。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通过不断变化的音

乐元素，如不对称的节奏和剧烈的旋律跳跃，提供了一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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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情感语言，这种语言能够触及听者的内心深处，引发共

鸣。这种强烈的情感投射和心理描绘，使得该作品不仅仅是

音乐的创作，更是一个通过声音探索人类情感和心理反应的

窗口。 

二、迷茫性主题 

迷茫性与动力性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将这

种迷茫性视为战争后遗症的一种表现，其中人们在经历了混

乱和破坏后，常常处于木讷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徘徊不前，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未知。迷茫性在乐章中的表达具有一

种雕塑式的色彩，仿佛在平面上漂浮的不规则线条，将周围

的一切都变成了虚无的影子，充满了迷惘和踌躇的形象，真

实地描绘了战后家园的碎裂景象。 

第一乐章中的副主题（参见谱例 2）穿插于整个乐章，

生动地呈现了迷茫性的主题形象，与充满活力的主部主题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普罗科菲耶夫通过非传统的结构和形式设

计体现迷茫性，并采用了三段式结构，表现了“短-长-短”

的句式结构，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反映了战后社会秩序的动

荡和不确定性，并运用了对比复调织体以及大小调混合的半

音化和声，这不仅技术上具有挑战性，而且在美学上创造了

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气氛。调性的不稳定性和临时中心音的使

用，如在特定段落的调中心音的频繁变化，这种和声上的不

确定性直接反映了战后的迷茫与失落感。在节拍上主要采用

9/8 拍，但在特定部分使用了 6/8 拍，使节拍律动更加丰富，

这种不稳定的节奏结构模仿了战后人们的迷茫和不安。 

普罗科菲耶夫在迷茫性主题的旋律设计中采用了富有

表达性的手法。通过悲痛和表情丰富的旋律线条，如标注的

“espress. e dolente”（有表情且悲痛的），突出了主题的

悲痛情感基调，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了迷茫和失落，使得音

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体验，更是情感的传达。旋律中的高低起

伏，仿佛在描绘战后人们情绪的波动，这种直接的情感表达

是音乐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主题的速度由快板变为小行

板（Andantino），明显放慢了速度，主题的迷茫性最突出地

表现在高声部的主旋律上，通过音调中心音的临时性和变

化，产生了迷茫破碎的形象，这些调性的不稳定和紧张度表

现了人们面对战争留下的废墟后的失落和迷茫。在主题中使

用的动机，如教堂钟声般的旋律，以及与贝多芬的“命运动

机”相似的音型，这些都不仅增加了音乐的象征意义，还深

化了迷茫性的主题。这些动机的重复和变形，象征着战后人

民对未来方向的不断搜索和内心的深度挣扎，展现了音乐美

学中的象征和主题深化。 

 

谱例 2 第一乐章副部主题 124-131 

在第一乐章的展开部中，副部主题再次出现时（参见

谱例 3），其表现形象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原先的迷茫和失

落已不再明显，显示了从迷茫到胜利信念的情感转变，转

而展现出一种雄壮宏伟的音乐形象，这种转变不仅表明了

情感的发展，也反映了对迷茫情绪的克服和转化。这种转

变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特别是在乐谱的 269-271 小节

中时值的扩展和强烈的动态变化（如使用强音符号 f）模

拟了士兵内心的咆哮。这种处理不仅提高了音乐的表达力，

也加深了音乐的情感层次，使得原先的迷茫和不确定转化

为一种强烈的情感爆发。这种主题的转变不仅显示了作品

情感的深度，还反映了作曲家对战时迷茫与坚定信念之间

矛盾心理的深刻描绘。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不仅通过具体

的音乐语言表达迷茫，还通过创建一个充满紧张和不确定

氛围的整体音乐结构来加强这一效果。他的音乐通过结合

直接和抽象的表达方式，允许听众在音乐的直接冲击和更

深层的情感探索之间游走，从而体验到从迷茫到解脱的情

感旅程。 

 

谱例 3第一乐章展开部中的副部主题 265-274 

三、结语 

普罗科菲耶夫的这部作品在音乐美学的历史背景中也

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它不仅展示了作曲家如何通过音乐手段

应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经历，也展示了音乐如何作为一种强

有力的文化和社会表达形式。在战争的背景下，这种音乐创

作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处理集体记忆与历史创伤的方式，这对

于音乐学者和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以探讨艺术

如何在极端事件中表达人类最深刻的情感和经验。 

因此，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号钢琴奏鸣曲不仅在音乐上

具有创新性，其在音乐美学上的贡献也极为重要，为我们提

供了理解艺术与人类情感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案例。这部作

品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让我们见证了艺术在战争与和平时

期的强大力量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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