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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在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的作品力图表现出形象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又表现出对十
八世纪古典作曲家的偏爱，有时也能反映出现代主义倾向[1]。20
世纪初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在国外游历，在西方各国进行弹
奏、同时指挥自己的作品演出，得到了世界性的享誉。普罗科菲
耶夫的创作可以从他的人生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他在
俄国还未出走国外的阶段。当时的西方音乐流行的是法国印象派
风格，但普罗科菲耶夫却坚持他个人特有的风格。《第三钢琴奏鸣
曲》虽然是他在1907年完成的，但那时候他只完成了初稿，而后
又在十年之后陆陆续续进行修改，但依然可以划为是普罗科菲耶
夫年轻时代的作品。它虽然没有像后来创造的奏鸣曲那样成熟完
善，不过还是具有它特定的风格。作者自己曾经说过，他后来虽
然因为钢琴演奏的问题在展开部和再现部进行过一定的改写，但
在整体上没有太大变化。

1　创作背景
20世纪初，西方音乐创作领域迎来了新的发展篇章。20世

纪初的巴黎活跃着许多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青年艺术家，当时的法
国作曲家拉威尔与这些在艺术上反对保守势力、追求标新立异的
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进行艺术讨论和创作。一般来说，拉威尔也被
认为是具有印象主义音乐风格的作曲家[2]，而印象主义音乐是由
后期浪漫主义和民族乐派变化发展而来的。我们知道，“印象派”
一词最早是美术绘画领域的专业用语，之后将其广泛使用在文学、
音乐甚至摄影、电影等姊妹艺术中，印象派画家对于这一流派的
诉求同时被反映在了其他具有印象主义风格的艺术形式中，这在
音乐中也被体现为表现音乐色彩的光影变化，表达客观事物给人
的情绪和感受等。

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中，西方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
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新古典主义这几个重要发展过程[3]，
可谓是音乐发展历史中一个庞大又重要的时间阶段。從古典主义
时期的中期阶段开始，基础音乐创作技巧的成熟是随后一系列发
展的土壤；由于社会变革，尤其是走在思想前言的一批音乐创作
者被政局变革所引导，产生的对战争与民生的思考，是推动音乐
创作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的客观动力。《第三钢琴奏鸣曲》其实早在
在1907年就已经完成了，那时候的普罗科菲耶夫处于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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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人在他的笔记本中整理了出来。而当时他自己还在圣彼得堡
音乐学院学习，尽管虽然当时的普罗科菲耶夫已经有一定的名气，
但这首奏鸣曲首次演出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奏效果。而对现在的
我们则是一份很大的收货，通过这首曲子让我们看到了普罗科菲
耶夫古典风格影子的创作手法。

2　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奏鸣曲》的艺术特征
2.1个性鲜明的特征
在《第三钢琴奏鸣曲》创作期间，普罗科菲耶夫非常重视表

达和展示这首作品的个性特征，这是这首钢琴奏鸣曲艺术风格的
一种重要体现。在《第三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中，年轻的普罗
科菲耶夫运用短小的动机作为作品最主要的基石[4]，利用令人深
刻的钢琴创作手法，逐步将作品带入浪漫主义风格的高潮。同时，
他将钢琴当成了一种打击乐器，并配合敲击手法来对这首钢琴音
乐作品进行展现，这种个性特征显著的演奏艺术风格在世界钢琴
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钢琴音乐实现创新突破发展的一
个重要途径。

2.2浓郁的俄罗斯民族特色
普罗科菲耶夫出生和成长于俄罗斯，所以自幼年开始就具有

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认同感。在其创作的《第三钢琴奏
鸣曲》等音乐作品中都表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一些特有音乐魅力与
文化特色。特别是他充分继承并发展了优秀的俄罗斯音乐文化，
受到了李亚多夫、格拉祖诺等音乐家的影响[5 ]，因此，《第三
钢琴奏鸣曲》充分展现出了俄罗斯特有的民族风格和特色，淋漓
尽致地展现出俄罗斯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第三钢琴奏鸣曲》的
旋律具有自然清晰、优雅绵长的特征，这实际上就是20世纪俄罗
斯音乐在发展过程中的浪漫主义音乐特征的具体体现。

3　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奏鸣曲》作品本体解析
普罗科菲耶夫虽然被誉为近现代的钢琴家、作曲家，但这首

他早期创作的《第三钢琴奏鸣曲》依然是以一种按照比较规整的奏
鸣曲式而完成，清晰地呈现出引子（1-28）、呈示部（29-93）、展开
部（94-164）、再现部（164-204）以及尾声（205-234）构成，而同
时作品中也大量体现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独特而又大胆的创新风格。

此作品是奏鸣曲式结构[6]，开始1-28小节是是相当于引子的
前奏，由ff的属和弦重复出现造成一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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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前奏的结构较大，前奏的最后两小节是向主部的过渡。
引子（1 - 2 8 ）。普罗科菲耶夫这首奏鸣曲引子篇幅比较

长，这是与古典奏鸣曲所不同的。引子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1 - 1 5 小节）、第二部分（1 6 - 2 6 小节）。第一部分
的构成是由三个乐句构成，乐曲在 a 小调开始（1 - 6），第二
乐句（7-12）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并且在织体上增繁，在
音响上的加强使得和声更加饱满。而第三乐句（13-15）很短，
以过渡的形式出现，快板以及强奏（ff）展现了曲子激情向上
的主题以及宏大的气势。以敲击性的弹奏方式引入旋律，右手
旋律音加重记号要求演奏地十分强劲有力，左右手不协和的和
声进行体现了他独特的创造性。第二部分也是由两个乐句构成
的，第一乐句（1 6 - 1 9 小节）运用了模进的手法来进行，开
始是弱（p）标记然后逐渐慢慢的转为中强后又渐弱，与第一
部分的激情澎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活泼轻巧的方式出现，
旋律是更加连贯地演奏的。第二乐句（20-26 小节）的前4 小
节依然以模进的方式进行，而后面四个小节形成了同头异尾，
最后一小节2/3 拍的节奏，以极弱（pp）的力度结束了引子进
入了呈示部。

呈示部（29-93），主部主题是由连续上行的三连音音型及
带体上的附点节奏构成，先扬后抑，积蓄一种气势再加以释放，它
充满不安定的情绪。连接部，主要采用主部主题材料构成，从e小
调进入，后不停转换调性，历经b小调→#c小调→f小调→#c小
调→c大调。副部主题前的4小节既是连接部的部分，又像副部前
的小引子，然后副部主题从一个很抒情的旋律进入，节奏舒缓，具
有俄罗斯风味。旋律中音程跳度大，体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特点。
副题在形象上与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副部可以
分为再现三段式构成，先是一个平行规整的乐段，然后是变换织体
形式。副主题旋律转为低声部，调性，和声不稳定的中段之后是第
一部分的节奏再现，副部调性为C大调。结束部，采用副题中的材
料及主部中的材料片段构成，最后结束在C大调的主上。

展开部（94-164），开始引入部分主要是采用前奏及主部中的
材料，主部材料已变化成号角式的短句。根据所展示材料的不同，
主体部分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01-113），由新材料构
成，多是快速的十六分音符；第二部分（114-154），主要是副部
主题的展开，占了此部大半的篇幅。通过调性的转换及伴奏声部
的变化，加以各种形式的发展，调性由d→#F→E大调→bA→be
→ba小调。副部主题先是在低音半音阶上行的支撑下进行，积蓄
待发，逐渐转为快速的三连音的伴奏音型，力度上加强，逐渐展
开来，犹如交响乐队演奏一样。在不同的速度上及力度上频繁变
换，极注重感情色彩。气势上越来越凶猛，136小节后逐渐加强，
往高潮推进，最后力度上达fff，并以平行六和弦的气势到达全曲
最高潮，停在主调和属音上，以ppp的弱奏开始在主调属上的徘
徊，材料采用前奏往主部过渡的材料，以此来作为再现前的准备。

再现部（164-2 0 4），开始是主题在主调上的复出，但很
难发现部副部的影子，在展开部中副部材料可谓是大显身手，竭尽
全力地展现，因此再现部中它倒隐缩起来了。在189小节的内声部
中以简短的休止节奏型，呈动力性的形态夹杂密集的高低声部的中
间，进行了轻描淡写的再现，力度为pp，调性转位主调。

尾声（205-234），速度上的再现部又略加快一些，结束部的
材料再一次被应用，作动机式进行，情绪上更加激动，最后在ff
力度行结束全曲。

此作品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首钢琴奏鸣曲，同样是单乐章
的形式。这首奏鸣曲整体框架虽采用古典奏鸣曲中呈示、展开、再
现，但各部内的构成上则与传统不尽相同，开始来了一段很长的
引子性的前奏，前奏中蕴含着一下动机素材。同时他的主部主题
并不是很明显的那种动力性或抒情性的旋律形态，旋律性不强。
连接部调性变换较多，展开部中副部的主题材料被加以大规模的
发展变化，在再现部中隐藏式、简化式再现，如不仔细观察易

看成是省略副部的再现部。还有一大特色是它过度强调力度及速
度上的对比，以此来推进乐曲的发展。总之，他的奏鸣曲虽延
用古典模式，但不免做出自己的改革创新。

4 　《第三钢琴奏鸣曲》演奏特点分析
4 . 1“敲击性”的演奏手法
在普罗科菲耶夫在钢琴作品中善于运用的一种演奏技法就是

敲击性演奏，这就是所谓的“敲击风格”[7 ]。钢琴表演者要利
用手指、手臂等肢体部位，在钢琴键上面施加不同的力度与尖
锐度，以此实现打击性强奏的目标。将这连续强奏的演奏方式
当作“底色”，可以使钢琴弹奏出一些仅能够通过架子鼓等打
击类乐器才能发出的音响，所以这种钢琴演奏手法在钢琴演奏史
上可谓是独树一帜。从普罗科菲耶夫视角出发，他直接将钢琴
当作了一种打击乐器，力求借助有规律的钢琴键盘敲击来增强

《第三钢琴奏鸣曲》作品中钢琴乐音的明亮性、尖锐性与激烈
性。此外，除了表现钢琴键盘指法敲击外，普罗科菲耶夫还注
重音色的改变，比如在《第三钢琴奏鸣曲》中，有的音色是
清澈、尖锐的金属敲击声，通过注重演奏速度与支撑点的控
制，来避免敲击过程中出现的音色难听或粗糙等不得当问题。

4. 2 运用“抒情歌唱性”的奏法
在《第三钢琴奏鸣曲》中，普罗科菲耶夫并非始终侧重敲

击性演奏[8]，其中还加入了一段抒情的段落来更好地增强整体曲
目表达的效果。一般认为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带有其独特的强烈
的戏剧性，因此演奏者在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作品需要带有

“歌唱性”的奏法。演奏他的钢琴系列作品需要区别其他浪漫
主义优美圆润的音色，优婉中还带着一种刚性。因此，在演奏
时需要对于力度的把握要恰当好处，手指的各个关节部分和手掌
配合也是要恰到好处，从而凸显出普罗科菲耶夫第三奏鸣曲当中
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和铿锵有力的音色。

5　总结
在20 世纪的钢琴音乐史中，普罗科菲耶夫绝对算得上是一

位具有开创性的音乐大师，他在音乐方面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是举
世公认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西方几乎所有的作曲家都开始抛弃
传统音乐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却依然坚持继承和发扬古典乐派
确立的近代奏鸣曲式，并且在奏鸣曲上加以创新创作，添加了符
合当时时代的全新内容。普罗科菲耶夫在进行创作构思的同时，
还不忘对于乐器潜能的挖掘。在这个方面，普罗科菲耶夫独到的
把钢琴作为一种打击性的乐器，并钢琴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特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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