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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1

《四季》是柴科夫斯基创作成熟期的钢琴套曲，在

诗歌的影响下，柴科夫斯基将俄罗斯变幻无穷的景致以

及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融入到了这部作品当中，柴

可夫斯基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在《四季》这部作品集中

体现的淋漓尽致，表现了柴可夫斯基特有的忧郁，赋予

了《四季》诗情画意般的意境。《四季》突出表现了俄罗

斯季节风光与民族特色，音乐风格淡雅清新，质朴纯真，

是一组富有诗歌印象的俄罗斯画集，因此《四季》的副

题取名为“性格描绘十二幅曲”。笔者在研究生期间对

这部作品进行演奏，以论文形式对其创作与演奏以及在

教学中起到的教育意义和对学生及听者的影响和教育进

行深入与剖析，希望对今后的演奏以及教学实践有着积

极的意义。所谓“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就会有一百个林黛

玉”，我们在学习和练习以及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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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领悟。

二、船歌作品的创作背景

（一）船歌的起源与发展

船歌（Barcarolle）源自意大利的单词缩写“Barca”，

表示小船的意思。意大利的威尼斯因“水上之城”而闻

名，在威尼斯有一种造型别致、外形狭长、头尾前后稍

稍上翘、棕色平底的小船，叫做“贡多拉”。小船可以承

载的人数为五到六人，平日里，靠撑船为生的船夫们，

通过哼唱小曲来打发平日里孤单寂寞的劳作。因此船歌

是撑贡多拉的船夫在日常劳动中演唱当地民歌演变而来

的。从十一世纪开始，由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经过

改良后的水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成为地中海沿岸的贸

易中心，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商人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贡多拉小船变成了威尼斯的城市象征。威尼斯的船歌也

随之得到了发展，广泛流行于意大利。船歌的影响力范

围较广，许多作曲家都曾为此创作。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船歌成为了大众非常喜爱的

浪漫抒情小曲，在这时也引起了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关注，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歌剧首先引入了世俗音乐，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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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流行的声乐曲。船歌的曲调干净明朗，旋律自

由，它的节拍一般为三拍子或六拍子，强拍和弱拍分别

在左右手的交替起伏中演绎出来，描写了小船在水中左

右的摇晃之感。最早将轻歌剧运用到音乐领域的是法国

轻歌剧的奠基人奥芬巴赫。他善于将喜剧、舞台剧和城

市流行的民歌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创作来源。《霍夫曼

的故事》是被奥芬巴赫所创作的，在当时受到热烈的欢

迎。歌剧的第二幕女声二重唱《船歌》的旋律采用传统

的威尼斯船歌曲调，描绘了贡多拉小船在比赛时激动人

心的场景和庆祝节日的喜悦。

船歌这一体裁有声乐曲以外，也有器乐曲形式。器

乐曲中的船歌是抒情和唯美的钢琴小品，带给听者与声

乐曲中演唱船歌的感受相差无几，都是旋律带有歌唱性

和伴奏织体呈现摇摆晃动的感觉。在浪漫主义时期，结

构精致且旋律细腻柔软的钢琴小品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

表现手段，作曲家开始善于运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大自然

的风景与他们内心情感。这类钢琴小品的特点就是结构

短小精致、大多富有诗意、没有了歌词的束缚，也没有

对节奏精准的要求，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演奏者都能更好

的发挥和表现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与内心情感的宣泄，所

以在这个时期的声乐曲都被改编成为钢琴曲。

（二）《六月船歌》的创作背景

柴可夫斯基在完成《四季》中的十首作品后，只有

六月和十一月不能激起他的创作灵感，最后，他用《船

歌》作为六月的一曲，用《三驾马车》作为十一月的一

曲。船歌十九世纪成为一种人们所喜爱的浪漫抒情曲体

裁。它的曲调淳朴流利，优游自在，《六月—船歌》的创

作中，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 6/8 拍子，而是 4/4 拍子。

在节奏上更加的自由懒散，留有许多余地让聆听者去静

静感受，这是一首复三部曲式的浪漫曲，第一部分一开

始便是缓慢而又低沉的的旋律主题，深情婉转、略带忧

伤的歌唱性主题，给人以在船上披襟当风，随着轻舟荡

漾的节奏低吟浅唱，正好符合 4/4 拍子平稳、悠闲的感

觉。左手“1+1+2”的节奏型描写了人们滑动船桨，小

船平稳前行的状态。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0p19.

No6）全曲都比较重视三拍子节奏的刻画，强调船体在行

进中的动感。柴可夫斯基的这首船歌则着重刻画了人们

在轻舟荡漾中悠闲、幸福的感觉。可见，作曲家在创作

中并不拘泥于传统体裁的限制，而是在继承中寻求发展。

三、作品的曲式以及演奏风格的分析

（一）曲式结构

《六月—船歌》的曲式结构采用的是复三部曲式，

（引子、A\BA、连接、尾声）。在首部中，作曲家使用引

申型的三段式的结构。从乐曲的开头，左手如碧波般的

伴奏音型，如同微波粼粼的水面被船桨激起浪花。演奏

者需要细腻地在力度上，处理好每一个伴奏织体。采用

落提的方法，将连线第一个音轻轻地落下，在通过手腕

的力量带到和弦，表现出一种层次和如歌摇曳的感觉，

但似乎又是小浪花之间的相互碰撞。

图1

（二）呈示部

到了呈示段中，采用的是一个以 4+6 小节的双句的

平行乐段，在 g 小调中之中发展而来的。在主题的基础

之上，多加创作而来，但是它不属于之前的主题重复，

整体的曲风活泼、轻快。句式结构完全保留下了原形主

题。中段的旋律声部是从原有主题动机变化而来的。这

其中的调性，暂时性的变为其平行大调 -G 大调，从而在

音乐的调性上发生了化学反应般的对比。在这里，A 段

的忧郁风格被取代，特别是通过左手的切分和弦伴奏下，

忧郁风格一扫而空，一个全新的材料的加入，与首部进

行了对比。仿佛是作者在描绘如恋人在湖面上曾经一起

划船，在湖面上随着湖水的荡漾而产生的美好回忆，回

忆过去的美好景象，更是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似乎是湖

水的浪波和大自然的各种“噪音”正在共同演奏一曲美

妙的乐曲。第 51 小节的延长符号弹奏时要保持住，沉浸

在情绪的发展中，演奏者等待自己的内心逐渐平静，想

象自己就好像从梦中回到了现实，睁开眼睛，看到了真

实的世界。它在调性上前后做了明显的对比，并且在音

乐织体、和弦等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巧妙的变化。

这时，在中部的第二段，乐曲的韵律也都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节拍也从刚开始的 4/4 拍，过度到之后的 4/3 拍。

这样的巧妙变化，就使得乐曲的织体丰富许多，在中部

的结尾之后，有两个小节的材料作为连接过渡到再现部。

（三）再现部

再现部的起承转合为整首作品进行了圆满而完整的

升华，在回归到乐曲的主题材料之后，再现部 A 与之前

的 A 部比较来看，伴奏旋律感要演绎的更为浓重，饱满



181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3)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的情感在最后一次的主题中得以宣泄，演奏过程中肢体

语言也更应该丰富，突出更加浓郁的情感，在两个声部

之间的交替过程中，犹如作者内心情感的纠结与拉扯，

反复的情绪波动，对爱情的犹豫和冲动、对情人的思念

与不舍、对曾经所有美好与痛苦的表达。与中部有鲜明

的强烈对比性。

（四）尾声

尾声部分从弱拍开始进入，悄然无声的但又引起一

阵阵波澜，用柔和的和弦来表现出涟漪般的声音。右手

的旋律一边在作下降时，速度也要随之有变化，但最终

还是要走向平静。最后的三个小节，幻想着曾经的爱人

坐在小舟上，在日落映照着的湖水中缓缓而行，而自己

要和爱人分道扬镳，望着他的身影渐渐模糊不清消失在

视线里，不舍的望着夕阳留守着内心深处的悸动，结束

了这一切。

图2

四、教育意义

现如今很多音乐鉴赏的课程与目录中已经加入了

非常多元化的音乐讯息，孩子们不仅仅只是学习单调的

歌曲，更对中国音乐史和西方古典音乐史有了一定的了

解，而浪漫主义时期的许多西方音乐作品更让孩子们能

够体会到音乐带来不同的氛围感与情绪，而柴可夫斯基

的音乐作品不仅渗透进了欧洲主流音乐的元素，又体现

了俄罗斯独特的国家与民族特征，在音乐赏析或是学习

曲目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让学生们了解到这首作品《六

月——船歌》所隶属于的作品集《四季》中，了解《四

季》的音乐背景，由此可见欣赏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去聆

听作品本身所带来的动人旋律，更是能够学习和了解到

作品所处时期和背景的发展，作品隶书作品集中的含义

和地位，以及作品本身的结构与曲式分析，一首简单的

作品能够让我们去研究与探讨的东西太多。

在传统的音乐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常被谱面单调的

音乐知识和固定的音乐练习如节奏，和弦等所困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还未来得及体验和进入音乐的世界就丧

失和丢失了对音乐的兴趣，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音乐游戏，

激发学生对音乐课产生积极性，以《六月—船歌》为例，

对于这首乐曲首先可以介绍柴可夫斯基本人的成长经历，

引起学生的共鸣带领他们走入历史感带来的别具一格的

感受，再学习其中的音乐风格，并对其中的音乐节奏让

学生进行学习，可以让几位同学互相配合下理解节奏的

重要性，同时也能锻炼孩子们的合作精神。浪漫主义的

作品中对节奏的要求与把握不在那么精准，可以把枯燥

变为丰富，让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节奏范围中发挥自己

的情感，自然而然的就会演绎出带有自己风格的旋律。

五、结语

柴可夫斯基的人格风格在钢琴组曲《四季》的意境

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种独特形式的去表达内心意境的方

式诠释了另一种美感，是释放和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情绪

的一种行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俄罗斯人们

内心对造成社会现状的可悲可叹同时又包含对未来生

活美好状态的一种憧憬，民族主义和国际色彩的交织

充满了极其强烈的情感拉锯与个人回忆与当下又与未

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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