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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作为新音乐开拓者，勋伯格不断追寻、探索，其钢

琴小品正是在自由无调性音乐时期创作的，打破了传统

美学规则，解放不协和音，试图传达真实内心世界，其

认为音乐应该深刻表达真情实感，艺术家的目标就是表

现自己。但是，仍受到浪漫主义思维的影响，更像是对

浪漫主义的极端强化。分析勋伯格钢琴小品特点，并对

其创作手法、深层内涵进行了探讨，针对这种介于浪漫

与真实之间的钢琴作品表述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一、勋伯格钢琴小品概述

勋伯格出生于奥地利，是著名的作曲家，早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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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影响，其作品对世界音乐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勋伯格立足于传统艺术审美，不

断审视现实、探索和尝试，摆脱调性的束缚，开创了自

由无调性的技法，表达真正的自我。相比传统音乐，勋

伯格钢琴小品打破了音符结合的固定模式，不再将某个

音作为中心 [1]。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勋伯格钢琴小品

透露出的抵触、恐慌等情绪，能够传递给观众，情绪更

为饱满，主要强调人的精神感受。勋伯格钢琴小品共六

首，打破主音、从属音的传统关系，充分体现了人人平

等的精神，模糊、淡化调性，形成独特的音乐语言，从

而彰显表现主义美学这一深层内涵，这为十二音序列作

曲手法的运用奠定基础，也推动了世界音乐向前发展。

钢琴小品是勋伯格音乐创作历程的第二阶段，也是

一个过渡时期，既有调性向十二音体系逐渐发展，此时

已经逐渐放弃巨型化处理，转而追求微型化，偏向于音

色的多变，其对位、节奏也更为复杂。在探索音乐新形

式的过程中，勋伯格借助钢琴的独特优势，通过钢琴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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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进行早期探索实验。但是，勋伯格钢琴小品中仍彰

显了浪漫主义特征，组织形态、节奏保留了勃拉姆斯的

影子，可以认为其内心感受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所用

语汇、技术等，呈现出背离传统的外化形态。

二、勋伯格钢琴小品的创作手法

勋伯格钢琴小品大胆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是探索

新结构的重要尝试，打破了传统大小调束缚，采用了自

由无调性的创作手法，瓦解了统一的结构力，削弱了循

环结构，线性结构更具独立性。

1. 自由无调性作品基本特征

（1）分化、削弱大结构

在传统的音乐创作中，调性是作品的深层结构力，

与旋律、和声等结构力相统一，其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块

状组合，同时，其主题也依托于一定空间。但是，自由

无调性的手法能够瓦解调性，作品中统一的结构力也不

复存在，其主题主要是以微观化的形式存在，包音程细

胞、动机等 [2]。在自由无调性作品中，传统的完整结构、

独立性主题等非常少见，即大结构已经被分解、削弱。

此外，在整体规模上，也体现出大结构的分化、削弱，

勋伯格钢琴小品每首约为 10 小节，相对比较简短，但是

却精致入微，显露出与传统的背离。

（2）削弱循环结构

对于传统作曲技法而言，循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

点，包括音型、节拍、织体等方面的循环。然而，在自

由无调性作品中，尽可能突破了传统，一个明显的特征

便是循环结构被破坏，和声功能、音型等循环均已消失，

节拍重音的出现具有随机性，整体结构循环在很大程度

上被模糊。从个人印象角度来看，自由无调性作品的重

复较少，更像是不同的新材料相叠加，即丢弃了传统的

循环结构。

（3）织体的线性化与独立化

大部分情况下，传统音乐织体为块状，即便部分作

品中线性结构比较明显，但也是相互依附的，并不是独

立存在 [3]。然而，自由无调性作品恰好相反，在调性、

和声等被消除的基础上，音与音的连接更为关键，线性

结构占主体地位。在自由无调性创作手法中，不仅是织

体向线性化发展，对于纵向叠置而成的和弦，也通过线

性结构来理解，同时此类线性结构通常独立性更高，均

具有一定结构作用，无法严格以主题、伴奏、旋律等进

行划分。

2. 自由无调性作品结构力

自由无调性作品突破了传统技法，其结构力也是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传统音乐中，包含了主题、调性

以及和声等多个因素，其相互影响以及自身发展，共同

推进了乐曲发展。但是，由于循环结构削弱、大结构分

解等影响，自由无调性作品存在较强的离心力，其内聚

结构力也发生了转变，可能是音高、织体、节奏、演奏

法等，也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组成，一般具有较强的

隐蔽性和预制性。

（1）音程细胞

属于促使乐曲统一的主要力量，即乐曲中重复且多

次出现的音级集合，也是精心设计的，通常是由 2-5 音

组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力。在自由无调性作品中，

这种结构手法最为常见，可以进行逆行、倒影、移位等

一系列变化，也可以选择交叉、横向等形式，但是其本

质都相同，音程含量均一致，这也是音程细胞成为重要

结构因素的原因所在 [4]。

以《六首钢琴小品》第一首为例，大致可分为 1-6

小节、8-17 小节两部分，发挥连接转换作用的是第 7 小

节。音级集合包括 9-3、9-4，前者在第 1、2、11-12 小

节出现，后者在第 4、9、16-17、18 小节出现。两个集

合交替出现，音程级仅有细微差别，从整体而言，后者

是主要集合。在两者的共同子集中，第 1、8-12、15-17

小节出现的集合 3-4 地位更加突出，持续时值几乎占百

分之五十，因此视作核心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

他子集分散于整个乐曲各个部位。对集合 3-4 展开分析，

不难发现其存在一定隐蔽性，但是也具有较强的结构力，

类似于传统乐曲中调性的作用。

（2）节奏

由于消除了调性、和声，自由无调性作品对节奏的

依赖程度更高。通常情况下，相比音高关系，节奏在建

立句法和终止式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 [5]。对于主题细胞

化音乐，节奏的重复出现能够有效形成句逗，属于比较

重要的手法。

以《六首钢琴小品》第二首为例，在应用自由无调

性技法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传统作曲思维，

比如三度音程，三度贯穿于整个乐曲中，与传统音乐中

的和弦有所类似，与此同时，G、B 持续存在，直至曲末

C、E，可以突出 C 调中心的存在。整个乐曲中，节奏发

挥了非常关键的结构作用，比如 O XX X X X，重复出现

了多次，且进行了一系列逆行、变体，保留了原型节奏

部分特征，从某种角度而言，此节奏推动了乐曲的发展。

而这种节奏的应用，与传统的复调技法有所相似，只是

在自由无调性作品中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应用。

（3）隐性组织关系

在组织乐曲时，选择某种音高材料，或者借助于节

奏的独特设计，发挥结构力的作用，比如轴心体系、人

物性节奏以及激进扩张等。以《六首钢琴小品》第六首

为例，其充分展现了作曲技法的严谨，重复出现的集合

6-12 中，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音增加，从而避免单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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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细胞和增加的音密切相关，比如第一次加入小二度

的两个音，第二次加入大二度、大三度共三个音，第三

次和第四次也分别加三个音，即小二度加小二度、大二

度加大三度，在最后一次重复中加入大二度一个音，其

中，第一次、第三次属于同源，而第二和第四次是一致

的，增加的音也是主要集合的补集。重复使用主要集合，

加上巧妙应用新增的音，能够进一步优化乐曲的离散力、

结构力，实现两者完美平衡。

三、勋伯格钢琴小品的深层内涵

在世界音乐史上，勋伯格钢琴小品具有里程碑式意

义，其背离传统束缚，反映了表现主义思想的深层内涵，

这也是创作思想的精髓所在，需要抛开表象，深入分析

其精神实质。表现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受社会因素影响，

当时正处于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战争导致人们心理出

现问题，比如安全感缺失等，颠覆传统的思想一时风行。

在浪漫主义晚期，勋伯格希望通过与传统审美相悖的形

式，直接揭露事物本质，深刻剖析社会现象，强调个人

精神世界的挖掘，这也是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目的。

表现主义音乐强调的是纯粹的主体创造，致力于摆

脱传统美学的规范以及固定形式，通过新鲜、怪诞的事

物表露主体心灵，逐渐趋于抽象化，脱离现实表面，揭

示事物的真实本质，风格也更为鲜明，趋向于丑恶、夸

张等表达，具有一定神秘感 [6]。通常认为，表现主义音

乐是反抗力量，在勋伯格钢琴小品中，已由浪漫主义转

变为歇斯底里、病态呻吟、怪诞。以《六首钢琴小品》

第三首为例，其蕴含着沉重的气息，风格沉郁，发人深

思，记载了为马勒送葬的主观感受，深层次表达的是对

当时社会局面的苦闷、彷徨等情绪。

勋伯格认为，心灵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在自由

无调性创作中，将表现主义内涵生动、鲜明地表达出来，

充分释放了自身创造精神。传统美学思想以和谐作为基

本因素，勋伯格追求彻底解放不协和音，模糊了协和、

不协和之间的界线，消除了传统美中和谐这一基本要素，

这与表现主义本质相一致。同时也意味着，作曲者可以

不受固有规则束缚，不仅是规则的超越，也是自我的超

越，能够彻底解放主观表达。从某种角度而言，勋伯格

钢琴小品正是表现主义的产物，比如《三首钢琴小品》，

乐曲中无主题性音乐语言，充分体现了自由无调性的特

征。勋伯格还追求音色的探索，创用音色旋律时，摒弃

了传统音乐中联系外部世界的特点，从而超脱自然描摹，

打破国外在现实性，这也强调了主体创造精神。

单纯从音乐本体来看，无调性结构带来的是平衡、

和谐美丧失的效果，展示了主体强烈感情，这正是表现

主义实现其反叛性的手段，是一种革命化的表达方式。

在勋伯格钢琴小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音、明确标注的调

号均被弱化，和音、旋律表现出半音化倾向。同时，充

分尊重音的独立性，呈现出的是作曲者不妥协的精神，

也不再频繁使用长线条旋律，就算是片段性主题，也不

会重复出现。此外，在音高走向、节奏形态等方面，均

不会重复出现类似部分，也就形成了主题一旦开始便直

接表达内涵，接着再呈现新的事物这一风格。分析勋伯

格钢琴小品创作手法，不难看出，作曲者在传统法则的

熏陶下，仍能勇敢发出质疑，不断追求、探索新的结构

原则，对传统发起挑战，开创新的音乐艺术观。勋伯格

作为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在不断反思和超越中，

实现了革命性突破，表达了叛逆的现代主义精神，其中，

隐喻手法是实现突破的关键因素。

勋伯格钢琴小品扯断了事物传统联系，重新塑造或

描述非理性内心世界，摒弃了所有无意义装饰，采用简

约语言，表现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而实现美学意义。

通过隐喻手法，能够使得某些隐蔽的“真实”逐渐清晰，

这些不便明言或者说不出口的内心世界或者现象本质，

都获得了言说的可能。

四、结束语

勋伯格并非“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创作生涯中

充满着变革，其钢琴小品作品中，充分体现其骨子里

无拘无束的浪漫风格，敢于打破传统束缚，坚持自由

创作的精神。勋伯格通过革命性的音乐组织方式，开

始了不守旧、不安宁的创作，但也只是作品外化形态

被改变，通过无调性结构强烈表达主体情绪，敢于对

传统音乐结构表达反叛，在不断探索过程中也逐渐生

成有革命精神的艺术观。这种表现主义艺术形式，也

是勋伯格心灵深处的呐喊，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传

达的是社会的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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