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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音乐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规模宏大的浪漫主

义钢琴音乐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钢琴

协奏曲的发展史上确立了其不朽的历史地位，是十九世纪俄罗斯钢琴

音乐的顶峰之一，也是当代钢琴家在大型音乐会上竞相演奏的曲目。

作品中不朽的音乐价值和创作技巧对后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柴可

夫斯基以他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理解，在这部作品里用自己的全部心

灵对浪漫主义音乐进行了一次崭新的诠释，将俄罗斯民族音乐推向世

界舞台。这部作品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成为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经

典曲目。

本文拟就这部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从音乐风格、演奏要

点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柴可夫斯基；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浪漫主义；钢琴演

奏

《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柴可夫斯基早期的大型作品中，是真

正开朗的情绪和乐观主义的深刻体现，它称得上是十九世纪俄罗

斯钢琴音乐的一个顶峰，也是欧洲钢琴音乐艺术史上最具天才的

杰作之一。

第一乐章 非常庄严和不过分的行板——非常有精神的快板。

用奏鸣曲形式写成，它的音乐光辉灿烂、富丽堂皇，色彩变化多

端，丰富的想象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所有这些都是很多协奏曲

所难与匹比的。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用它那温暖的声音庄严地奏

出这段引子的基本主题，钢琴用大量洪亮的和弦伴随着它。这个

主题是一支庄严壮丽的生活颂歌，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另一首新的

《欢乐颂》。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子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它的主题后来

在整个协奏曲中从未再出现过。

6－24双手齐奏的八度和弦，就像凯撒大帝驾临般，威风凛

凛。

25－40钢琴奏出的旋律部分，由于加入了附点节奏，音乐更

加具有动力性。

48ff到P之间要能够迅速的变化。

49－60过渡段要注意与乐队间的对答，呼应。

61－77再现部分，更加激动辉煌，fff的力度是谱上第一次出

现。

77引子结尾，要马上轻下来，下行跳音要渐弱，音色要晶

莹剔透，像水珠。钢琴在高音区的八度仿佛是一朵逐渐绽放的花

朵，在乐队轻轻的伴奏下，转向平静安详的C大调，感觉更加新

鲜，最后乐队奏长音，在完美的F大调中结束了这个钢琴协奏曲中

最为波澜壮阔的引子。

呈示部的第一主题原来是作者在卡明卡村听到的乌克兰民间

弹奏七弦琴的盲歌手所唱的一支哀怨的曲调，但是在这里它起了

深刻的变化：柴科夫斯基并没有改变这支旋律的音调结构，只是

把这支悠缓的叙事性曲调纳入一个出奇的节奏型，即在每一个三

连音当中插进一个休止符的做法，从而把一个主要是抒情的形象

变成飞也似地进行和精力充沛的诙谐性形象,节奏灵巧，富于生

气。

108－183奏鸣曲式主部开始，情绪要马上变化，“很有精神

的快板”，三连音第三拍休止的节奏型很奇特，内心要很诙谐，

欢快，好玩，天真活泼。注意与乐队间的巧妙对答。

160再现部分，要注意力度层次从P到ff再到mf的变化，双手

交替八度要清楚，要勾出内在的旋律线。

乐章的第二主题是这一乐章的抒情的中心，充满温暖而诚挚

的感情，它包含有两支互为补充的旋律，同前面出现过的主题素

材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一支旋律深情委婉，尤如内心充满激情的

表白，是对幸福的向往、内心的激动、热情的讴歌，先由木管乐

器奏出，接着钢琴再加以变奏；第二支旋律同样温柔而宁静，好

似夜深人静时恋人的窃窃私语，但非常明朗，它那轻盈摇动的音

型显然同第一支旋律同出一辙。

184－204副部要弹得深情、浪漫，柔和，这是一对恋人的主

题，钢琴要注意模仿单簧管的音色。这个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力量和内在的表现力和张力，是俄罗斯音乐中最典型的主题之

一。总的气氛是宁静、安详的。

218－243钢琴以下行的奔流音型将这一主题的浪漫主义性质

演绎得淋漓尽致。要求运用手臂重量弹出旋律，要非常漂亮地连

奏。内心要充满激情，将音乐逐渐推向高潮。

244－266在高潮片断需要巨大的紧张度(Intensity)，一系列

没有解决的不协和和弦推动音乐不断向前发展。钢琴要有辉煌的

八度技巧，要准确、快速、干净、漂亮地完成这一段音乐发展所

需要的高超技巧性段落。

267－291副部第二主题在结束部中再次出现。这个主题反复

了一次，通过乐器音色的改变，勾画出一幅更加美丽的春天般的

画卷。钢琴在高音区的伴奏如春水的流动，亦如山泉，表达了对

大自然秀美风光的无限眷恋，充满无尽的诗意。

乐章的发展部主要采用乐章的第二主题，有起有伏，层层推

进。

292－345管弦乐形成三叠巨澜。

346钢琴要同整个乐队竞赛，要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光辉的八

度技巧，完成这段整个管弦乐队交付的、音乐发展所必须的精彩

段落(Virtuosity)。

388－415定音鼓敲响，E大调。这是全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出现E大调，明朗、乐观、向上，副部温柔甜美的第一主题在这里

变成了对生活的热情讴歌。全部的感情都要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这是一种倾诉、一种呼唤。

416－437长号吹出号角性的主题，引出了欢快活泼的主部主

题的展开。圆号仿佛是在询问，而钢琴、长笛、单簧管的回答以

温柔的微笑。这是春天船的嬉戏，小鸟在自由地歌唱。

491－530再现部由钢琴奏出的副部主题与呈示部中一样，要

弹得深情、浪漫，充分地表达这一主题所蕴含的浪漫主义本质。

整个段落要很歌唱，犹如内心充满激情的表白。

533fff的地方钢琴要顶住，因为这是在同整个乐队抗衡。这

是贝多芬开创的协奏曲的一种典型的竞奏性质。

537－563华彩段，这是钢琴协奏曲史上最长的华彩段之一。

作曲家开始要求rubato的节奏。右手弹出一个二声部的旋律，用

连续切分二分音符构成。要注意改变音色，如在梦境，很轻。低

音是整个段落音乐、和声向前发展的基石。这段音乐带有即兴

性，内心充满激情，节奏上可以有一定的伸缩。

563－578第二主题出现了。这个在呈示部还宛如夜深人静时

恋人的窃窃私语的主题，在这里变得活泼、欢快，就像是春天来

了，明朗、乐观。

579－590“Meno mosso”，速度放慢。这是整个华彩段戏剧

性冲突最强烈的部分。这里调性变化更加剧烈，主题性格也进行

了三次彻底改变。由最初的略带温柔的诙谐（549－586小节）发

展到剧烈的左右手之间的八度竞奏，这是这一主题性格的最彻底

一次改变，难以想像如此温柔的主题竟会变得如此刚强，它以副

部主题作为基本素材，作了宣叙调似的发挥。这段音乐给了演奏

者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的可能性。

601－610是一段近乎飘渺的柔板，速度慢下来。这是这一主

题的最后一次出现，充满了作者对美好过去的无限怀念。

611－665结束部形成了第二展开部，乐队加入进来。柴可夫

斯基这里使用了两次渐强后突轻的手法，使乐曲显得更加波澜壮

阔，起伏有致，最后气势辉煌地结束这一乐章。

论柴可夫斯基降b小调
第一钢琴协奏曲OP.23的演奏

徐　懿  （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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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纯朴的小行板。这个乐章音乐宁静、安详，像一

首优美的田园诗，是柴可夫斯基作品中最优美、也是最明朗的抒

情篇章之一。第二乐章是介乎前后两个乐章之间的一首抒情间奏

曲，具有田园风味。乐章的基本主题是一支具有民歌气质的优美

动听的旋律，弦乐轻轻拨奏，衬托出长笛的悠扬的旋律,音乐清淡

质朴。

1－24一开始就使人宛如置身于辽阔、清新、令人陶醉的大自

然怀抱中。这支悠扬的旋律由长笛吹出后，转到钢琴上来，好像

是捉迷藏，并直接引出25小节中段主题。

25－41这个主题是单簧管和双簧管结合成牧笛吹奏般的声

音，音乐转向对外在旖旎风光的描绘。钢琴紧接着模仿这一主

题，略带切分的外声部是很有风味的。

41－58再现时独奏大提琴以淳厚的音色奏出。这段是很欢快

的。当这支旋律第二次在双簧管上奏出时，钢琴变成了更为奇妙

的连续切分音型。

乐章中段是一首快速度的圆舞曲，取材于一首古老的法国

民歌，它的旋律非常简朴，由同一类型动机不断反复构成。这时

候弦乐器组演奏这支旋律, 钢琴则作为一种华丽而戏谑的伴奏；

这里音乐的节奏和情绪都发生变化，同前一段恬静安适的音乐造

成对比，具有奇幻飘渺的特点，好像闪现出对过去的明朗回忆一

般。

59－60要非常流畅、一气呵成地引出在中提琴和大提琴上奏

出的那段“非常优雅和如歌”的法国圆舞曲。

79－114这里显示了柴可夫斯基对圆舞曲情有独钟，他在舞剧

《胡桃夫子》里创作的《花之圆舞曲》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家

喻户晓的名曲。钢琴在这里的伴奏要非常轻松，欢快，流畅。技

术性的段落要完成得非常清晰、干净、漂亮。4小节的过渡，很快

又回到了刚才的那段诙谐曲。

114－145再现，这次作了很大的扩展，形成了一段钢琴的华

彩。这段音乐带有朗诵性质，是作曲家内心世界的独白。音乐随

后再度放慢，并在高音区出现长颤音，通过一段极其轻柔的华丽

的花奏把音乐又带回到了那诗一般的国度里。

146－160这是这首协奏曲音乐的极致，也是柴可夫斯基音乐

创作中的瑰宝之一，是作曲家在长时间的充满激情的努力创作中

灵感突至的神来之笔。这是最美丽的时刻，这是对夕阳照耀下的

祖国远方辽阔大地的深情歌颂，“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用这句中国古诗来形容这段音乐再恰当不过了。

钢琴与乐队在这里水乳交融，旋律移至双簧管后，更加迷

人。

161在尾声部分，钢琴与单簧管对答，要保持在PP范围内，琶

音要弹得像竖琴拨奏一样，平静的水面泛起波纹，音乐最后消失

在PPP的音响中。

第三乐章　火热的快板。这是一首欢乐的颂歌，充满着生

命力。这一乐章用回旋奏鸣曲形式写成，乐曲的基本主题独奏钢

琴奏出。像第一乐章的乌克兰主题一样，柴科夫斯基也赋予这个

主题全新的特点：断音奏法的音型、和弦式的织体，以及像小伙

子的踏步效果，借以强调表现出这一乐章的狂放活泼的舞蹈性特

点。

1－44钢琴奏出性格粗犷的旋律，这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来，

来，伊凡卡》。它由1小节音型不断反复构成，是很多乌克兰歌

曲所共有的一个典型特点，具有强烈的民间舞曲风格，豪迈、奔

放、热烈。和弦都要坚实而有力的断奏。装饰音很难弹，它就象

民间的拨浪鼓。

45－48在乐队尽情欢腾的热闹场面之后，钢琴略微慢下来，

这里音乐作了三声部复调处理，要注意旋律在外声部和中声部之

间的衔接。

乐章的第二主题步调平稳、安详。开始时从进行中可以感到

它的力量还有所保留，只是在后来才把它所蕴藏的全部欢乐表达

出来。就像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这个主题温暖、抒情，充满着

对生命的渴望与眷恋，对真挚爱情的深情讴歌和向往。这是一支

最欢乐、最温暖、最幸福的旋律，节奏交错，富于歌唱性，好似

三拍子与二拍子的组合。钢琴以下行的奔流旋律，在弦乐声部的

伴奏下，再次奏出这个问题，情感比第一次更加热烈，是作曲家

内心深处又一次幸福的直接表白，这也是这部作品浪漫主义精神

的直接体现。

133－150小提琴声部加入进来，开始了在降E大调上再次奏出

的副部，这里作曲家作了一次巧妙的缩减，钢琴与乐队间的衔接

天衣无缝，就像一股暖流在心间流动，这是两颗心在对话。要注

意切分伴奏音型和二拍子与三拍子的巧妙组合。

乐章的这两个主题，一个急速有力，充满无尽的表现力，另

一个虽然比较平静，但逐渐地也转换为胜利的曲调，发展成为对

生活的讴歌。

183－213在降b小调上开始的展开部，是钢琴演奏技巧的试金

石，长达30个小节的双手快速跑动构成了钢琴协奏曲史上最困难

的技术片断之一。

214－251乐队以稍慢的速度开始，主部与副部主题通过在各

个乐器间的交替出现、对位处理自由展开，经过情绪的长时间积

蓄酝酿，终于最后由钢琴推向了副部主题的光辉再现。

252－270在fff的力度上，钢琴要同整个乐队齐奏这一最为的

壮丽凯歌。

这是全人类的颂歌，这是对祖国、对俄罗斯民族最热情的赞

美，这是英雄的凯旋，在降B大调上，副部主题由钢琴和乐队齐

奏，光辉地再现了，达到了全曲情感的最高潮。难以想像一个恋

人般的温暖主题会变得如此崇高，壮丽。它和第一乐章的引子部

分遥相呼应，使这部作品具有史诗般的气概。

273－301尾声的音乐更是高潮迭现，其雄浑的气势，其亢奋

的情绪，其辉煌的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这部作品给演奏者提供了相当大的表现的可能性，相

当丰富的想象空间。演奏者可以在这部作品里展示光辉的技巧，

倾诉内心的情感，展示多变的音色转换能力以及完成大型作品的

能力，由于这部作品能够较为全面的考察一名演奏者是否具有上

述能力，并能引起听众在情感上的共鸣，故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经

久不衰的浪漫主义经典曲目之一，成为演奏家手上必备的保留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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