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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艺术性的情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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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多芬创作的 (& 首钢琴奏鸣曲，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发展

和提高了现代钢琴音乐的表现力，并且其哲理性的思想，传奇性的情感，创新性的形式和蕴含的艺术性，充

分体现了极高的美学价值，成为我们后人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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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是音乐史上集大成者，他创作的 (& 首

钢琴奏鸣曲更是成为音乐史上的史诗，成为脍炙

人 口的 经典 。然 而 ，相 比贝 多 芬在 音乐 上 的辉

煌，贝多芬一生却命运坎坷，跌宕起伏，充满戏

剧性。激荡的思想争斗、身体的残疾以及爱情的

痛苦一直折磨着他。贝多芬的一生的苦难和戏剧

性都在其音乐作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十四钢

琴奏鸣曲 $又称# 月光奏鸣曲，RS 小调，作品第 &’
号之二 %是 (& 首中最为流行的一首，也是他全部

创作中最具独创性、最充满灵感、最为感人的杰

作之一，在情感内容上，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包

容有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本曲是贝多芬内心各

种情感的汇集而产生的。本文以本曲为例，浅析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艺术性的情感表现。

一、贝多芬时代背景因素

路 德 维 希 · 范 · 贝 多 芬 $ /TUVAW XHJ
YIIZ@;XIJ[ !’’" N !L&’ %，德国伟大的作曲家，钢

琴演奏家，欧洲 !L 世纪下半叶至 !M 世纪初维也

纳古典乐派杰出的大师之一。他一生创作了 M 部

交响曲，(& 首钢琴奏鸣曲，> 首钢琴协奏曲以及

戏剧音乐和大量的管弦乐独奏、合奏等 O"" 多件

作品。他是一位集古典音乐大成，开浪漫主义音

乐之先河的跨世纪、跨乐派 [ 里程碑式的音乐巨

人 ，在 世界 艺 术史 上占 重 要地 位 ，被 后 人 奉为

“乐圣”。他的钢琴音乐作品在全部作品中仅次

于交响乐曲，占第二重要地位，尤其 (& 首钢琴奏

鸣曲，是钢琴艺术的高峰，被人们称为钢琴音乐

文献中的圣经—新约全书。

这 (& 首作品创作于 !’M& 至 !L&& 年之间，前

后 (! 年，贯穿了作曲家大半生，带有自传色彩。

其作品形象生动、规模宏伟、构思严谨，同样体现

他在交响曲中的经过痛苦，迎来欢乐，通过斗争，

取得胜利的英雄主义逻辑和性格。但在形式创造和

思想表达上甚至比交响曲更自由、更多样化、更深

刻、更细腻。其巨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于深

刻地反映了作曲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

精神，表达了他反封建、反暴政、反侵略的英雄主

义气概，激励了一代代人的斗争意志和勇气。并

且，贝多芬以他超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大大提升了

现代钢琴的表现力和演奏技巧，使作品超越了时

代，成为全人类宝贵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多芬的艺术成就。!’L’ 年， !’ 岁的贝多芬

首次访问“欧洲音乐之都”维也纳，曾经拜谒当时

名震全欧的青年作曲大师莫扎特，(! 岁的莫扎特对

他非常器重，曾经郑重地说：“注意这青年，他不

久就会显名于乐坛”。这之后的 !O 年中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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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勤奋地在维也纳的一些著名大师门下受业，

后期陆续创作了包括：《%& 大调钢琴协奏曲》、三

首《三重奏》、不朽的 ’ 小调钢琴奏鸣曲《悲怆》

等优秀作品，并在维也纳音乐会中公开演奏他的

《’ 大调第一交响曲》和《%( 大调七重奏》，受到

极大关注，在维也纳的乐坛上，贝多芬已享有相当

高的声誉。

贝多芬的思想倾向。贝多芬生活的年代正值法

国大革命爆发，影响全欧，革命思潮占据了贝多芬

的心。他 !) 岁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在那里攻读了

康德的哲学论著和古希腊文学，也接触到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从贝多芬的政治思想上看，

他完全是一个忠实地同情革命、渴求变革、信仰共

和、祟尚英雄的激进型青年艺术家。

贝多芬的精神痛苦。贝多芬的一生，经受着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一直是在与命运作严峻

的搏斗中度过的。*+ 岁的贝多芬，耳疾已发展到

严重的阶段，给他的生理上、心理上，特别是精

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耳聋，对于任何一个音乐

家来说，都无异于宣判了艺术上的死刑，更何况

是雄心勃勃的青年贝多芬,
贝多芬的爱情生活。一位年方 !- 岁的贵族少

女朱莉叶·琪察尔迪到维也纳来拜贝多芬为师。

贝多芬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少女十分倾心，但后来

终由于贝多芬出身于平民家庭，双方身份不同，

贵族社会的偏见导致女方父亲的坚决反对，!."*
年初，她已另外爱上了罗伯尔·哈伦堡伯爵，并

于 !."# 年与他结了婚。贝多芬的恋爱以悲剧结

束，使他异常痛苦，但这个结局他也是早有预感

的。他感情的创伤和心情的复杂是可想而知的。

《月光》这个标题并非出自贝多芬本人，而是

德国诗人兼音乐评论家雷尔斯塔布 /012345%6 !-)) 一

!.+"7，他在听了这首乐曲的第一乐章之后，说音

乐使他联想起瑞士琉森湖面上水波荡漾的月光，于

是出版商根据他的话，杜撰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并

以《月光》为标题出版发行了本曲。“‘月光’之

名是别人所加，实际上，作品的内容与‘月光’的

朦胧、温柔的意境毫无联系。”8! 9 /:!.* 7

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宁静柔和的内心情感

《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5=>?）用一种特

殊的曲式写成，带有扩展的展开部因素和扩大的

再现部前的准备，使两段体复杂化了。贝多芬在

第一乐章里给主要的情思加上一系列的色彩：和

声的浓淡变化、音区的高低对比、节奏的紧张和

舒缓。总的感情状态是$ 宁静的沉思和深切的悲

哀，但其中也有伤心的疑虑的感觉、克制住的冲

动的感觉、沉重不祥的征兆和偶尔出现的闪闪烁

烁的光明。贯穿这一乐章的深切的悲哀之情，是

通过三种因素来表达的$ 其一是自始至终的不绝如

缕的三连音伴奏音型，它把内心的激动控制在单

调的音响中，听起来安祥平静甚至富有诗意，仿

佛从远方传来的叹息和倾诉，充满绝望的情绪，

极其内在，含义深长。在这里，伴奏音型的不断

反复仿佛变成了一种近乎呆滞感和凝固感的旋律

线条，由它贯穿全乐章，是表现本乐章外在的宁

静中包含深刻的悲哀的主导因素。其二是在此基

础上断断续续出现的歌唱性旋律音调，仿佛是一

个男中音在哀愁地沉思咏唱，满腹心事，苦闷、

疑虑和委屈，但又极为柔情，在乐章的中部，旋

律曾一度显示出几分刚强，但结束时却走向更为

深沉的低八度音区，变为阴暗的呻吟，仿佛人物

的心情已走向绝望的深渊。其三是左手低声部的

八度进行，圣咏式的和声结构，使得低声部具有

严肃的感觉和葬礼进行曲般的气氛，给全乐章宁

静 的沉 思和 深 切的 悲哀 之 情蒙 上 一层 庄 严 的色

彩。以上三种因素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中

内涵的情感，拿我们东方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悲”字，而这个“悲”的情感内涵，当然是来

自作曲家本人爱情生活中的阴影和不幸，以及因

耳聋而出现的对健康生存和艺术生命的威胁。

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明朗愉悦的内心情感

在 《 月 光 》 奏 鸣 曲 第 二 乐 章 是 小 快 板

/;21=@144? 7 的复三部曲式，总的感情状态是$ 亲切

的欣慰和明朗的愉悦。第一主题的音调，仿佛让

人从中看到了轻快而优雅的小步舞姿和初春阳光

下美人欢笑的形象，大量运用的切分节奏使高音

旋律与低音旋律形成强烈的交错，淋漓尽致地渲

染了轻快与欢乐、与第一乐章的“悲”形成强烈

的对比。是可怜的贝多芬在痛苦中寻求自然安慰A
还是贝多芬在痛苦的回忆中看到了某种幻象A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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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乐章的音乐形

象 给人 的某 种女 性 感、 舞蹈 感 、青 春感 和 亲切

感，显然是和正在与他热恋的姑娘朱莉叶·琪察

尔迪相关连的。短小而精致的本乐章，位于前后

两个大乐章之间，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形容这

个乐章像“两侧深谷间的一朵小花”。 ’ ! ( $ V,, %本乐

章内涵的情感，拿我们东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喜”字，而这个“喜”的情感内涵，当然是和

作曲家对当前爱情的眷恋、美好印象和甜蜜的希

望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个被人们称之为“瞬息

间留下的温存的微笑” ’ - ( $ V## %的乐章，它的“喜”

是 短暂 的， 带有 靠 不住 的幻 觉 感的 ，转 瞬 即逝

的 ，它 的出 现， 从 全曲 来说 ， 甚至 更加 深 了悲

哀，给仍然残留在听众耳中的前一乐章的“悲”

蒙上了一层凄凉的感觉。这个乐章是为音乐发展

阶段的一环，从慢速、沉思的第一乐章到暴风般

的终曲的过渡。

四、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火热激情的内心情感

在 《月 光 》 奏 鸣 曲 第 三 乐 章 是 激 动 的 急 板

$ VJ=@A? 6:9A6A? %，奏鸣曲式，总的感情状态是：狂

风暴雨般的火热激情与奋起搏斗的勇敢精神。这

个乐章是整个奏鸣曲的高潮，是最富于戏剧性和

矛盾冲突的一个部分，它的主部主题犹如暴风雨

般热情进发，旋律极富动力感，从低音区一直冲

到高音区，加之以反差极为悬殊的力度变化，简

直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激流：副部的两个主题也都

强壮刚键，奋发有力，整个乐章的情绪自始至终

没有下降，紧张度和戏剧性有增无减，贯彻了一

种贝多芬的音乐所特有的强大、炽烈、热情的气

质，是他在此之前所写作的钢琴音乐中最为斩钉

截铁、最为奔放、最为高昂的一个乐章。罗曼·

罗兰评价为：“流芳百世的爆发、”“夜晚狂野

的暴风雨”、“内心巨大的画面”、“像一场大

冰雹倾盆而下，震撼人的灵魂”，’ . ( $ V!& %是非常形

象而中肯的。综观贝多芬的一生，他是一个既富

于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同时又富于革命家的拼搏精

神的人，他因耳疾和失恋而产生的悲痛是诚挚的

和深沉的，但他从不被伴随他一生的坎坷命运和

种种灾难所压倒，他在本乐章中采用的狂暴突出

的旋律方式、钢铁般的节奏进行和充满活力的和

声音型，无不表达了他自己狂腌般的火热感情和

敢于对封建等级制度、对命运进行挑战的鲜明态

度。因此，本乐章所内涵的情感，拿我们东方人

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奋”字。这个“奋”正是

贝多芬所特有的、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斗争，赢得

胜利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

《月光》奏鸣曲问世两百年来过去和现在都

激起音乐家和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狂喜，始终受到

最热烈的推崇和爱戴。“在《月光》中克服和超

越了《悲怆》的 艺术性，在表达深刻的人性和音

乐形象高度的真实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具

有划阶段的意义。”’ / ( $ 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