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北煤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 (. /),0120 3(,- 4+5)67*8 92,:;2*6 3(--2<2 =(-> %" ?(> &
%@@% 年 !@ 月 #A;0-(6(B;8 ,+5 C(:0,- C:02+:26$ D:7>E %@@%

门德尔松的钢琴小品《威尼斯船歌》分析

翟 毅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音乐系，安徽 淮北 %"&@@@）

摘 要：本文从作品的创作背景入手，分析该作品的创作风格特点，并运用作品分析的方法，阐明作

者的创作意图，为正确演奏该作品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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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J@L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作为浪漫主义

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直努力追求全新的创作风格，从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自己的

作品极富诗意、浪漫情趣。其作品以简洁、精炼的和声

与章法、严谨明晰的曲式和生动优美的旋律见长。

本文要谈的是《高师钢琴基础教程》第三册中选用

的《威尼斯船歌》（DA> "FE ?D> F）即《无词歌》第三卷中

的第 F 首，是《无词歌》中最著名的乐曲之一。

一、作品的创作背景与风格

!L 世 纪 初 ， 浪 漫 主 义 思 潮 在 欧 洲 的 影 响 不 断 扩

大。音乐家们的地位从奴仆一跃而成为时代的先导，音

乐家们 越来越不 满足于 传统的 创作模式 。他们 需要开

辟新的 创作道路 来表达 内心的 思想感情 。浪漫 主义音

乐风格 与古典主 义音乐 风格相 比较更具 浓郁的 情感色

彩与创造性。音乐的内容与形式迅速发展，如“旋律的

抒情性大大加强、乐句结构的伸缩也很大，和声是重要

的表现手段，在功能和声的基础上加强了色彩变化；以

调性音乐为主，由于半音、和声及远关系转调的频繁运

用，已有调含混之感。”M ! N 并且各种乐器的演奏技术也

获得了相应的发展，随着钢琴制造技术的改进，使钢琴

成为最 符合浪漫 主义音 乐理想 的乐器， 因此产 生了许

多 以 钢 琴 音 乐 为 主 要 创 作 题 材 的 特 性 乐 曲 和 标 题 小

曲，这些题材更具有浪漫主义特征。威尼斯是意大利水

上旅游城市，也是意大利音乐中心之一。威尼斯市内水

道纵横交错，素有“水都”之称。“船歌”原为船家之歌，

!L 世纪末作曲家们模仿“船歌”风格来创作，形成一种

体裁，习惯上称之为“威尼斯船歌”。

这首《威尼斯船歌》选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无

词歌是一种抒情性、歌唱性的小型器乐体裁，由门德尔

松首创 。它是一 种歌唱 性的旋 律配 以简单 的伴 奏所组

成的曲子，虽然它的旋律像歌曲一样的优美动人，但它

的旋律 并不被限 制在一 定的音 域内 ，这充 分发 挥了钢

琴音域 宽泛的特 点，并 大大的 提高 了作品 的艺 术表现

力。门德尔松“!J"@ 年去意大利旅行期间，曾倾听过运

河上的船夫们忧伤的歌声，留下深刻印象，并在此后陆

续写出的《无词歌》中，以这种音乐风格创作了 " 首

《威尼斯船歌》。”M % N 可见这首作品直接取材于威尼斯民

间的歌曲作品。作者通过优美而略带忧伤的旋律，展示

了高超 的创作技 巧，从 而使作 品极 具情感 色彩 与地方

风格。

二、作品的曲式结构与演奏要求

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为带“引子”与“尾声”的二部

曲式。是一首升 . 小调的乐曲，速度为安静的小快板，

F O J 拍子、左手是以固定音型为主的伴奏声部，右手是

十分优美的旋律。安静的小快板，使作品既十分流畅、

又能保 持一种安 静的气 氛，从 而描 写出船 在水 中缓缓

前进的 画面，六 拍子与 固定音 型的 结合使 音乐 富于动

感，描写出船在水中荡漾的感觉。谱例 !：“引子”

第 ! 小节

“引子”部分有 F 小节，左手的固定音型已预示了

全曲的特点，犹如静静的河水轻轻荡漾。既有动感、又

能保持安静平稳的和声进行。在三、四小节高音声部出

现两个歌唱性的旋律音，标记为渐弱，仿佛小船划破水



$ 上接第 !"% 页 & 教育观念的指引下，贯穿整个声乐教

学的全过程 ，评价内容 囊括教 学内容 的方方面 面。例

如：对演唱知识、技能的评价；各种风格题材声乐作品

分析、理解能力的评价；辨别、纠正声音正误能力的评

价；灵活运用声乐教学法能力的评价；歌曲即兴伴奏能

力的评价， 及其所述诸 内容在 学习过 程与方法 有效性

的把握方面的评价等。

同时，评价方式要灵活多样，如为了满足声乐教学

是师生互动 的动态教 学的学科 特点， 在评价方 式上要

实行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 性评价 结合的 方式。前 者由任

课教师采用观察、提问、谈话、讨论、小型声乐汇报会、

基本功 比赛 ，设模 拟课 堂等形 式，考 察学 生的学 习效

果，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后者是学期末由监考老

师通过口试（演唱）、笔试（理论考试）的形式进行定量

测评得出考试成绩。多种评价形式的有机结合，不仅检

验了老师的教学效果，也考察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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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泛起的波纹渐渐散去。因此，第五、第六小节的左手

音 型 也 随 之 发 生 变 化 ， 从 而 描 写 出 一 种 漩 涡 般 的 流

动。在 演奏时， 左手音 型要弹得 轻柔、 平稳而 富于动

感。这 要求左手 要充分 运用手 腕的左右 协调来 连贯音

符并且 注意控制 下键的 力度，使 六拍子 的重音 感觉与

水的动 感结合起 来。左 手有时 会出现突 出的音 型来衬

托气氛，这时要注意控制触键，以免和声出现混浊。

第 / 至第 #% 小节为第一部分，左手依然保持固

定音型不变，右手开始出现歌唱性的旋律，有两个相似

的长乐 句组成。 两个乐 句由强 到弱，具 有绵长 的气息

感，从而表现出一种舒缓而又忧郁的情绪，使人联想到

船夫的 歌声。要 弹好这 一部分 ，首先要 弹好作 品的旋

律，使旋律具有生动的歌唱性。另外，严格地按照乐谱

标记的指法来演奏，是保证乐句连贯的关键。在演奏中

获得歌唱性的效果，一般采用两种奏法。一种是在手指

转换时，前一手指离开键的同时后一个手指立即下键，

并均匀 地控制下 键的力 度，使每 个音符 之间没 有太多

的间隙，即圆滑奏。掌握好圆滑奏法，要尽可能细致地

体会到指尖的感觉，运用手指和手腕的运动，将乐句弹

得圆滑连贯，从而达到歌唱的效果。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延音踏 板，利用 延长音 的效果来 保证旋 律的连 贯与和

声的融 合。在演 奏中踏 板要与 双手密切 配合并 使用切

分踏板 ，即在变 换和声 时，手指 在下键 以后再 踩下踏

板，这样把前一组和声终止而把新的和声保留下来。所

以，练习 时一定 要先将 左手与踏 板配合 好，再 加上右

手，这样比较便于掌握。 谱例 #：“高潮”

第 #! 小节

从第 #! 小 节开始 到第 0# 小节 反复记号 处是作

品的第二部分，该部分为作品的高潮段落，以 1 小节

渐强的 递进式展 开并运 用离调 的手 法以增 强气 氛，然

后通过 一个很弱 的颤音 将作品 又带 回原来 的旋 律，并

以二重 唱式的形 式与第 一部分 形成 对比， 从而 使作品

更为生动。要注意和声的变化，从第 #- 小节开始转入

2 大调，经过第 #1 小节的减七和弦，又转入升 3 大

调，音量增至最强，音响变得非常开朗而激动，并达到

高潮，之后逐渐恢复平静。至第 "/ 小节回到主调，由

属和弦进入至第 "+ 小节是最 后一句歌唱 性旋律，到

第 0" 小节第一个音结束。在这个段落当中，要特别注

意强弱 变化的控 制，音 乐的渐 强与 渐弱要 具有 明显的

层次感，最强部分要演奏得既清晰、激动，又不过分。

谱例 "：“尾声”

第 -% 小节

尾 声部 分由 第 0" 小 节开 始至 乐曲 结束 ，背 景依

然是左 手的固定 节奏， 其中出 现由 颤音开 始的 两句压

缩的主题动机，并在主和弦的和声中逐渐减弱，直至消

失，仿佛 小船渐 渐远去 ，最后 ，只 留下一 片宁 静的水

面。

总之，要演奏好这首作品，必须从创作背景及作品

分析入手，对作品有较为系统的把握，然后进行细致地

练习，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更具生命力，忠实地反映出

作者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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