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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雅君

维也纳古典时期著名钢琴作品风格及演奏浅析

摘要：海顿、莫扎特所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时期，维也纳时期是一个思想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性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对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品的风格和技术规范的研究与考察，和对他们一些

共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就可以形成对古典乐派艺术风格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些将为音乐风格概念的

形成和一些基本的钢琴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对维也纳时期三位代表性大师在不同创作时期的

音乐以及风格的演变与实际作品的分析，阐述钢琴师在进行音乐演奏时的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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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从教堂步入宫廷，并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化，不

再是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音乐创作不再是以巴罗克时期的复调手法

为主，而是采用主调的音乐形式，这就加强了旋律和声音的呼应。确

立曲式分段式结构原则，音乐的旋律不再延用巴罗克时期延绵不断

地、扩充的音型，相反则是呈现出优美、简单的特征。更多的追求客

观美，这样就拓宽了音乐的表现的范围和表现力。音乐的重心也发生

了转移，移到新型的器乐体裁——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四重奏

上。以上的这些变化在对后来欧洲音乐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作品风格及演奏浅析

1、海顿作品风格及演奏浅析

海顿音乐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轻松、快乐融入音乐，让人听

后欢快。这种乐观主义是源于他对人民的同情，在艺术趣味上，海顿

的作品不仅接近广大市民阶层，而且还带有宫廷音乐的典雅、消遣、

娱乐的风格，因此他可以被说成是宫廷音乐家的外貌，资产阶级音乐

家的本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海顿的作品旋律明朗、容易记忆、和

声清晰而富有功能性。

海顿一生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第4 4《哀悼》、第4 5《告

别》、第92《牛津》、第100《军队》、第101《时钟》、第103《鼓声》和第

104《伦敦》等交响曲。在他的的全部创作中，交响乐占有特殊重要的

地位，确定了古典主义器乐创作的基本原则———鲜明的民族特色、

深刻的哲理性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他在创作手法方

面，也有很多大胆的创新，可以说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风格

的真正奠基者。

2、莫扎特作品风格及演奏浅析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充满了深情和温馨。因此在弹奏中是要有极

为严格准确的分寸，音色要明亮、清脆、保持纯洁、清晰的音乐形

象。在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最著名的是A大调奏鸣曲,也是莫扎特

风格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该曲不管形式还是内容，都是非常有特

点的。第一乐章是优雅的情调，采用变奏的曲式，第二乐章是中庸的

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主要取材于当时在巴黎十分流

行的东方音调，从a小调开始，中段加入具有意大利美声花腔般的快

速十六分音群的跑动，以A大调雄伟有力的八度进行结束，始终充满

着激情和欢快的气氛。

在莫扎特4 0 多部交响乐作品中，经常被演奏的是第3 1《巴

黎》、第38《布拉格》和第41《朱比特》交响曲。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是

真挚的感情，自然流畅的旋律和精致复杂的技巧引人入胜。我们不能

否认莫扎特是欧洲音乐发展史上罕见的天才音乐家。更重要的是，在

当时这个“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时代，它承受了多少生活的打击，但是

莫扎特从未像生命屈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的个

人信念的支撑，使得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3、贝多芬作品风格及演奏浅析

贝多芬的作品以富有英雄性、戏剧性和思想性而闻名。正如他

自己所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例如他最著名的

《第五“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动机”描写d的是残酷的命运斗争，但

是最终获得胜利的信念。他一共创作了9部交响曲，其中最为人熟知

的是《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

曲》和《第九“合唱”交响曲》。贝多芬的钢琴音乐作品以热情豪迈和强

烈的对比著称。钢琴奏鸣曲在贝多芬的一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着不

仅体现了他个人音乐创作风格的变化，而且还预示了钢琴音乐从古典

主义进入浪漫主义的整个过程自此奏鸣曲式的结构为：第一乐章，戏

剧冲突性强；第二乐章，抒发情感的慢板，用来表达复杂的内心情

感；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贝多芬用谐谑曲替代；第四乐章，回旋

曲，热烈，激情。

三、结束语

通过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钢琴演奏风格的研究以及对弹奏

技术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也纳时期的钢琴作品的风格最重

要的是弹奏分寸的把握，在于内在的深刻和外表的含蓄。我们只有不

断的提高自身音乐修养和弹奏的技能技巧，才能为培养良好的音乐审

美能力及所衍生的各个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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