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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贝多芬是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

的一位音乐巨匠， 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给人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音乐财富。贝多芬的

钢琴奏鸣曲对于钢琴乐曲的风格有着革命性的影

响。

关键词：贝多芬；作品分析；演奏风格 

    

贝多芬是有名的音乐家，是伟大的音乐天

才，他的艺术气质在他的钢琴奏鸣曲中得到升

华。贝多芬一共创作了32首钢琴奏鸣曲，其创

作风格总在不停地变化，其中钢琴奏鸣曲中的

乐章结构数目也是很自由的。《暴风雨》《悲

怆》《月光》这3首钢琴曲是贝多芬标题性钢

琴奏鸣曲，它们的曲式结构、技巧、艺术特色

等方面非常的独特。本文就对这3首奏鸣曲做

出简单的赏析。

一、贝多芬典型的钢琴演奏曲 
1.钢琴奏鸣曲《悲怆》

在第一乐章的前面，他在曲子的开头加

了一段很大的引子。钢琴曲《悲怆》开始引子

的主题和快板部分的第一乐章是类似的，各乐

章的主题都差不多。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和

第三乐章的第一主题很接近，第二乐章的第一

主题和回旋曲的第一主题也略有相似之处。充

满了哲理性与斗争性代表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

音乐。由哲理性的曲式所涵盖的形式和内容

是贝多芬创作的这些音乐的特点，它们实际

上由有些内容所决定的。奏鸣曲式在表现斗争性的交响乐和器乐

奏鸣曲中承载了很重要的责任。奏鸣曲式的展开部分是集中表现

矛盾冲突的重中之重。奏鸣曲式的中间的乐部称为“展开部”，

它是对基本乐思的发挥和丰富。作品中的这个部分使不同的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说显现出性格上的不同侧面。贝多芬在展开部中经

常会改变重音或者节拍，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详尽地发挥最初的

命题或主题，把展开部分比作严密推理的辩论，以合乎逻辑和令

人信服的方法。开始他把正规的节奏改变为切分，逐渐的调整了

旋律的呼吸点，其次为了分裂常规的段落，贝多芬在创作的时候

压缩了部分标准乐句的长度或者扩展标准乐句的长度。在第8奏

鸣曲《悲怆》中，在第一乐章中的展开部，开始是慢板的引子，

从g小调开始，然后通过Ⅶ级的减七和弦的同音异名转换，转到e

小调。这种 “改变节奏，分裂常规段落”是由钢琴引子发展来

的，它的动机刻画了阴暗势力、残酷命运的威胁。同时坚定的上

行模进旋律与引子中哀求的音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主题发展手

法中最为有用的因素，这种不断反复的模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要想使调性转换变得更加灵活，材料也被运用得更为充分就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海顿、莫扎特的质朴、严谨、富哲理性等古

典传统的风格是贝多芬早期的风格特征之一，与此同时海顿式的

动机开展的手法，又吸收莫扎特旋律的深情也被他的旋律继承

了，从而形成了贝多芬独特的简洁、粗犷、质朴、热情的音乐演

奏风格。节奏上频繁地变换、切分和休止造成的动力性、不平衡

感;和声、调性上不谐和、不稳定范围的扩大;力度上大幅度的起

伏等这些特殊的风格初步形成了贝多芬的独特个性，构成贝式音

乐的强烈感染力。

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月光》

《月光》曲名来源于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勒一位伟大的德国

诗人，他听完了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总是会想起“瑞士流森湖上

的月光，像湖面上荡漾的小船那样的情景”。于是这首钢琴曲被

称为“月光”。《月光》创作于1801年，这首奏鸣曲乐章之间没

有快节奏的停顿也没有舒缓的节奏，这种不缓步慢的钢琴节奏从

开始乐章以暗示性的方式逐渐展开，进入这种到错综复杂、节奏

不同的钢琴乐章，从而在听的过程中有一种凝聚高潮的感觉。这

个时期贝多芬打算重新评价和创作奏鸣曲主要的创作原理，他的

奏鸣曲充满了尝试性的做法。按一般的普通曲子而言，它要遵循

传统的格局，奏鸣曲式往往只会出现在一个曲子的乐章里，但贝

多芬打了这种模式，《月光》奏鸣曲是贝多芬从古典乐派开始朝

浪漫乐派转变的作品之一。《月光》这首奏鸣曲突出表现是没有

一般古典奏鸣曲快—慢—快的乐章布局，而是它把音乐的素材运

用得非常自由，贝多芬把《月光》标记为“幻想曲式奏鸣曲”，

从而间接的指出了这部作品的自由性即兴的性质，也表现了贝多

芬对生活无限的幻想和追求。

3.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

贝多芬在音乐中直接表达思想的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就是《暴风

雨》奏鸣曲。《暴风雨》这首奏鸣曲的思想形象与贝多芬坎坷的一

生相联系是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准确地提出来的，它所表现出的热

情确实达到了暴风雨的程度。由于使用了新鲜的创作手法，使《暴

风雨》奏鸣曲在速度、节奏和主题处理上也有了一定的改变，琶音

的形式运用较多，基本贯穿在奏鸣曲各个乐章之中。在《暴风雨》

的演奏中，奏鸣曲的技术性与音乐性真正做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二、贝多芬钢琴演奏曲演奏风格的分析
1.第一乐章———持续的慢板，升c小调2/2拍子，虽然三

部曲式的钢琴曲子伴奏、主题和力度的变化不大，但仍通过和

声、音区和节奏的变化，细腻地表现了作者心弦的波动。使这个

乐章情感的表现极其丰富，有可以想象的柔情、有悲伤的奏鸣、

也有忧愁的预感。这首奏鸣曲所依据的题材很简单，它包含着贝

多芬最原始的构思。钢琴乐曲一开始，由不断流出的三连音构造

了无边的幻想，四小节后，第一主题在中音区淡淡地出现。这一

曲子细致而沉静，而且略带些忧郁。第1段在B大调上出现了第二

主题。中间部由第一主题开始。三连音曲折有致地走向高音区，

呈现出急躁不安的情绪。随后，进入第三段，第一主题平静地再

现，第二主题以升c小调的面目再现，然后以低音继续奏出基础

动机的尾奏，慢慢地消失而结束。

2.第二乐章———小快板，降D大调，3/4拍子，三部曲式这个

乐章比较短小，它以完全不同的轻快表情将第一乐章的沉思和第三

乐章的紧张气氛衔接得非常完美。第一段是连奏与断奏相呼应的主

题，然后再以变奏加以重复，中部也保持在降D大调。52小节后再

现第一段。这个乐章好像是瞬息间留下的温存的微笑。

3.第三乐章———激动的急板，升c小调，4/4拍子奏鸣曲

虽然在调性上与前乐章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表达的感情则完全不

同。奏鸣曲的第一主题是热情而又不能停止的沸腾和煽动性，犹

如无比激烈的狂怒。像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申诉是奏鸣曲的第二

个主题。连续的八分音符时在它临近结束的时候出现的，斩钉截

铁般的节奏，表现了热情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在经过短暂的展

开之后，内心的激动表现得更为强烈。沸腾的热情达到顶点是奏

鸣曲快要达到尾声的时候，在演奏的过程中曲子突然沉寂下来，

但汹涌澎湃的心情并没有就此平静。在贝多芬所创作的奏鸣曲中

有个乐章末是快节奏的，它由连绵不断的快速16分音符组成的，

这首是无比优美的终曲是贝多芬的第三乐章奏鸣曲。贝多芬的钢

琴演奏曲展示出贝多芬所追求的梦的世界，它自始至终充满了温

柔与爱的性质，乐章的美是一种“虚幻无常”的美。贝多芬第三

乐章的音乐表达出优美的明暗变化，舒展出了他独奏而又精彩的

钢琴技巧。这篇乐章的演奏节奏十分严格，在弹奏的过程中力度

变化也非常详尽细致。无论在伴奏音型里或是在主导旋律中，都

有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的律动性进行。只有控制并掌握好贝多芬

钢琴曲的每一层次的力度、音色、乐句起伏等方面的细微变化，

才能在演奏贝多芬钢琴曲的时候表达出独特的感情，要不然的话

这个乐章就很容易显得单调。

小结
在贝多芬全部的32首奏鸣曲中，几乎没有哪个章节是薄弱

的。小结贝多芬是站在他所处的音乐时代前列的，他的钢琴奏鸣

曲是集中了大量前辈大师的创作成果，在音乐的世界里音乐的英

雄性、群众性和巴赫的深邃性、哲理性，让贝多芬以新的音乐素

质体现出来。除了继承以上的一些音乐的不同特性，贝多芬通过

自己不断的努力也逐渐地发展了音乐家海顿的人民性、风俗性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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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作家凯特.肖邦的作品《觉醒》描述了女主人公艾德

娜渐渐找回自我意识的故事。在女主人公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艾德娜

的丈夫礼昂.庞德里耶、恋人劳伯特.赖勃伦和情人阿尔西.厄络宾都对

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觉醒》；艾德娜；男主人公；影响

一、前言
《觉醒》是十九世纪末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代表

作。小说围绕女主人公艾德娜由懵懵懂懂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到

得到意识和身体双重觉醒的过程而展开的。艾德娜与丈夫庞德里

耶一直过着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直到这年夏天她去度假时，艾

德娜邂逅了劳伯特并产生了浓厚的爱意，她的女性意识才慢慢苏

醒。之后艾德娜与以讨好女人为生的厄络宾的调情渐渐的唤醒了

她的肉体意识。然而觉醒后的艾德娜因为无人可以理解她的想法

而感到了由衷的孤独。绝望中，她以死来维护刚苏醒的自我。她

生命中重要的三个男人—丈夫庞德里耶、真正的爱人劳伯特和情

人厄络宾对她短暂的一生分别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艾德娜灵魂肉体的压抑者
艾德娜与丈夫礼昂.庞德里耶的结合是因为庞德里耶的热烈

追求产生的虚荣心和家里强烈反对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因此在这

段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婚姻关系中，艾德娜并没有感觉到幸

福。庞德里耶不仅没有将妻子当做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而且认

为她只是个他需要时必须出现不需要时则扔之一边的玩物。小

说开篇描述到当他深夜从俱乐部回来，不管艾德娜已经熟睡，

硬是将她吵醒，“告诉她这一天所听到的趣事、新闻、闲话”

（ Chopin，1997：6）。而当迷迷糊糊的妻子只是半睡半醒的应

着，庞先生勃然大怒起来，“他觉得她太不够意思了”。

艾德娜对庞德里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行为发生在一次

夜间公共游泳活动后。学会了游泳给了艾德娜独立的勇气，“她

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跌跌撞撞的突然意识到本身的能力”。

（ Chopin，1997：34）当她游泳回去后，不顾庞先生的一再反

对，执意在屋外的吊床上休息。逆来顺受的她这一行为让庞先生

很不悦。在艾德娜决定按自己的心意想法生活后，庞先生就被彻

底激怒了。“他先是震惊，后来看她完全不顾身为妻子的责任就

开始恼怒”（ Chopin，1997：71）。庞先生一直没有走进过妻

子的内心，他对妻子专制无视冷漠的态度将自己的妻子一点点的

推入了别人的怀抱，导致了艾德娜最终的悲剧。

三、艾德娜灵魂意识的唤醒者
艾德娜真正钟情的人是劳伯特.赖勃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终使艾德娜走上不归路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她心爱之人劳伯特的

不理解。劳伯特在唤醒艾德娜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和对他深沉的

爱意后，因无法摆脱传统的包袱而亲手将艾德娜推向了死亡的怀

抱。他在艾德娜短暂悲剧的一生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

存在对艾德娜来说是把双刃剑。

艾德娜是这年夏天去度假才与劳伯特相识的。刚出场的劳伯

特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游手好闲没有志向游戏人生的年轻人，然而

艾德娜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是他一点点地将艾德娜

潜在的自我意识唤醒了。游泳对艾德娜自我意识的苏醒起着关键

的作用，而正是在劳伯特的坚持和鼓励下艾德娜才学会了游泳。

艾德娜的自我意识的最终苏醒也是在劳伯特的陪伴下完成的。在

同去做弥撒的途中，艾德娜“觉得好像自己正被载离长久以来束

缚她的停泊港。…现在她终于得以自由漂流，任意扬帆来前往任

何想去的地方。”（Chopin，1997：42）劳伯特在意识到自己爱

上了艾德娜后，认为这是一段无果的关系，便毅然决然的离开了

家乡前往了墨西哥。之后回国的劳伯特无法理解艾德娜已经是自

己的主人了；他也无法理解艾德娜为了独立所做出的重拾画笔以

及靠自己的收入搬出奢华的旧家的努力。他的种种行为使艾德娜

感到无人理解的孤独，选择了死亡。是他唤醒了艾德娜沉睡的自

我意识；又是他摧毁了艾德娜的生存意志。

四、艾德娜肉体意识的唤醒者
阿尔西.厄络宾是文中出现的另一个对艾德娜产生不可磨灭

的影响的男人。厄络宾的出现正是在劳伯特远走墨西哥艾德娜努

力适应这种没有“阳光、色彩和意义”的日子里。厄络宾陪伴着

艾德娜走过了这段低潮期，并唤醒了艾德娜的肉体意识。而此时

也正值艾德娜自我意识的复苏期。当肉体层面与精神层面一同觉

醒之时，艾德娜宛若获得了新生。

在劳伯特远走他乡艾德娜感到寂寞之时，厄络宾出现了。

“他有一对永远洋溢着笑意的眼睛，看着他眼里的笑意，听着

他愉悦的声音，很难不叫人也一起愉快起来”。（ Chopin，

1997：92）厄络宾的这一特质使他迅速与艾德娜亲近起来。而他

也被艾德娜身上散发出的活力深深吸引，开始追逐艾德娜的游

戏。艾德娜明显的感觉到厄络宾的行为“不仅击退了她那本来就

逐步在消失的自我，并且唤起了所有正在苏醒之中的感性”。（ 

Chopin，1997：95）厄络宾的存在就像麻醉剂似得在催眠着艾德

娜，一点点催化她的肉体的觉醒。厄络宾的情话渐渐“打动了她

内心蠢蠢欲动的兽性”。（ Chopin，1997：97）其后当厄络宾

吻她时，她也开始配合起厄络宾这一越轨行为，“她紧箍住他的

头号让他的唇对着她的”。（ Chopin，1997：104）她的肉体意

识也在此时被彻底的唤醒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真正触动

她的本性、挑起回应的吻，是一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她的欲

望”。（ Chopin，1997：104）厄络宾在文中的使命是唤醒艾德

娜的肉体意识，至此他的全部任务已经完成。

五、结语
在艾德娜匆匆结束的二十九年生命里，分别有三个男人对她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艾德娜的丈夫庞德里耶只是将妻子当做

个人财产，所以他从没有给予艾德娜丈夫对妻子的爱。劳伯特是

艾德娜真正想与之在一起的人。他在赢得了艾德娜真挚的爱和唤

醒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后，由于不具备与世俗对抗的勇气而离开了

她。唤起艾德娜肉体意识的厄络宾只是与艾德娜逢场作戏，没有

真情可言。艾德娜在看透人世种种后，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的她

只能选择死亡。

参考文献：
[1] Kate Chopin.觉醒[M].杨瑛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 张岩冰.女权主义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何菁，女，出生年月：1988.09，籍贯：皖当涂，工作单位：安

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士学位，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孤独的灵魂
——《觉醒》中三个男主人公对艾德娜的影响

何 菁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芜湖    241000）

术风格，最后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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