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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琴奏鸣曲是一种重要的音乐体裁, 海顿、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对海顿、莫扎特钢

琴奏鸣曲在音乐创作音乐风格、曲式结构和音乐表现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能从根本上掌握海顿、莫扎特奏鸣曲

的音乐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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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至 19世纪初的古典主义时期,是钢琴

艺术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对后来的钢琴的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海顿与莫扎特是属于同一时

代的人,海顿比莫扎特年长 23岁, 他出生在奥地利

偏远的农村,出生卑微,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

后来依靠自学走上了音乐道路。海顿天性平和恬

淡,我们在他的作品里可以充分领略到田园式的宁

静,但缺少波澜和激情。莫扎特则大不相同,他出生

在一个音乐家庭,幼年就有 /神童 0之誉, 成年后却

经历了很多的生活磨难,如丧父丧母之痛、经济拮据

等等, 因此, 莫扎特的内心世界相当丰富, 这些构成

了他复杂多变的音乐特点,莫扎特常常用轻松、愉快

的方式来表现他的音乐特点。海顿和莫扎特无疑都

是 /维也纳古典主义0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

音乐创作标志着古典主义风格高峰期的到来, 对西

方音乐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音乐风格的对比

音乐风格是作曲家的性情气质、思想感情和时

代思潮风气的混合产物。从音乐史上看,处于同一

时期的作曲家,其创作风格必然要受到那个时代的

社会思潮、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并且在作品

中显示其历史的独特性。

1、音乐创作。 /奏鸣曲0 [ sonata]体裁由不同数

目的乐章组成,乐章之间在调性、速度、情绪上形成

对比,几个乐章作为一个整体,彼此存在着内在的逻

辑关系。
[ 1 ] 183
海顿一共写了 62首奏鸣曲, 每首奏鸣

曲之间的质量差别很大, 但他的作品里包含了对音

乐的热爱,对人生、世界、自然所持的豁达态度,海顿

乐观坦然的性格使他的音乐洋溢着健康、质朴、幽

默、轻松的情趣。莫扎特一共写了 20首钢琴奏鸣

曲, 他的这些作品都十分的精巧、典雅、纯净,在欢乐

中隐含着淡淡的哀愁。两相比较, 海顿比莫扎特在

音乐创作上做了更多的尝试, 莫扎特的奏鸣曲大都

是三个乐章的结构,第一乐章以奏鸣曲快板的快速

开头,接着是以歌曲形式或回旋曲式的慢乐章,最后

是回旋曲或奏鸣曲的终止乐章。海顿在很多的作品

中也遵循这一模式,但他创作了九首两乐章和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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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章的奏鸣曲。1772年以后, 海顿和莫扎特开始

交流创作思想,莫扎特从海顿那里学到主题的发展

和转调的独创手法, 海顿则看到莫扎特是如何强调

第二主题,并使之以第一主题形成对比。海顿的发

展部分原来只是调性有灵活变化的较短段落, 听了

莫扎特的音乐后,他扩展了他的展开部,因而为呈式

部的主体材料提供了发展和处理的可能, 但海顿的

再现部比莫扎特有更多的变化。

2、风格特征。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时期是钢琴

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其风格必然渗透着时代不同

的个性和特点。从听觉上说,海顿的奏鸣曲初听时

不像莫扎特奏鸣曲那样迷人,海顿不是很关心钢琴

上的歌唱性,而是致力于纯正的表情,其作品有一种

朴实的热情,并有很强的幽默感。海顿的奏鸣曲继

承了巴洛克的遗风, 表现出特有的中庸平和之美。

在他的作品中,听不倒复杂的对位式织体,也没有倾

诉般的个人情怀的流露,而是处处荡漾着富有朝气、

淳朴快乐的生命情绪。
[ 2 ] 26
与之相比较, 莫扎特的音

乐是纯粹的,是潇洒自如的,他的音乐很容易表现出

高洁、清淡的气质和 /性格刻化0的能力;同时, 又保

持着自身内在的逻辑 ) ) ) 倾注美好的理想,诉诸心

灵的渴望。在莫扎特的奏鸣曲中,主题形象生动,富

有歌唱性旋律, 多是生活风俗性的。他的快板乐章

极其明亮、灵巧、典雅, 表现出阳光般的明朗和乐观

的情绪,表现出富有变化的独特魅力。

3、曲式结构。海顿发展了前古典主义时期流传

下来的奏鸣曲式,对其进行了精细的加工并形成了

成熟的曲式结构。奏鸣曲式是维也纳古典主义在音

乐结构思维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奏鸣曲式一方面是

大三段体: A呈式部 ) ) ) B展开部 ) ) ) C再现部;另

一方面又是两个相对立的主题之间矛盾、对比、冲突

和统一的集中表现, 反映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

想方法。
[ 3] 191
在海顿的奏鸣曲中, 主题形象比较单

一, 两个主题之间的对比也不甚尖锐。主部、连接

部、副部篇幅都不太长,结尾一般也比较小, 仅仅是

整个奏鸣曲式的补充, 而莫扎特奏鸣曲中主题形象

更丰富一些,两个主题之间的对比也清楚一些,但主

体、连接部、副部的篇幅仍不会太长。同时海顿和莫

扎特音乐中那无与伦比的结构感和对复调因素的特

殊处理,以及丰富的想像和独特的创意,使他们的音

乐区别与同时代的人,成为了古典主义的精髓。

二 演奏特点的对比

演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钢琴作品,需要具有

能演奏出符合这一时期、这一流派的音乐风格的演

奏特点,那么演奏两位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时,必须

对演奏技术、训练手段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

细致地掌握和理解演奏中的音乐性质和技术方面的

运用特点,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海顿和莫扎特奏鸣曲

的音乐艺术风格。

1、速度与力度。钢琴奏鸣曲演奏中正确的速度

是极其重要的,任意的变换速度都有损音乐的风格。

海顿和莫扎特从未在他们的奏鸣曲中标上速度记

号, 从整体上看,演奏维也纳古典主义作品要贯穿相

同的、稳定的、均匀的速度,不能忽快忽慢,不要渐强

时快,渐弱时慢,充分保持统一的速度。从细节范围

看, 可运用渐强、渐慢、延长、自由等等节奏装饰手

段。节奏即要稳定均匀, 又要富有弹性。从钢琴演

奏来说,声音影响音乐的表现, 也影响速度的感觉。

海顿和莫扎特的力度记号一般只在 p) f之间的范

围内,但我们知道维也纳时期的键盘作品都是为古

钢琴而写的,因此, 最大的音量只相当与 m ,f最小的

音量相当于 ppp。那么要求我们在演奏时, 力度的

对比应以乐句为基础,力度的特征应表现在句与句

之间的细致程度上。

2、触键与音色。优美而富有变化的音色是所有

演奏者追求的重要目标, 音色证明了演奏者千变万

化的触键所获得的无穷的音乐魅力。随着时代的变

化, 现代的钢琴很难弹奏出维也纳时期古钢琴和羽

键琴的那种明亮、清脆的声音。在弹奏海顿和莫扎

特的奏鸣曲时,要将手上的动作与古钢琴、羽键琴的

声音相结合来表达古典主义特有的典雅和高贵的气

质。海顿的音乐充满了蓬勃朝气,富有幽默感。演

奏时,要用晶亮透明的音色、均匀清晰的音律、生动

活跃的节奏、流畅悠扬的气息、圆润优美的歌唱性来

表现海顿特有的风格。
[ 3] 153
要做到这些,在弹奏时手

臂要多放松,要多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指尖要感觉

敏锐,快速的音符要弹得有光泽,触键要均匀、有穿

透力,声音要像一粒粒珠子穿在线上,演奏如歌的音

乐时,手、臂、肩都要放松,丝毫都不能紧张。与之相

比较,莫扎特的奏鸣曲十分注重声音的灵巧与华丽,

因此手的触键要求对能否获得良好的、真正的、纯粹

的音色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连奏时,手指必须靠

紧琴键,应有组织、有控制地下键, 手指要贴着键盘

移动,使连音演奏达到高层次;音色要明亮而圆润

时, 要求手臂用松而不懈的力量,使指尖发音敏捷,

控制好自己的肌肉感觉;音阶的经过要求干净、流

畅、准确, 触键要快,手指与键盘保持紧密联系,指尖

要敏感,动作越小越好;重音在呼吸时, 不要 /直0着

下去,要特别注意乐句的呼吸,手腕尽量放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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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移动,不能高低起伏太多;弹轻和弦时要注意声

音的和谐、统一, 不漏音,有和声感,要认真地探索指

触的垂直与水平的细腻对比。

3、装饰音的奏法。装饰音是在乐曲的主要音符

上加小音符或特殊符号来修饰的音。它除了装饰旋

律、美化旋律外, 可使音符与音符之间的旋律更具有

生气, 使主要的音符更具有分量,从而使乐曲更为华

丽优美、优雅动听。正确的弹奏和使用装饰音是演

奏好钢琴乐曲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钢琴弹奏的重

要内容之一。海顿与莫扎特的装饰音继承了巴赫的

传统, 但许多更复杂的装饰音均用实际的音符写出

来了, 留下的记号仅仅是倚音、回音、颤音等几种。

在演奏海顿的奏鸣曲时应注意,回音应包括在主要

音符实质内,装饰音的第一音应当在拍子上而不是

在拍子前;回音有时从拍子上开始,有时从拍子后开

始,应视情况根据演奏者的趣味决定;所有装饰音应

当纳入均匀节奏划分之中。在莫扎特的奏鸣曲时,

长倚音一般具有留音效果,并与主要音符对分时值;

颤音可以奏为 /波音 0或 /回音 0,也可奏为长颤音,

可由演奏者自行决定。上述的奏法都由所标明的主

要音的上方二度开始, 同时所有装饰音应当纳入均

匀节奏划分之中。在弹奏海顿、莫扎特的装饰音时,

尽量要把音弹得清楚、利索,可以用指尖滚落的方法

将音带出来,而不是用手臂。

4、和声技法。莫扎特的奏鸣曲中的旋律色彩极

为丰富,他的旋律最能表达人的情感,常常处于主导

地位。因此,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大部分是主调音

乐,复调音乐出现不多,一旦出现必须特别重视,不

可忽视它在乐曲进行中的特殊作用与魅力。海顿的

奏鸣曲实现了从宗教音乐向世俗音乐的转变, 真正

确立了以自然大调、和声小调的大小调体系。海顿

早期钢琴作品中,低音声部摆脱了流动线条的束缚,

而是以个种形式的分解和弦作为伴奏织体;中期的

作品以复调音乐作为写作的基础, 使复调的写作手

法在功能和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使基本的和声语

汇得到丰富和扩大;晚期作品中, 除继续沿用过去的

手法外,还尽可能的使展开部中的调性频繁转换,并

通过离调使调性模糊、游移而不肯定。

5、踏板的处理。现代钢琴有三个踏板:延音踏

板 [右踏板 ];弱音踏板 [左踏板 ];持续音踏板 [中踏

板 ]。海顿和莫扎特在使用踏板的基本原则有些相

似之处,如使用右踏板时, 在快板乐章中,尤其是快

速音群时, 可不使用踏板, 若要使用, 需要掌握 /颤

音踏板0的技巧,即运用脚腕轻轻地抖动踏板, 以保

持音流的清晰度;使用左踏板时除非在需要音质有

明确改变的情况下, 给了极弱 [ pp]的标记, 可能用

左踏板,一般左踏板应该极少使用等等。具体例子

又要具体分析,踏板正确使用的可以使音乐增加不

同的色彩,在海顿 5降 E大调奏鸣曲 6慢板乐章, 歌

唱性的段落,如不使用右踏板, 会感觉到声音发干,

不连贯。又比如莫扎特 5降 B大调奏鸣曲 6第二乐

章如在作曲家标记的强拍上连线的第一个音上加右

踏板,可以增加音色效果。
[ 3] 154 - 155

海顿和莫扎特因为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作曲家,

他们在音乐创作和表现手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

由于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和人生价值观上的不同,使

得他们在音乐的风格、曲式结构和声音的演绎等方

面又各有特点,只有清楚地认知他们的同与不同,才

能更好地演绎好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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