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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b 小调钢琴狂想曲》之创作特征与演奏技巧分析 

黄南淞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继巴赫和贝多芬之后最引以为傲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之一。

处于浪漫主义后期的勃拉姆斯巧妙地将浪漫主义的手法和内容与古典主义的形式和规律结合起来。毕生的主要创

作：四部交响曲如《c 小调第一交响曲》、四首协奏曲如《d 小调第一 钢琴协奏曲》、多部钢琴独奏曲如《舒

曼主题变奏曲》以及《钢琴狂想曲》、 多部合唱曲如《德意志安魂歌》以及《爱之歌》、多首歌曲如《摇篮曲》

等。这首狂想曲创作于成熟时期。本文试图通过对本文从以下三个章节进行分析。 
【关键词】勃拉姆斯；b 小调狂想曲；音乐特点；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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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 was one of the most proud German composers and pianists after Bach 
and Beethoven. Brahms, who wa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Romanticism, skillfully combined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Romanticism with the forms and laws of Classicism. The main works of his life: four symphonies such as "Symphony No. 1 
in C minor", four concertos such a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D minor", many piano solos such as "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Schumann" and "Piano Rhapsody", many Some choruses such as "German Requiem" and "Song of Love", many songs such 
as "Lullaby" and so on. This rhapsody was composed in a mature peri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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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勃拉姆斯简介  
勃拉姆斯 1833 年 5 月 7 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

音乐家庭。勃拉姆斯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不过，

他的父亲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培养勃拉姆斯上，

希望他的音乐能有所成就。童年时期，布拉姆斯在戈

塞尔和马克森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创作歌曲。这个时

期，勃拉姆斯老师对德国古典音乐和奥地利德国民歌

进行了严格的指导，并对德国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为古典音乐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家庭贫困，年轻的勃拉姆斯很少参加演出，他创

作了一些音乐作品来维持生计。通过匈牙利著名中提

琴作曲家姚阿兴的介绍，他结识了音乐家舒曼，这对

他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那时候，20 岁的勃拉姆斯已

经家喻户晓，写过很多名著。舒曼对他的创作和表演

非常喜欢和重视。从那时起，勃拉姆斯和舒曼就成了

好朋友，并且在他们的引导下成长起来。勃拉姆斯于

1896 年被诊断出肝癌。勃拉姆斯晚年的钢琴作品都是

小品式的，他的演奏技巧也开始向内容轻盈、质朴、

优雅的音乐方向发展。作品包括八首钢琴曲，76 首狂

想曲，79 首钢琴幻想曲，116 首钢琴三首钢琴间奏曲，

117 首钢琴曲，118 首钢琴曲，以及 4 首钢琴曲，119
件作品。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是以优美的单乐章的形

式来表现勃拉姆斯的真情。自由自在的韵律，只是希

望通过音乐，让勃拉姆斯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情感，感

受到生命的觉醒。 
2 勃拉姆斯《b 小调钢琴狂想曲》创作概述 
兴盛于十九世纪的“狂想曲”(Fhapsody)词,是指具

有史诗性的、叙事性的及民族色彩的自由幻想为主轴;
最早使用“狂想曲”此名称于钢琴作品上的托玛谐克

(Vacly Jan Kititel Tomdsek,4- 1850)认为狂想曲应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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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般的力量与活力，其后李斯特著名的十九首《匈

牙利狂想曲》上也可看出其中的民族热情、精神和内

在感受的表现。 
1879 年夏天,勃拉姆斯于奥地利-波洽赫(Poertscha

ch)所谱写了《b 小调狂想曲》并将手稿分别寄予友人

征询他们的意见,其中包括了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
mann,1819-1896)而勃拉姆斯在私下听过克拉拉·舒曼

弹奏时因觉得速度不够快，将手稿上标示速度为“激

动地急板”(Presto abitato)删除、勃拉姆斯,喜爱沉静于

音乐创作,但因各地演出的机会甚多,交友圈涵盖广阔,
面内心最为看重的人除子克拉拉·舒曼之外,但莉莎

白·赫佐根贝格夫人(Elisabet von Herzobenberb，184
7- 1892)在勃拉姆斯音总是担任最直率、最真诚的顾问;
起初,勃拉姆斯对于作品七十九之一的名称还并不确

定，在出版前的两个月还写信给伊莉莎白询问意见:由
此可见，伊莉莎白在勃拉姆斯心中也是占有一席之位，

《b 小调狂想曲》即是献给伊莉莎白所谱写的作品。 
2 音乐特征 
2.1 旋律发展手法的运用 
这部作品的两个主题都出现在复杂三部曲的第一

部分。从旋律的节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两个

主旋律。然而，就轮换而言，这两个主题相互呼应。

主旋律是在高音开始的下四个跳跃，然后移到更高的

层次。总的旋律线是向下的。小主题的中间部分以四

度跳跃开始，然后上升（见谱 1）。整个旋律线的大部

分都在高音部分。这两个主题就像生活中两个性格迥

异的兄弟。不同的旋律线可能是他们的风格。这个想

法也可能是作者“幻想”的另一部分。这部作品不仅

采用了主音乐中常见的重复、造型、分裂等发展手法，

还简要地运用了复调手法。这部作品中的所有发展技

巧都出现在第一章[a]中，特别是复调技巧，尽管只有

少数几个小节。正是这种由复调发展而来的旋律进一

步强化了作品的“幻想”。（见谱 2） 
2.2 节奏和节奏的创新 
音乐节奏的变化与创新此外，勃拉姆斯还擅长节

奏和节奏的创新，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节奏变换、三

到二和减速等，B 小调狂想曲具有非常明显的匈牙利

舞蹈风格。作品中有很多切分音和节奏，从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感。节奏变换的创作

手法受到贝多芬和舒曼的影响。例如，在 B 小调狂想

曲的开头（谱 3），它在开头是弱上升，但是勃拉姆斯

在弱上升条上标记了“F”，这使得原本是弱拍子的第

四个拍子听起来像强拍子。在第二节中，第四节拍中

的弱节拍也带有重音，形成节拍移位（谱 4）。 
2.3 和声调性布局勃拉姆斯的作品中，既能充分感

受古典音乐的魅力，又能感受浪漫主义的“真挚细腻

的情感”。显而易见的是，上述主旋律第一句的和声

次序在上升。第一、二小节的和声次序是 B 小调的

t-dd-d7-t-d-t（谱 5）。第三小节的和声序列完全是古典

音乐的和声序列，而第四小节的和声序列出现在第二

小节的 D 小调中，这种被称为反函数的进步在古典音

乐中是被禁止的，但是当作者使用它时，却给人以“惊

喜”。或许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以突出主题的“幻

想”。勃拉姆斯生活在浪漫主义的大背景下，这必然

受到环境的影响。古典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大特征。

勃拉姆斯经常用民间音乐素材来创作。 
奏鸣曲典型的调性布局是：呈现部分为主，小调

在从属部分，结束部分在从属部分；展开部分是主体

材料的展开，一般在下级；回放单元再现第一部分并

返回到主色调《B 小调狂想曲》符合这一特征，显示 B
小调中的 a 和 D 小调中的 C；展开 C 小调 a'部分；再

现单元返回到 B 小调的主色调，即 b-d-c-b 的色调布局

（谱 6）。这种调性安排符合典型的古典奏鸣曲形式，

即 t-d-s-t，从和声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勃拉姆斯在

和声技法上的创新。在呈现的开始，和声是 V-VI，这

形成了一个障碍，并结束了。在呈现部分对每一个句

子的分析表明，如果把每一个句子看作一个调性，就

可以形成失谐。第一节为 b 大调，第二节为 F 大调，

第三至第四节为 B 小调，第五节也是 B 小调，B 小调

勃拉姆斯狂想曲的音乐风格和演奏分析为 a 大调，第

七至第八节为 B 大调。不断走调的颜色使色调变得模

糊。此外，呈现部分的每个部分的结尾并不在主和弦

上结束，例如，主部分在 B 小调的 VI 属上结束；连接

端在 D 大调 V 属上；小调结束于 D 小调的 V 属，这

种结局也增加了调性的不确定性。 
2.4 曲式结构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B 小调狂想曲分为四个部分。

它们是显示部、再现部、展开部和结尾。它既有古典

奏鸣曲的整体框架，又有古典主义的精神，但不局限

于奏鸣曲的形式。显示部较长，由 A-B-A'组成。A 部

分（1-29）的结构类似于单曲三首的复制品。音乐一

开始就建立了一种高亢而热烈的情绪。B 以 D 小调开

始，阴沉、舒缓的曲调和 A 段令人兴奋的曲调形成鲜

明对比。然后，模仿和变换 A 段的主题，把音乐推向

高潮。小调狂想曲中运用了大量的手法，表现出变化

无常的情感色彩，强调风格、调性、表现力和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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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狂想曲的狂野。例如，A 段第 1-3 节(例 1), B
段第 99-103 节(例 2)。情绪激昂化作催眠曲般的歌声，

使这两段文字呈现出明显的性格。这是勃拉姆斯内心

激动到犹豫不决的一种表现。情绪反差给人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 
在《钢琴狂想曲》的主题之中有着浓厚德国民歌

的一种曲调，这首曲子充满了民间艺术元素，具有复

调音乐的特征。一开始的时候，音乐表达着最基本的

情感，即兴奋。第二部分(第 30-66 小节)以 D-Moll 开
头，用一种抒情、安静、优美的曲调，与第一部分 a
部分形成鲜明对比。接着开发主题 a。本段为中间部

分的出现做准备。左手以连续追逐的方式将乐曲按到

一个小高潮，然后出现一段(67-93)，中间部分(94-128
节拍)在 B-section 中开始发育。伴奏结构为一大段和

弦，与前、后两部分构成了强烈的情感对比，音调神

圣、平和充满想象。 
3 演奏技巧分析 
在弹奏 b 小调狂想曲时，他有强烈的夸张感，并

增添了许多想象力。按键非常干净，音质扎实饱满，

有颗粒感。相对于古典音乐，浪漫主义精神音乐更注

重色彩和情感的表现，给人以主观想象的空间。大体

上，它充满了野性和大胆。每个句子的表达都很冲动，

很激动。但总体而言，在古典中，你可以看到浪漫的

身影和气息。整部狂想曲既有力量的碰撞，又有温柔

缠绵的内在诠释，以下以四点入手进行分析。 
3.1 和弦、八度音和大音程 
《B 小调狂想曲》中呈示部分 A 段，其中主旋律

部分使用了大量和弦和八度，音程之间的跨度较大，

这是狂想曲的技术难点。要弹奏和弦时所弹奏的整齐

有力，并非易事。先慢慢来练习，以低于作品原速的

速度来练习，为了演奏时准确，用心去领悟手指演奏

时的动作和状态，体会触键的感觉，同时注意指法的

准确，用心去感受手部移动的位置。第二，演奏时两

手要同时准备，整齐触键，将音调弹到底，体会力贯

穿于每一个手指，手腕也要按着手指移动，关键是掌

心撑，指尖拉紧。演奏时，手指的紧张度与手腕的放

松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在弹奏这些大跨度音程时，手

指的动作应平滑，注意音色和音量的平衡，手腕是力

量传递的纽带，为使力量畅通，应将手腕练习得有弹

性、有弹性。 
3.2 手指按键和保持音量 
表示部的 B段和展开部以及结尾处这三部分的情

感和音乐都是安静的抒情，力度较弱。指法应以按键

方式进行，强调音调。弹奏时手指要紧贴键盘，要找

出最舒适、最稳定的触键感觉，同时不要让手臂僵硬。

练习持音，一是指指指间的配合练习，二是指内在对

乐曲旋律的感觉和控制。主题性片断的头四段，是一

段下行旋律，右手拇指是一段隐伏旋律，是五个保持

音，注意保持拇指的按键，其余四个手指要用指尖绷

紧，灵活抬指弹奏（如谱 11）。 
伸展部分，也出现了保持音，是小指弹奏的高声

部分，但这是一段抒情片段，与主旋律部分不同，因

此中间的音符是保持音有人弹奏，与保持音有人同样

是保持音有人弹奏，注意力度运用，手臂下沉放松（如

谱 12）。 
3.3 音色与力度的控制  
本节中，我们将关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和声色彩，

它与控制音色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出，在 B 小

调的狂想曲中，在乐章的开头需要强音色。由八度音

阶控制，音色明亮，富有张力。本曲演奏技法中，经

过一大段旋律的塑造，弹奏的力度逐渐由强变强，左、

右交替弹奏，当和弦发生变化时达到爆发的力度，然

后声音的力度由强变弱，还要注意弹奏的力度不断变

换，逐渐变强变弱。随后，在联奏部分的演奏中，民

族音乐抒情色彩浓厚，整句用“PP”演奏，其中主旋

律音色略显突出（如谱 13）。回归小调，力度回归 F，
从三个强有力的和弦开始，声音爆发越来越强烈，有

很多和弦和三重奏，声音强度也从 F 变成了 FF。开

场部分 ，以大 段的抒 情为主 。最初 使用的 是

(molto-Dolce, express)。声音的调制要柔和，演奏的力

度要控制在“中”，此外，在演出中要注意歌唱的曲

调。随后，重现部分和呈现部分的声音强度以相同的

方式控制，而结束部分则以“PP”的强度结束整个歌

曲。在 B 小调狂想曲中，第一部分是以三部曲的旋律

为基础的。与第一首狂想曲不同，它没有那么多的爆

发力，而是强调了音乐的连续性。本文开始时，力度

是由“F”来控制的。主干部分后，连接部分比主干部

分更强，因为它们大多以跳跃的方式演奏，音色饱满

有力。子部分和结尾部分的强度控制保持在“MP”和

“P”，音色柔和而富有弹性。扩展部分，基本音色与

主题音色保持一致，力度控制由“F”变为“P”；但

是，在连续三次的测试中，强度转换非常明显，在“FF”
和“PPP”之间强度变化曾出现过重现单元，力控制与

显示单元和声音控制相同。以“P”的力量来控制结尾，

音调柔和，旋律就像一首歌结束了整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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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10 

 
谱 11 

 
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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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勃拉姆斯作品中，古典精神与浪漫主义手法的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音乐结构上可以看出勃拉姆

斯的古典精神，《第一狂想曲》具有强烈的风格，在

创作手法上采用三段比较法，多采用古典与巴洛克的

手法；在旋律上，强调低音部分的旋律线；在句子结

构上，我们经常使用扩展法、模拟法和递减法；在节

奏上，人们习惯于通过标点、切分、组合和连续节奏

微妙地改变音乐的戏剧性张力。笔者选择了四个版本，

分别从速度、情感表现、细节等方面对作品进行解读。

这样我们才能对这部作品的表演风格有更深的了解。

在后期，勃拉姆斯巧妙地将浪漫主义手法、内容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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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音乐的形式规律融合在一起，两者看似矛盾的完美

统一在他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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