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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和奠扎特钢琴奏鸣曲音乐风格比较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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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琴奏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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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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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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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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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音乐创作。“奏鸣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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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耵海顿一共写了62首奏鸣曲，每首奏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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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扎特的奏鸣曲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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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旋曲或奏呜曲的终止乐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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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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章的奏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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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的奏呜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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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与之相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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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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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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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呜曲式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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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莫扎特奏呜曲中主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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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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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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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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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的奏呜曲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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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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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的奏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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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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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回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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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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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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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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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E大调奏鸣曲》慢板乐章，歌

唱性的段落，如不使用右踏板，会感觉到声音发于，

不连贯。又比如莫扎特《降B大调奏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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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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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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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宏观、整体的视角对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曲创作风格加以比较研究，考察对象主要集中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

曲作品的创作风格。以启蒙运动发生、发展为背景，主要以交响曲产生和发展为理论框架，结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及创作风

格，试图挖掘他们创作风格的特点和交响曲发展的变化。其次希望通过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曲作品的曲式、结构、配器等方面的分析比较，看

其创作风格在音乐中的体现。最后总结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曲创作风格的美学特征，分析比较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曲创作风格的共同点和

不同点。

4.期刊论文 张馨 浅谈对维也纳古典派音乐的认识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23(1)
    文章通过对海顿、贝多芬、莫扎特三位音乐大师作品风格及创作技法的分析与总结,进一步说明:今天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维也纳古典乐

派,是由海顿开始,并与后继的莫扎特、贝多芬共同成为一个乐派甚至一个时代的象征.维也纳古典乐派也因这些天才人物的天才创作,而具有新的时代意

义,代表新的时代精神.

5.期刊论文 杨明怡雯 论弦乐四重奏发展的黄金时期 -北方音乐2009,""(10)
    文章主要论述了弦乐四重奏确立与发展的黄金时期--18世纪.通过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几位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间关系及影响的阐述,和对他们

创作的一些弦乐四重奏作品的解析,诠释了弦乐四重奏这一室内乐中最理想、最融洽、最经典组合的形成、确立与发展.

6.期刊论文 武君.胡洪泉 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 -大众文艺2008,""(7)
    钢琴音乐经过三百年的发展,经历了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等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阶段.铜琴音乐在其发展过程

中的每个时期因时代背景各不相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古典主义时期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特

点来研究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

7.期刊论文 吴敬 浅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所处的环境对其音乐风格的影响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11)
    本文试从18世纪古典乐派的三个代表人物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入手论证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表现音乐本身,其音乐思想也折射出其所

处社会的整个思想意识--也就是社会环境、社会的发展变革深深影响着音乐的发展.

8.期刊论文 商光亚 简述三位古典大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不同创作风格 -文教资料2010,""(4)
    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到高峰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的优秀作曲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位音乐大师

.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至今被人称颂.其中海顿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早期作曲家代表,莫扎特被誉为"音乐神童",是中期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而贝多芬

被称为"乐圣",是古典主义音乐晚期的代表人物.所以说这三位大师代表着古典主义音乐发展的三个时期,我们对他们的音乐作品创作风格的了解,也是对

整个古典主义音乐的完整了解.

9.期刊论文 王放歌.WANG Fang-ge 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体裁的美学特征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6(4)
    维也纳古典时期在音乐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形成了"维也纳古典乐派",在音乐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探

究维也纳古典时期音乐体裁的创造性、民族性、人道主义精神、个性与时代感等特征,提高人们对维也纳古典时期音乐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10.期刊论文 颜婷婷.YAN Ting-ting 管窥西方18世纪赞助制度与音乐的关系——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例 -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6,""(3)
    本文主要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例,通过赞助人与作曲家之间的关系,管窥西方18世纪赞助制度对音乐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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