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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 2.贝多芬：《第十六钢琴奏鸣曲》（0p.31，No.2，第一乐章） 3.贝多芬：《第二十三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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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p.18，第一乐章） 8.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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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主部中的主题发展 18世纪后期（海顿、莫扎特以前）的奏鸣曲，主题往往比较
短小、缺乏个性，发展也不充分。
与其说是主题本身，勿宁说是乐节。
当时的代表性作曲家斯卡拉蒂，他的钢琴奏鸣曲具有这种奏鸣曲体裁的典型意义。
 海顿以后，莫扎特，特别是贝多芬在突出主部主题性格特点方面与充分发展主部主题的规模方面都做
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这个时期的奏鸣曲的主部，其典型形式是乐段（收拢性）或是乐句（开放性）。
主题内部各核心之间一开始就潜在地含有非常形象的、戏剧性的对比，这种对比在乐章后面的发展（
展开部）中，往往得到规模很大的发展。
 在贝多芬以后的浪漫派作曲家如舒曼、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奏鸣曲中，主部的结构因
伴随乐思的展开而令乐段结构扩大而复杂化了。
因此，带动力性再现部的三部曲式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在一些近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中，常常可见其在主题性格、和声、调性、织体诸多因素的处理上，显得
更加灵活、自由而更具个性的范例，如普朗克《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主部。
 五、连接部 奏鸣曲式的连接部分为两种，其写法常常类似单三部曲式的展开性中部或衍展性中部，
其内容往往与它前后的主部和副部不同： 1.紧接在收拢性主部后面的连接部； 2.作为开放性主部的一
部分的连接部。
 两种连接部一般都由三个部分组成： 1.紧接在主部后面的开端部分，常以主部材料为基础； 2.连接部
本身往往是转调的； 3.副部前面的先现段，它为副部的进入作好准备。
 此外，也有完全没有连接部的例子，如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奏鸣曲式的主部与副部之间的调性关系，必然牵涉到连接部的调性布局。
 奏鸣曲式的主部、副部的调性关系的一般规律如下： 1.主部为大调，副部为这个调的属调； 2.主部为
小调，副部为平行大调，偶尔在小调的属调上，如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
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或者在三度对峙的调性上，如李斯特《—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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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材系列:调性音乐的曲式结构》以林育于1987年开始执教北京师范学院音乐
系时编印的《曲式学》讲义为基础，经过二十余年教学实践以及对传统音乐作品及其结构理论加以精
心分析、研究之后反复修订、增删而成，费时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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