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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肖邦即兴曲是肖邦创作中的一种体裁，本文针对他的四首即兴曲的创作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讨论。由肖邦本身的创作特征引入到他在即兴曲创作上的风格特点，并

详细分述了四首即兴曲的创作风格特征。 

 

 

  一、肖邦和他的即兴曲 

  弗雷德里克·肖邦 l810 年生于波兰(18l0～1849)，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波兰人。肖邦

于 9 岁举行他首次公开的钢琴演奏，并早年即开始音乐会巡回演出，但最终他在巴黎找到了

他的音乐之家。 

 

  “即兴曲”①一词，一般是指作曲家未经事先预备而临时作战的乐曲，即往往是一时灵

感的流露。即兴曲是肖邦钢琴曲的其中一种体裁，他一共创作了四首，这种乐曲体裁丝毫没

有确定音乐的性质。这个名称是舒伯特开始采用的。仔细地研究肖邦的即兴曲，就能发现，

所讨论的这些小品既有不同于他所创作的其它体裁作品的特点，而且每首之间也各有特点。 

 

  肖邦的即兴曲创作与创作风格有很大的关系。与其它肖邦的作品一样，他的即兴曲旋律

抒情流畅，具有丰富的歌唱性。他的即兴性首先表现为他的“自由速度”常出现在由快速跑

动的音符所装饰的乐句中。肖邦的音乐常常会被这种即兴性的自由快速跑动的乐句装饰的很

华丽，使音乐的进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分述四首即兴曲的风格特点 

 

  以下从肖邦的四首即兴曲，升 c 小调作品第 66 号、降 A 大调作品第 29 号、升 F 大调作

品第 36 号、降 G 大调作品第 5l 号，②来分述它们各自的特点。 

 

  1、升 c 小调即兴曲作品第 66 号。 

 

  这首作品在演奏方面难度极大，内容深奥且富于幻想，这是肖邦二十四岁时(1834 年)

的作品，却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在乐谱夹内被后人发现，于 l855 年出版。标题《幻想》则

为出版时所取。 

 

  《幻想即兴曲》(升 c 小调，作品第 66 号)是肖邦死后由凡塔那发表的作品之一。乐曲的

第一段是激动的快板(A1legm agitato)，从织体上来说，它是一种手指练习曲。中段(如歌的中

板（ModeratocantabileJ)是肖邦最优秀的明朗如歌的抒情篇章之一。总的音乐性质以及某些

音调使人回想起降 D 大调前奏曲的第一段。“中板如歌”的主题甚至在肖邦的歌唱性主题中

也是突出的，因为它特别意味深长、温存迷人，旋律的发展也特别舒畅。再现部比第一段更

加激越，更加强烈，但渐渐地激情平息下来，在尾声快结束时，再次出现中段安详、如歌的

主题。这首作品能说到许多人、甚至最年轻的钢琴音乐演奏者的心坎里、想象中去。十六分

音符音型的很有效果的转动、在激动地快板一 A1legroagitat0(二二拍子一 a1labreve)速度中跑



动的经过句的光彩，会盖过某些音型细节——复合节奏(左手留恋音伴奏背景上的右手偶数

节奏)，这个复合节奏在整个作品里从头到尾都一直保持着，还有对十六音符迅跑的迷恋会

叫人看不见其旋律价值，而这是用绝妙的结构音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 

 

  2、降 A 大调即兴曲作品第 29 号。 

 

  这是最明朗、最爽快地一首即兴曲。主段看起来是两个声部，而实际上隐藏着好几个声

部。右手奏的快速旋律优美如歌，熔器乐性于一炉。乐曲的构成为三部曲式，全曲以喧嚣、

戏谑、敏捷的形态贯通，其左右手的连续三连音的摇动音型非常迷人。 

 

  这首即兴曲的第一段也是快速度 Allegroassai，quasiprsto。但是这是没有幻想即兴曲那

种烈火般的激情，而是一般轻盈优美、充满生活乐趣的音乐；即使在快速度里也很容易捉摸

到肖邦的主题中那优美的旋律乐汇。中段起初是一支宽广而安详的歌曲性旋律。从这里而引

申出一段音乐，听起来好象热情的爱之表白。这里，旋律形象的发展是肖邦典型的：悠缓的

歌调一转而成朗诵，然后又变成了装饰的变奏。 

 

  杨·克莱钦斯基③认为：“这首旋律华丽的阿拉伯风格的乐曲只能是具有天鹅绒般的手

指的艺术家才能弹奏。”④完美的手指技术表现在使用各种击键法上。在快速弹奏中占主导

的是用“捶击”发音法，这种方法一般讲可以保证准确和均衡地选择声音。但是这个方法对

演奏降 A 大调即兴曲首尾两部分不合适。这里手指落键的角度要缩小，所谓“平浅的手指”；

在保持各次击键的选择性的同时，应配合相应的踏板，做出那种“天鹅绒般”触键的印象。

霍西克的话也和克莱钦斯基的意见吻合。他把这首降 A 大调即兴曲成为：“充满高贵的优雅，

以某种温柔的声音见长，就即兴性而言，是所有肖邦的即兴曲中，最具有阳光透过喷射的泉

水时的那种灿烂，或者可比之为喷射而出的香槟酒。” 

 

3、升 F 大调即兴曲作品第 36 号。 

 

  “肖邦创作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莱希藤特里特这样评价——这作品是很难装进

常规的曲式框框里去的。作品第一主题孝行板(Andantino)在肖邦的即兴曲里是不典型的，性

格上是沉思的，开始时左手的固定低音的引子，引子的模式成了六小节乐句的伴奏，带有调

式影响的次中音声部的和声特性以及田园诗般平静的旋律特点，这些都预告这是一首具有非

凡结构和内涵的作品。从远景看，可见平平静静开始的作品是怎样借助节奏紧缩(附点节奏、

三连音、三十二分音符)，始终如一地激活自己稳重、被把握于四分音符里的陈述乐流的；

它跨进了各种不同的感情紧张状况领域，(这些状态都是在各种创作技巧如固定低音、变奏

等支持下成形的)，但还到底保持住了它全部的完整性。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整体保

持了不变的速度，这速度创立了一个有力的框架，作曲家显然就是把情绪和尖锐冲突的图象

这个真正的万花筒安进了这框架里。所以要求极其认真地选择恰当的速度(小行板-Andamino)

这速度尔后可以让你在技术上和表情上令人满意地展现三连音变奏和三十二分音符的段落。 

 

  4、降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第 51 号。 

 

  此曲深具美德魅力，但在肖邦的即兴曲中是很少被演奏的。乐曲柔美、雅致，采用三部

曲式。肖邦的权威研究贾尼克斯说：“相对方向蛇行一般的二声部律动及旋律型，使人想起

第一即兴曲，不过两者的性格完全不同。初期有新鲜的特征，后期是病态似的不安，有哀伤



的特征。松懈无力的半音阶进行及三度、六度音之连续动摇后，中段有了很大的安定感，尤

其呈示了降 D 大调和弦的力与热，有非常优异的雄辩效果。不过，这里还是有哀伤的半音

阶经过音及辅助音。而那些忧郁的、断断续续的伴奏情绪一点也不快活。乐曲本身虽然很美

丽，但整个是处在不健康、有待拯救的情绪中。 

 

  肖邦音乐的其它行家也都强调了在他的创作中这一体裁的沙龙式的考究和优雅的特点。

但是对降 G 大调即兴曲，除了上述特点外，人们还在其中看到肖邦创作晚期所具有的特征

——技巧的完美和表达的成熟。根据塔·席林斯基的说法，降 G 大调即兴曲是“一件稀有

高贵的瑰宝”，“产生于他创作的最灿烂的时期”。 

 

  三、结束语 

 

  肖邦的即兴曲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继承性。他尊重古典传统，尊重巴赫、莫

扎特继承和吸收了古典音乐中许多优秀的东西。肖邦吸收了贝多芬后期音乐的一些成分，此

外，肖邦也受到意大利歌剧特别是贝里尼(Bellini)的影响同时代意大利歌剧的抒情性与他的

风格协调一致。肖邦在即兴曲创作中继承了前人的东西，吸收了各种艺术的许多有益成分，

但他的音乐又绝不模仿照搬，而是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他开创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新的风

格。对于肖邦来说，更重要的则是他的独创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肖邦即兴曲都是他所独

创的，独创在肖邦的音乐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肖邦即兴曲，体现了肖邦音乐在世界上受到无可比拟的欢迎，也表明存在着一定量的演

奏者在曰益增厚的新的文化和文明现象的积淀下，对今天已经遥远、往往不被理解的那个世

界正在消失。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把我们带回那个肖邦的思想、理想和感情的时代，就像阳

光驱散笼罩着无奈的探索中的昏暗。无论是《幻想即兴曲》，还是其它的作品，都体现出了

他个人独特的风格特征。肖邦音乐令人惊讶的普及、各大洲的钢琴家对这音乐的赞赏，都会

令他们进入这个着了魔的世界，去体验那音乐的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