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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早期标题钢琴组曲的“聚合原则”分析 

     内容提要：文章以舒曼早期四部标题钢琴组曲为分析对象，对其创作手法中的“聚合原则”行了重点阐

述。从中，既可以看出舒曼对典型古组曲创作原则的继承，也可从舒曼的创新实践中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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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既是钢琴音乐发展的颠峰时期，同时也是钢琴大师层出不穷群星灿烂的时代。具

有创新精神的浪漫主义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出了一大批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气质的新的音乐体

裁形式。其中，以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的标题钢琴组曲创作显得尤为突出。 

    舒曼在继承古组曲创作原则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其创作手法，并赋予了组曲新的形式和鲜明的时代特

征。其中，“聚合原则”在他的创作手法中显得最为突出。“这种用共同的素材将一组短小而有特性的曲子统

一起来的想法，似乎是舒曼始创的，而且，他独出心裁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创作了他最多彩、最成功的作品¾

¾标题钢琴组曲。[1]”    沿着“聚合原则”的作用线索，既可以看出舒曼对典型古组曲创作原则的继承，也

可从舒曼的创新实践中得到启迪。本文拟以舒曼早期的四部标题钢琴组曲《蝴蝶》(op.2)、《狂欢节》(o

p.9)、《幻想曲集》(op.12)、《童年情景》(op.15)为对象，对“聚合原则”的运用进行具体分析。 

一、动机材料的贯穿作用 

    标题钢琴组曲《狂欢节》，是舒曼创作思想进步性、逻辑性、完整性得以鲜明体现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

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直接有赖于舒曼精心设计的一个四音列动机材料“ASCH”。在德国的音

名体系中，这四个音分别代表着“la、do、si、降mi”，也可以解释为“降la、do、si、降mi”。见例1。 

    例1 

    这个四音列动机材料在全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成为各个分曲主题生成的基础，从而起到了连接、统

一全曲的作用。在二十首分曲中，这个四音列动机材料分别使用了移位、换序和分裂的手法。其中，第一首至

第九首，以及第十二首和最后两首都是由四音列动机材料构成各个分曲主题的基础；而第十首、第十一首和第

十三首至第十八首则是由“la、do、si”或“降la、do、si”的三音列动机材料构成各个分曲主题的基础。从

动机材料的相互关系上看，这个三音列动机材料被包含在四音列动机材料之中，因而可以将三音列动机材料看

作是四音列动机材料的一种省略形式，由此可以认为，舒曼精心设计的四音列动机材料是全曲得到统一的重要

依据。再从动机材料在全曲中的布局上看，则体现出一种拱形对称的回旋性结构特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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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结构得到统一的重要因素，四音列动机材料在全曲中间隔出现了三次，从这个

意义上讲，《狂欢节》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了一定的“回旋性”结构特征。另外，由于这个特定音调在各个分

曲中的多次变化出现，从而使得这个四音列动机材料又具有了变奏曲“主题”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简

短、别致的“主题”代表着舒曼强烈的个人性格，这可能是舒曼对变奏曲体裁的一次有意识地突破，抑或是对

变奏曲手法的一次大胆革新。 

二、主题特征的贯穿作用 

    由十三首相对独立的分曲组成的标题钢琴组曲《童年情景》，“被舒曼看作是他所创作的标题钢琴组曲中

最为紧凑的一部作品。[2]”在这部以回忆儿时情景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中，既有儿童游戏场景的描绘，也有意念

中对梦幻情境的描写，而将这些不同的音乐形象和音乐场景贯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整体的根本原因是由主题特

征的贯串发展所决定的。 

    在《童年情景》中，主题首次呈现是在组曲第一首《奇怪的地方和奇怪的人民》中，其主题的具体特征请

见谱例2。 

例2 

    从例2中可以看出，《童年情景》的主题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从主题的整体特征上看，旋律的句法单纯、简短，使用了重复和移位的发展手法。其次，从主体的

局部特征上看，它又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α：是一个上行六度的大跳音程进行  

     β：是一个二度的级进下行 

     γ：是一个四度上行后反向三度的下行 

    从全曲中各个分曲的发展上看，《童年情景》中的第二首至第十三首分曲主题无一不是从第一首主题的三

个局部特征上发展起来的。从主题三个局部特征在第一首中出现的次序上看，它们是顺次排列的；而从主题特

征在贯串全曲的发展过程中看，各个分曲在高度保持主题三个局部特征的同时，它们在各个分曲中有时起着旋



律框架的作用、有时是顺序排列的、有时是叠置出现的、有时又是以倒影、逆行的方式出现，这种变化多样的

发展都与主题的三个基本特征保持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由此可以认为，主题的三个基本特征是贯穿统一全曲的

重要依据。 

    与《童年情景》中所使用的“聚合原则”较为相同的作品还有《幻想曲集》。在这部作品中，依靠一个基

本动机或一个主题特征来统一全曲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从八首分曲各自主题的整体特征上看，它们都

具有音阶级进式的特点。舒曼就是通过这种并不明显的，带有一定“隐秘性”的方法将组曲内部八首分曲连接

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音阶式的主题特征也就成为了聚合全曲的重要因素。 

三、音型模式的核心性作用 

    在音乐作品中，“音型模式”往往是按照具体节拍单位的强弱规律做有目的、有规律的组织安排，从而形

成各具特点的织体形态，它决定着音乐内容与音乐形象的主要性格和特征。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往往通过对

“音型模式”作有逻辑、有次序的组织安排从而形成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在《蝴蝶》组曲中，“音型模式”

所起到的指导性、统一性作用就很有特点。在这部作品中，音型模式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从中也可以划分

出四组有规律的音型模式群体。 

         先从以上四组“音型模

式”的组合特征上看，第一组

“音型模式”的原型是一种顺分

逆分性的组合；第二组“音型模

式”的原型是一种等分性的组

合；第三组“音型模式”的原型

是一种对分性的组合；第四组

“音型模式”的原型是一种逆分

型的组合。再从每一组内部各种

音型模式的相互关系上看，由于

其它“音型模式”都是在原型的

基础上进行时值的紧缩、扩张、

内部的截选、原型的反向进行，

以及对原型“音型模式”进行重

新组合等多样性的变化使用，它

们都与原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原型“音型模式”也就成为其它“音型模式”生成的基础。另外，由于

四种“音型模式”的原型最先都在第一首分曲《化装舞会》中使用过，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第一首《化装舞

会》中首先使用的“音型模式”对组曲内部各个分曲中的“音型模式”起到了基础性、核心性和统一性的作

用。 

    结合“音型模式”在组曲中的核心性、统一性的作用来看，在舒曼创作的早期标题钢琴组曲中，节奏的使

用既是节省的，同时也是变化无穷的。这种节奏内在的规律性、统一性作用说明，“舒曼的音乐往往是以有组

织进行的节奏原则为基础，在其创作的组曲中，通过对节奏原型的设计及其一系列的变形使用，使得组曲在整

体结构上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这种手法常常成为舒曼用做连接性质不同的音乐形象的枢纽。[3]” 

四、调性布局的统一 

    在典型古组曲的结构形式中，由于各个乐章均使用相同的调性来连接全曲，故而构成了整体结构上的统

一。相对古组曲的这种结构特征而言，在舒曼的早期标题钢琴组曲中，各乐章之间引入调性对比，但重要的结

构点部位均用同一调性，看得出来，用相同调性统一全曲的古组曲创作原则被舒曼有意识的部分的继承下来。

特别是在《狂欢节》和《童年情景》两部钢琴组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见表2。 

    表2-a  《狂欢节》的调性布局 



       表2-b  《童年情景》的调性布局 

 

    上表中的表2-a和表2-b分别是钢琴组曲《狂欢节》和《童年情景》的调性整体布局。从这两部钢琴组曲在

调性布局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主调的统一性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在《狂欢节》中，调性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拱

形对称”的结构布局。作为全曲主调的降A大调，它分别处在第1首、第20首以及第12首至第17首的位置

上，形成了一个“主调群”，它们将组曲内部的其它调性运动囊括在主调的总体框架之中，对全曲的调性布局

起到了统一的作用。另外，由于作为主调的降A大调在全曲中间隔出现三次，从这个意义上讲，《狂欢节》在

调性整体布局上又体现出一定的“回旋性”特征。 

    部分地保留古组曲调性统一原则的作品还有《童年情景》。就整体而言，组曲内部的调性进行在属功能和

下属功能上作频繁运动。但由于第1首和第10首至第13首分曲均使用了作品的主要调性G大调，从而形成了

首尾呼应(第一分曲与第十三分曲)双向接应(第十分曲与第一、第十三分曲)的调性运动形式，有效地支撑了以

G大调为主调的整体框架。另外，《童年情景》在调性整体布局呈现统一性的同时，其调性结构在宏观意义上

又体现出Ｔ ® Ｄ ® Ｓ ® Ｔ的典型古典式调性布局的结构特征。从中反映出舒曼在继承古组曲用单一调性



统一全曲的创作原则基础上，更加强调组曲内部、各个分曲之间的调性对比，以及浪漫主义作曲家所追求的那

种“色彩性”和“强烈对比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 

    至此，本文认为，舒曼在早期标题钢琴组曲创作中，以继承古组曲的调性原则以求作品的统一性，但在突

破性实践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积极性。他发展、丰富、扩展和创新了这种传统体裁的创作原则，从这个意义上

讲，“舒曼决不是把旧的、古典的东西和新东西对立起来看，就向他自己认为的那样，音乐家应该毫无成见

的、一片至诚地去迎接新的东西”。舒曼以崇高的艺术理想、精湛的作曲技艺、独特的创作思维而跻身于最伟

大作曲家的行列；舒曼的标题钢琴组曲则以经典的形式、独树一帜的风格而最终成为德奥乃至世界钢琴音乐发

展史中的艺术宝藏。随着历史的推移，组曲体裁仍将继续被各类题材的音乐创作所采用，舒曼的标题钢琴组曲

的艺术价值和指导价值也将会客观地融入组曲体裁的旺盛生命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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