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 当前位置：科学研究→《黄钟》学报→作曲技术理论 

郑 方   收稿日期:2001-09-28 

谢德林现代复调音乐思维及其演奏风格——钢琴套曲《24首前奏曲与赋

格》探讨 

     内容提要：前苏联作曲家谢德林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是20世纪钢琴复调音乐中的重要文献。文

章通过对该作品的分析，来探讨谢德林的现代复调思维和钢琴演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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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时间已推进到20世纪末，大部分作曲家都已完成了努力掌握20世纪音乐语言的进程，并将其大量地

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时，对于钢琴演奏家和钢琴教育家来说，这一过程却来得比较缓慢，20世纪已为数可观

的现代作品被演奏和被纳入教学曲目的机会仍是屈指可数，与时代脉搏拉开了一段不小的距离。本文希望

通过对当代前苏联作曲家谢德林的钢琴套曲《24首前奏曲与赋格》的分析与研究，来探讨谢德林在这部作

品中所运用的现代复调思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的音乐表现和演奏方法，以期对现代钢琴演奏与教学提供

一些有益的参照。 

    关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 

    谢德林(1932年~)是当代一位非常多产的作曲家。由于不断创作出大量杰出的音乐作品，如今他已成为

一位蜚声世界乐坛的作曲大师。 

    谢德林属于苏联三大流派中既不过分激进、又不过分保守的中间派，西方评论家称之为“官方现代

派”，也是这三派中最有实力的主潮派，而谢德林可谓是这一流派的领袖。他所代表的这一音乐流派在世

界音乐中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谢德林创作风格的最大特征是：将俄罗斯民间音乐语言与现代音乐技法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他在大量

继承西方音乐传统和苏联音乐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 

    关于《24首前奏曲与赋格》的产生背景： 

    进入20世纪以来，“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说明人们的思维有一种回归的愿望，巴洛克时期的复调手法

重新被许多作曲家所运用，而复调思维也成为现代作曲技法中音乐组织的主要依据之一。四五十年代，肖

斯塔科维奇的《24首序曲与赋格》与亨德米特的《调性游戏》——两部与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相似的

杰作，成为本世纪复调音乐重新兴起的有力代表。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中，精彩的对位也随处可见。但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再重复巴洛克时期的和声法则及调性思维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地运用了多种

新的逻辑方式，产生出新的音响、新的风格。 

    比肖斯塔科维奇和亨德米特更年轻的谢德林，同样有着突出的复调才能，于1963~1970前后七年的时

间里，在前人的基础上，运用更新的思维和创作方式，写下了这部优秀的钢琴套曲——《24首前奏曲与赋

格》。这部作品，成为本世纪复调音乐重新兴起的发展和延伸，也成为本世纪钢琴复调音乐中的重要文

献。 

由于钢琴演奏与把握钢琴作品的创作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曲家的创作冲动——力求敏锐把握时

代的脉膊，向人们揭示新的世界，作家本人及其艺术发展道路的新成就——是理解音乐内涵的途径，也是

从事研究谢德林作品和其它现代作家的中心教育课题。[1]”    因此，本文拟从这部套曲的现代复调思维以

及演奏风格两方面来对这部作品进行探讨。 

一、这部套曲的现代复调音乐思维 

    在这部套曲中，作曲家的创作思维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复调思维上，同时也体现了他在大量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的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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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西方音乐传统的继承 

1.传统的整体调性布局 

    与巴赫按照十二平均律、大小调排列的整体调性构思相类似，在谢德林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同

样是24个大小调依次出现。这体现了谢德林继承传统的一面 。并且， 谢德林与他的前辈肖斯塔科维奇相

同，在继承传统将“24个大小调依次出现”的基础上，对整体调性布局作了一定的调整。虽也是以C为基

音，但不再是以半音阶为顺序，而是以平行调及纯五度关系排列的。第一首是C大调，第二首是a小调，第

三首是G大调，第四首是e小调……，依次排列。这再一次显示出他的这部套曲是以传统调性概念为基础

的。 

    2.传统的赋格形式结构 

谢德林的赋格，在形式结构的运用上，主要是继承传统。即使有个别属于个人风格的灵活处理，也仍然没

有脱离传统轨道。以下将以套曲中较为典型的第二十首c小调赋格为例。这首赋格的结构图示如下： 

    图1 

这是一首四声部的二重赋格，结构清晰。第一部分(1—12小节)为第一主题的呈示与展开。第一主题如下： 

    例1 

    这一主题包含两个声部，在发展中有时构成复对位。节奏宽松，带着幽怨的音乐情绪。 

    第二部分(13—25小节)为第二主题的呈示与展开。第二主题如下： 

    例2 

    这一主题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律动，构成了一种冲动的行动。 

    第三部分(26小节——结束)为综合再现部和尾声，是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的结合，具有强大的气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规模宏大的赋格虽然音响复杂，但依然是按照传统赋格“呈示—展开—再

现”的形式写成的。 

(二)对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和创新 

    1.扩展的调式调性 



    由于谢德林在音阶材料上的扩展，他的套曲中调式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有一部分前奏曲与

赋格具有清晰的大小调调式特征(例如，第二首前奏曲)；有一部分具有明确的的调性主音，但却没有调式结

构(例如，第二首赋格)；还有的是无调性的(例如，第二十二首赋格)。 

    上述的第一种，是完全符合传统的调性调式排列原则的。第二种情况，则由于高度半音化的音阶材料而

掩盖了调式特性。这表明，谢德林的创作原则是在继承中创新，传统是创新的基础。 

    谢德林套曲中有调性无调式的情况，与亨得米特《调性游戏》中的调性情况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不是

基于同一思维体系。亨得米特的理论明确否定调式的存在。他是通过调性的设计，建立在十二音组织上。

例如，在C调中，以C为基音，按照泛音的原理，依次产生与C关系渐远的音：G—F—A—E—bE—bA—

D—bB—bD—B—#F，以此为基础，来建立调思维体系。谢德林的有调性无调式的情况，则是在他所继承

的调式思维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的结果。因此，即使是调式结构已很模糊，却还是以一个链条的姿态出

现在整体调性调式序列中应有的位置上，起着逻辑上的调式功能作用。 

    例如第十五首赋格，在呈示部中，调性为较常见的主—下属调；展开部中，进行到主调的属调、平行

调；(但开始的一次主题，扩展到属调的重同名调，)再现部中，回归到主、下属调。可以看出，除了一次调

性扩展外，整个赋格都建立在传统的调性布局上。 

2.高度不协和的音响 

音响上的高度不协和性，是这部作品突出的特点。作者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这一效果的。如： 

    (1)对主题结构十二音化的处理。在这部套曲中，有不少主题的结构是用十二音来写的，主题本身就已充

满不协和因素，在主题的发展中，这种不协和因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例如第二首赋格的主题： 

    例3 

    虽然这个主题的起音和尾音都在a小调的主和弦音上，但中间却历经了十二平均律中的所有半音。 

    (2)对位中不协和音程的支柱和骨架作用增强。在这里，不协和音程不再象在传统对位中所要求的一般放

在弱拍弱位，并且必须解决。这一传统规则已经被谢德林的前辈作曲家打破，并在他这部套曲中有所发

展，使不协和音响得到加强。 

    3.富于创新的音乐语言 

    (1)首尾对称的套曲整体性逻辑构思。套曲中的最后一首(第24首前奏曲与赋格)是第一首前奏曲与赋格

以bB(B)音为轴的严格倒影。由于节奏、织体、力度等因素都基本未改变，因此第一首前奏曲与赋格轻快、

俏皮的音乐形象基本保持。只是第一首前奏曲活跃的十六分音符音型多在右手，倒影后移至左手，所以稍

感沉稳。 

    (2)对前奏曲与赋格套曲模式的突破。按照这种套曲的传统模式，结构布局应为：前奏曲—赋格，而第十

一首却是：前奏曲—赋格—后奏(前奏曲提高八度的再现)。谢德林的这种“新结构”观念，是他创作革新的

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不是按照传统的、带有奏鸣曲式、回旋

曲式等的“快—慢—快—终曲”结构写成，而是由25个前奏曲组成。 

    (3)运用“风格对位”。 

    所谓“风格对位”，就是将两种以上、具有风格反差的旋律结合在一起，形成对位的一种现代复调语

言。 

    在第二十一首的前奏曲中，倒数第二行左手四个跳跃的音程在自言自语般的一段音乐后，轻轻、但坚定

有力地出现，其旋律音巧妙地拼出四个字母：B-A-C-H，预示着赋格中将有巴赫的音乐出现。可能是为了

表达对巴赫的崇敬之情，谢德林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中的第二十一首bB大调赋格的主题(见例

4)前两小节扩大三倍，用来作为“定旋律”贯穿于他的第二十一首赋格、运用于四个间插段和尾声中。第

四次出现的“定旋律”与这首赋格的主题结合，如同两个人的对话。 

    例4 



    (4)非属调答题。谢德林在赋格的呈示部，常常采用现代作曲家经常采用的非属调(或下属调)答题的进入

形式。如：使用平行调答题(第六首)；大六度答题(第八首)；大三度答题(第十五首)；大二度答题(第十八

首)；小三度答题(第二十一首)；增四度答题(第九首)等，大大地打破了传统的主属答题形式。 

    (5)前奏曲中的“自由节奏”。在前奏曲中，有一部分是用“自由节奏”写成的(第五首、第九首、第十

四首、第十五首、第十七首、第二十首、第二十一首、第二十二首)。这些前奏曲不是部分的“Rubato”，

而是整首乐曲都需要演奏者根据文字说明来定速度。因此，笔者在这里称之为“自由节奏”。例如，第五

首的前奏曲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四句式乐段。整首曲子没有节拍、也没有节拍意义上的小节线。类似于小节

线的实线相当于分句，而虚线则相当于句中的两种音乐形象。 

    (6)专为左手而写的前奏曲与赋格。 

    谢德林的奇妙构思还体现在第二十二首g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中。它是目前绝无仅有、专为左手而写的前

奏曲与赋格。也正因此，它拥有一些独特的个性。例如，它对左手力度、速度、控制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几乎可以看作一首专门的左手练习曲。 

前奏曲是用“自由节奏”写成，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带倚音的和弦部分(慢)、中间部分(快)、带倚音的

和弦部分(慢)。中间部分又可以分为三段：(a)第一次三连音的单音段，如一段有表情的朗诵。(b)出现双音

与和弦的部分，如一个笨拙却情绪激动的初学者的表演。(c)第二次三连音的单音段，仿佛是熟练的演员炫

技般的示范。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紧缩再现，又回复到开头的感叹。 

    赋格具有以下特点：(a)这首赋格主题的发展相当不明显，从第二个主题的呈示开始，就已经打破了主题

原形的节奏以及音型。后面的变化更是使人难以辨认。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顾及到用左手来演

奏。(b)这个主题主要是以半音级进下行组成，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平均律中的十二个半音全都出现。因

此在分析中，笔者以主题的这个最重要的特征来确定主题。(c)在呈示部中，主题不是主属答题，并且在第

四次呈示时，主题以倒影的形式出现。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首前奏曲与赋格在写作中，作者打破了许多常规，以一种非常有创意的逻

辑来进行创作。 

二、这部套曲的演奏风格 

    在了解了谢德林的创作特点后，对他这部充满现代气息作品的演奏风格才能有个比较清晰的理解。演奏

者必须体会到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的创作思想后，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住作品的灵魂所在。对作品理解得

越透彻，对作品的演绎也才越有生命力。 

因此，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它的演奏风格。 

(一)由创作特点产生的演奏特点 

    1.演奏者对不协和音响的理解和掌握。 

    由于现代生活步伐的加快，人们的神经日益被绷紧，以及机器噪音的大量充斥，这种生活中的不协和越

来越多地被真实地反映在现代音乐作品中。谢德林的这部作品便正是如此。因此，演奏者应该努力去了解

这些不协和音响产生的背景，以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再弄清它们的音乐构成和所表达的音乐内涵，这是演

奏者要演奏好这首作品首先要突破的一关。 

    2.把握调式调性的扩展。 

    由于音阶材料的扩展，和弦外音的大量使用，因此，调式变得非常模糊，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大小调来衡

量调的变化，句尾和段落的结束处也常常不再是传统的三和弦。演奏者要用新的音乐分析方法来研究和倾

听这些作品。 

    3.处理“风格对位”。 

    首先要找出“风格对位”所在的位置，再去了解这些风格的背景和出处，研究它的风格特征，鲜明地将



其表现出来。 

(二)谢德林的个性风格 

    1.戏剧性的对比。 

    谢德林的钢琴作品充满了相互对置的戏剧性因素。作曲家年轻时的作品中就有这一特点，而它们后来成

为大师风格的一个标志。因此，要演奏好这些作品，既要做到有对比，又要做到有机结合，避免支离破

碎。 

    2.刚毅机敏、感情细腻。 

    谢德林的音乐常常带有冲突性、含有理智的紧张性，并且敏感而灵活。他不是用外在的渲染去增强音

响，而是运用钢琴的自然表现力去打动听众。谢德林并不追求飞快的速度，大量的经过句和音阶式进行都

很清晰，所有音调，都如同浮雕般的鲜明。因此，在演奏中，应该在非常稳重的基础上去表现乐曲中丰富

的内容。 

    3.现代的敲击手法。 

    谢德林继承了他的前辈——普罗科菲耶夫所喜爱的那种敲击钢琴的手法，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两种

独特的形态，即托卡塔式和坎蒂莱娜式。它们和持续而流畅的旋律线相对立地结合，构成了他的钢琴织体

特点和表现风采。 

    4.较为复杂的音乐语言。 

    由于音乐语言和乐谱记法的复杂化等因素，使他的作品较难理解，因而较少被演奏。所以，演奏者应努

力去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冲动、创作道路和创作成果以及时代背景。这是理解作曲家音乐内涵的

途径，也是研究谢德林和其他现代作曲家的重要课题。 

    5.与肖斯塔科维奇和其他作曲家风格的区别。 

    首先，在我们较为熟悉的肖斯塔科维奇《24首序曲与赋格》中，可以听到俄罗斯抒情歌曲、史诗歌、民

间舞蹈等具有特性的音调。这些充满民间音乐乐汇的创作风格，是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苏联作曲家所共有

的一个特点，而肖氏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例如，整首乐曲全部运用自然音调式(如C大调赋格曲)；

利用调式冲突音的对峙(如自然小调的导音与和声小调的导音、和声大调的六级音与自然大调的六级音等)；

运用革命歌曲、民间舞曲中的典型音调等等。因此，谢德林在构思这部套曲时，避开了这些已有的经验而

另辟蹊径。他在这部作品中，基本上没有那种模仿穆索尔斯基和包罗丁歌剧中人民场面的洪亮音响，而更

注重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层内涵的发掘，以及对古老的复调传统、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内心感受的揭示，

这形成了谢德林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观念手法融为一体的独特个性(例如，第二

十一首前奏曲完全象说话式的音调进行；第五首前奏曲模仿民间音乐即兴演奏的表现形式等等)。谢德林在

这些乐曲中，对苏联作曲家传统的旋律法、和声法、结构、节奏都作了大胆的突破。当然，苏联作曲家

中，不仅仅是谢德林才采用新的技巧，但他却是苏联当代音乐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

在吸收现代音乐表现手法的同时，保留了相当有价值的东西——俄罗斯音乐大师们、苏联的作曲家前辈们

所创作过的手法。 

    6.高度的复调技巧。 

对谢德林来说，复调音乐是天然的语言，不仅仅是音乐、而是生活本身。因此，在演奏中，清晰的声部进

行，准确的情绪起伏和分句，高度集中的听觉，熟练的演奏技巧等，这些高度的复调演奏技巧都是必须

的。 

(三)对现代演奏技法的广泛应用 

    在谢德林的钢琴音乐中，经常运用现代演奏技法。例如，运用偶然派音乐。在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中，

在节奏上使用了偶然派音乐；在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中，开始正式运用偶然派音乐。可以说，谢德林是最

先在苏联的钢琴协奏曲领域提出运用偶然派音乐的新课题。 

在这部作品中，现代演奏技法主要体现在前奏曲中对“自由节奏”的处理。这里的速度由演奏者根据作曲

者的演奏提示自由处理。这须要演奏者通晓作曲家的创作规律，并具有一定的即兴演奏能力。 

结  语 

    本文通过对谢德林钢琴套曲《24首前奏曲与赋格》的分析与研究，探讨这部作品的复调音乐语言特点以

及由此而带来的演奏风格特点，以此来进一步探讨现代钢琴音乐的演奏问题。 

    须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现代钢琴作品创作思维的认识在对其演奏中占据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现代

作品的创作思维与演奏思维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求演奏者不仅要有熟练的技巧，更要有过硬的对现



代音乐语言的分析能力。 

    本文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对谢德林的这部钢琴套曲、以及对其它现代钢琴作品的演奏与教学起到一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苏]梅利采尔：《谢德林的钢琴艺术及现代钢琴音乐教学》，载《乐府新声》1989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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