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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论巴赫的时候，常常还会提到一个词汇，那就是他曾经生活的“巴洛克”时代，

“巴洛克”（baroque）一词源于葡萄牙语“baroco”，原意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在 17—19

世纪为贬义词，形容文艺复兴晚期建筑和美学等领域出现奇异的艺术风格。如 17 世纪意大

利的建筑风格，许多教堂的大圆顶，就好像一颗颗不规则的大珍珠，为了炫耀财富，象征富

有和奢华。到了 20世纪初，“巴洛克”为中性词，成为 1600—1750 年这个时代音乐风格的

代名词。而现在的涵义是指 1600 年—1750 年中，气势宏大、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的艺术风

格，代表了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一种风格的一个名称。1600—1750 年这 150 年在音

乐史上通常被称为“巴洛克”时期。其音乐特征是大小调体系取代了中世纪的教会调式体

系。持续低音的广泛使用，和声日趋复杂，旋律富有流动性，对位法的发展，二部曲式结构

的音乐极为普遍，复调音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体。  

  巴赫是 18 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把复调音乐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当时最

伟大的复调音响建筑师，是钢琴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是西方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

音乐家，他将深刻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注入到严谨复杂的曲式结构中，“把人们丰富的内心情

感世界用作品严密工致的外部形式表现出来。”  

  巴赫出生于德国中北部的一个著名音乐世家，从小到大，他学过小提琴、管风琴和古钢

琴。并长期在教堂任管风琴师。受宗教环境、气氛、音乐的熏陶，因此对艺术的创作和艺术

家的职责有着宗教的观念，对音乐的热爱和宗教的信仰是融为一体的。他的性格内向、坚强、

待人谦卑、质朴，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在他的管风琴音乐中充分体现出了新教的精神。

他以处在苦难中的民族所特有的内省方式来探索人生的真谛，把对人生和对世界的理解直接

用音乐表达出来。他的音乐一方面深深的植根于德国传统民间音乐和宗教传统文化上；另一

方面，又创造性地吸取了外民族的音乐素材；丰富多样的音乐语言，有着鲜明的个性。他音

乐中的悲哀与痛苦的体验，光明与希望的追求成为世代音乐的永恒主题。从巴赫的音乐里我

们可以听到最纯朴、最真实的心灵诉说，并在其中寻找到安宁与和谐的精神家园，被人们称

为“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最有感触的音乐。  

  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古钢琴音乐中的最高杰作，首次完整地运用了十二平均律

来创作，按照半音的顺序遍及二十四个大小调，所以《平均律钢琴曲集》又叫做《四十八首

前奏曲与赋格》（上、下两集）。我对下册第十四首《#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了美学形

式美法则角度的探析，“形式美的法则主要体现了：和谐、对比、整齐一律、对称均衡、调

和对比、节奏韵律、多样统一等”，① 在这首作品中处处体现出对比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

前奏曲是一首怀着一丝淡淡忧郁的咏叹调，用模仿复调对位的手法写成，以一个优美的旋律

为主，形成较为自由、流动，并且加以各种处理发展而成的三部曲式结构。是巴赫内心情感

的真实流露。赋格是一首有三个声部层次的具有重唱性质的音乐，逻辑结构和形式十分严密，

坚实稳定的和声基础作为底部，三个声部复杂的交织发展，在主题的展开和多层次的结构造

型上给人们一种时间和空间艺术上的感受，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性和均衡的结构感，在答题和

对题上进行多种多样的转调和变化，各声部之间有时紧张对立，有时舒缓宁静，和谐之中有

着向外的张力，就好像教堂大圆顶向上突起的尖端，企图冲破原有平衡秩序的一种动力感，

在动态之中又有着相对的平衡，前奏曲与赋格连在一起，既形成对比、相互之间又起着补充

的作用，全曲具有高度的辩证统一性。  

  一、从对比性原则来看这个作品，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点：  



  1、协和与不谐和的对比：  

  ⑴音程的对比：在巴赫的音乐中，“具有宇宙结构的平衡与和谐，具有虔诚宗教信念的

崇高与圣洁，具有内在的精神体验的运动与静谧。”②然而，从音乐内部的运动结构来看的

话，整体协和的表面中实际包含着大量不谐和的因素，例如赋格开始的主题句中就包含了连

续的二度进行，在第十七小节地一拍的上声部的延留音 D和中声部的 E音构成一个大七度。

第二十小节开始，第二主题声部大量使用了二度和七度进行等等。这些不协和音响都被隐藏

在协和音响的内部，常常用倚音、经过音、延留音等和弦外音或装饰音的方式出现。正是这

些不协和音程的存在，才与其它比较协和的音响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协和与不协和音

程的对比、矛盾、冲突到矛盾的解决，使巴赫的平均律具有永恒的动人魅力。  

  ⑵调性的对比：前奏曲的调性开始于#f 小调上，主题乐思在高音#F 上，带有一种淡淡

的忧思，旋律线延绵不断的横向进行，使整个思念情绪悠长连绵。在第二小节的高声部，音

符迂回流动，给人欲言又止的情绪波动，长线条的三连音由低到高的上行级进由转调过渡句

从容地推向了#f 小调的属关系#c 小调上，从十七小节开始，旋律线条逐渐上升到了最高点

B 音之后，调性转入了明亮的 A 大调之中，在第三十小节再现段，调性又回到了#f小调，直

到结束让人沉浸在#f 小调的主和弦之中。用图示表示为#f——#c——A——#f。赋格的调性

对比则更加频繁，第一主题由#f 小调开始，高声部第三小节则从#c 小调开始到第六小节结

束，经过两小节的调性的游移回到#f 小调上，第一主题出现在低声部，到第二十小节的第

三拍结束在 A 大调上，第二主题在 D大调上，第二十八小节的第四拍上，第一主题在 b小调

上进入，而在第三十四小节，第一主题又在#c 小调上，第三主题是在第三十五小节的第三

拍以温馨的 E 大调的入侵开始的，再现部是从中声部的 b小调开始的（第五十一小节的第四

拍），从第六十六小节的第四拍又回到#f 小调直到结束。图示为：  

#f——#c——#f——A——D——b——#c——E——b——#f 

  第一主题              第二主题        第三主题  

和声的进行使音响浑厚、复杂，体现出稳定——不稳定——更不稳定——稳定，这样的进行

更增强了协和与不谐和的对比。这正是巴赫音乐内部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所在。  

  2、高与低的对比：  

  前奏曲的主题旋律声部之间的对比，表现在第一小节主题由高音#F 开始，在第二小节

的中声部以低八度的变化模仿奏出主题，第三次主题在第十二小节#c 小调上开始，运用复

调的模仿手法在下方四度上对主题进行模仿。同样在第十三小节对#c 小调的第十二小节的

主题进行低八度的模仿。而赋格声部是由几条并行不悖的旋律线条组成，每个线条又有各自

的发展，与其它各线条形成声部间的对比，体现了多层次、多线条、多重性的复杂思维。在

这个作品中，每个音符都有着独立的意义，虽然在音乐中每个音符都被严密地组织在一定的

声部关系之中，但它们每个音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意义，即每个音的音色问题。高音的音色代

表了情绪的高昂、激动、积极、紧张；而低音的音色则代表了一种情绪的低落、松弛、平静

与消极。如在赋格里，第一主题（1—20 小节），旋律音线由断奏法奏出，显示出了一种不

安跳动的情绪；第二主题（21—36小节），由连音奏出，显示出坚定有力，稳步上升的情绪；

第三主题（37—55小节），由具有流动性的十六分音符组成，表现出一种流动的柔和、平稳，

因此可以看出，第三主题流动性的音色与第一主题的跳动和第二主题的稳定音色各形成鲜明

的对比。  

  二、从均衡性原则来看，表现在以下几点：  

  1、曲式结构的均衡性  

  前奏曲共四十三个小节，在作品第二十一小节处有个平行 A 大调的终止把乐曲一分为

二，但在前半部分第二层次，主题旋律在#c小调上出现（第十二小节），后半部分的第二层

次主题旋律又回到主题#f 小调上再现（第三十小节）。主要乐思的两次出现，把乐曲分为三



段，以中间部分作为对比，两端构成呼应的完整一体的三部曲式结构。  

  2、声部间的均衡性  

  在这三声部赋格音乐中，声部之间相互对比、交融、穿插与结合，没有任何一个音是超

出声部组织之外的。每个音都相互制约、相互关联、互相围绕着同一个核心运动着，就好像

宇宙里的星系结构一样。在声部与声部之间最重要的体现出了平衡和谐原则，每个声部之间

基本在相同的力度水平上，没有孤立地强调某一个主题或因素，而是尽可能地揭示出每一个

细节中的有意思的方面，横向揭示出声部清晰、连贯、特性鲜明与自然地歌唱；纵向揭示出

层次分明、不协和与协和之间的矛盾对比与解决。“整体揭示出各层面的均衡性，从而完整

地体现出赋格的纯音乐的、超自然的、哲学思辨的、神圣而深刻的均衡性”。不但注意到每

一个音符的良好音色，而且更多地注意到音与音互相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每个声部中的单个

音符相互联系起来组织成了良好的音乐线条，并且使各个声部组织成良好的声部关系，而且

又使得整体具有了十分和谐的效果。就好像在编织一件毛衣，每一层横向发展绵延不断的旋

律线是纬线，而纵向交织的就是经线，从而在纵横两个方面把音乐编织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综合体，如何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是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

标准，巴赫的这首《#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把矛盾和统一体现得淋漓尽致，把对比、矛盾

发展到了极致，然而最后全部将其完满的解决，充分把美学中的诸多原则融入了其中，由此

可以看出巴赫的《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是复调音乐中的不朽之作，是后世音乐家复调创

作的典范，分析与研究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学习弹奏钢琴复调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沈旋，谷文娴.西方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2] 赵晓生.时空重组——巴赫平均律键盘曲集新解（上）[M]. 上海：上海音乐音乐出版社 2005  

[3] 林华. 我爱巴赫——巴赫钢琴弹奏导读.[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4] 张洪岛. 欧洲音乐史.[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