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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科布·路德维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德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教育家，被誉为浪漫主义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大师”，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e 小调随想回旋曲》是门德尔松最著名的钢琴作品之一，也是早期作品中最具有代
表性的作品，虽然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但是仍然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严谨性，巧妙地将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体裁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写作
技法融合在了一起。本文通过从门德尔松的生平简介以及作品的曲式结构、和声、触键、旋律等方面分析《e 小调随想回旋曲》的演奏技
法和情感，结合自身的理解和演奏经验，为演奏者提供演奏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表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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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布·路德维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欧洲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处于浪漫主义繁盛的时期，
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很早就显现出了他的
音乐才能，他的作品既有古典主义的逻辑性又有浪漫主义的幻想
性，擅长用音乐来描写大自然的景色，作品以优美、纯净、高雅著称。
《e 小调随想回旋曲》是他的早期钢琴作品，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
首乐曲。在这首乐曲中，作者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将对大
自然的热爱和美好用钢琴表达了出来。作品包含了随想和回旋两
个部分，其中旋律优美，富有幻想性，具有抒情性和舞蹈性的特征，
没有较强的戏剧冲突，赋予了音乐诗情画意的美感。作者采用回
旋曲式的结构，将心中美好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作品创作背景
19 世纪是西方音乐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古典主义和浪漫

主义相互交融的时期。在创作风格上，作曲家们要求挣脱束缚，
获得自由，极端强调个人主观情感的表现，作品都带有个性化的
烙印，旋律抒情性大大加强，伸缩性很大、和声也是一种重要的
表现手段，在功能和声的基础上加强了色彩的变化，对和声的结
构进行了扩展，不协和和弦被更加自由的运用。在文化传统上，
“19 世纪又是民族主义的世纪，音乐家们更注重民族性，他们搜
集出版民歌，选取民族的历史传说、自然风光、人民生活为题材，
大量运用民间歌曲的舞曲的音调节奏，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
语汇，为 19 世纪音乐增添了新的色彩，”从体裁上看，它突破了
传统音乐风格的局限，形成了“标题音乐”、多乐章交响曲、单
乐章交响诗、独奏小曲等多种风格。

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生都过着富
裕的生活，没有痛苦悲惨的经历。由于具有丰富的文学修养，所
以他的作品大多数都富有诗意 yi，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门德尔松的母亲喜爱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使门德尔松从小就接
触到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了解到了古典主义时期音
乐的创作方式与结构。同时他又受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诗歌、
绘画等影响，《e 小调随想回旋曲》是门德尔松在他 15 岁时进行
创作的，属于他的早期钢琴作品，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此曲最初以《练习曲》的方式进行出版，
经过后期修改，1830 年以《随想回旋曲》的名称再次出版。作品
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该曲具备了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
双重风格。

二、曲式结构特征
《e 小调随想回旋曲》是一种大型的回旋曲式结构，包括随想

和回旋这两个部分：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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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部分（1-26）：Andante 行板，并列单二部曲式，4/4 拍，
节奏规整，在E大调上进行，前3小节右手是E大调的柱式主和弦，
力度为 pp，左手八度是主旋律，给人以神秘的感觉。第 4 小节，
是第一部分的主题旋律，通过左右手的转换，右手转为主题旋律，
富有歌唱性，左手为伴奏柱式和弦，4-12 小节是一个转调乐段，
4+4 的方整性平行乐段，在第 10 小节，调性由 E 大调转向 B 大调
并终止。13-26 小节是第二部分，从第 15 小节开始左手一直有八
度的附点节奏型，并一直持续到 23 小节。在第 18 和 19 小节右手
以八度下行，情感在 ff 中达到高潮。在高潮结束后，音乐逐渐趋
于平缓，力度再次回到 pp，为回旋部分做了准备。（见图 2.1）

（图 2.1）
主题 A（27-65）：6/8 拍，e 小调，与随想部分是同主音大小

调的关系。是一个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以弱拍进入，跳音的频
繁使用，以及左右手采用卡农的手法进行，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
场面，给人以活泼、轻松、愉悦的感觉，表现出儿童欢乐玩耍的
场景。从第 40 小节开始是单三部的中段部分，第一个乐句右手是
主和弦音，左手是在三个八度内的单音跳音，第二个乐句是对第
一个乐句的变化再现。49-51 小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引出单三
部曲式的变化再现部分。（见图 2.2）

（图 2.2）
插部 B（66-101）：在 G 大调上进行，由双乐段构成，第一

乐段 66-81 小节，右手为分解和弦的单音旋律，左手的伴奏声部
为低音加和弦的织体形式，是一个舞曲形式的和弦，中声部是主
和弦双音的填充，这段的旋律优美深情。第二乐段 82-90 小节，
是第一乐段的变化再现，主旋律由右手换到了左手，降低了一个
八度，给人的感觉更加沉稳，右手为分解和弦的琶音伴奏形式，
在 90 小节形成半终止。从 91-101 小节是乐句中的扩充部分，主
旋律再次回到右手，并且以二度下行的方式进行。97-101 小节音
乐为左右手交替的八度进行，在 ff 中音乐达到高潮，并最终在 G
大调的主和弦上完全终止，引出变化再现 A1。（见图 2.3）

（图 2.3）
连接 1：（101-110）是乐曲的连接部分，调性转为 e 小调，

右手上声部为主旋律音，左手呼应右手的旋律，两手交替时应连
贯的进行，随后在110小节的后一拍引出变化再现A1。（见图2.4）

（图 2.4）
主题 A1：（111-153）单三部曲式，e 小调，从 124 小节转为

E 大调，139-153 小节是对插部 B 的变化再现，突出右手的上方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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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148-151 小节以上行小二度模进行，力度也达到 f，并最终终
止于 E 大调的五级和弦。（见图 2.5）

（图 2.5）
插部C:(154-197)以右手分解琶音十六分音符的快速跑动为主，

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左手是 E 大调柱式主和弦作为伴奏织体，演
奏和弦要轻巧，要做出强弱的对比，171-174 小节左手的八度为旋
律音，在 f 中音乐达到高潮，与随后 pp 的半音阶跑动在力度上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179-196 小节是对 154-178 小节的变化再现，最
后以 ff 和 sf 的三度下行结束在 E 大调的主和弦上。( 见图 2.6)

（图 2.6）
连接 2：(197-206) 是连接 1 的变化再现，起着过渡以及再次

引出主题的作用，调性也由 E 大调转为 e 小调，旋律平稳，在渐
弱和渐慢中引出主题 A2。( 见图 2.7）

（图 2.7）
主题 A2：（207-226）e 小调，速度上回到原速，207-210 是

主题 A 的缩减再现，211-226 是一个扩充的部分，右手是单音和
双音的跳音旋律进行，左手是八度的进行，最后渐弱渐慢，引出
尾声，并与尾声在力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 2.8）

（图 2.8）
尾声：（227-242）左右手八度交替上行，力度由 ff 和 sf 的强

奏，达到了全曲的最高潮部分。在 e 小调的属七和弦和主和弦的
交替进行中，最终终止于主和弦上，结束全曲。（见图 2.9）

（图 2.9）
三、抒情性的旋律特征
音乐的节奏、节拍、力度、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

等因素构成了一部音乐作品的基本元素。当我们在弹奏一首作品
时，一条清晰的旋律是这首作品的关键部分，要能够准确地把握
作品中旋律的线条，从而更好地演奏作品。下面将对作品中出现
的不同旋律进行论述：

抒情歌唱的旋律特点：曲调优美、流畅，所表现的情感比较
细腻，节奏和节拍较自由，舒缓悠扬，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
家们较常用的表达方式，使器乐的旋律具有了声乐的歌唱性。

在第 4 小节中，右手旋律的几个单音给人一种直击心灵的感
觉，要演奏出安静，抒情，柔美的音响效果。在演奏这几个音时，

要用指腹的力量轻柔的演奏这几个音，像抚摸自己心爱的东西一
样温柔，一定不能生硬的下键。弹奏第5小节的装饰音时，要轻巧，
灵活，不要弹的很笨重。把握好音乐的力度，将旋律的起伏做出来。
（见图 3.10）

（图 3.10）
在第 67 小节中，也就是插部 B 中，右手高声部是旋律部分，

为 G 大调的分解和弦，左手为低音加柱式和弦的形式，这段的旋
律给人的感觉优美，深情，在演奏时要控制中声部的力量，弱下键，
突出右手高声部旋律的部分。（见图 3.11）

（图 3.11）
四、舞蹈性的节奏特征
圆舞曲是最具有舞蹈性特点的音乐，一般都是三拍子（3/4拍、

6/8 拍等），具有强弱弱的节拍规律，旋律流畅，节奏鲜明活泼，
往往突出第一拍的重音，速度较快，富有动感。

这首曲子的回旋部分节拍由随想部分的 4/4 拍变为 6/8 拍，主
部具有舞蹈性的节奏特征，速度 Presto 为急板，旋律活泼、轻快、
灵动，与随想部分和插部部分的抒情歌唱性的旋律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运用了复调音乐的创作手法，在演奏跳音时要轻巧，力度
弱的同时音不能虚。采用连音和跳音相结合的手法，使旋律更加
轻巧，灵动，就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映入听众的眼帘。（见图4.12、
4.13）

（图 4.12）

（图 4.13）
不同时期的音乐家们所处理的踏板踩法也会不同，在演奏中

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也不同，从而对曲子的处理往往不一样，甚
至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在踏板的运用上，我们不能只把它当作是
一种辅助演奏的工具，而应该把它作为乐曲情感表现的手段之一
来进行运用。也就是说，当我们弹奏一首乐曲时，要根据音乐所
传达的情绪和内容，对音乐中的踏板进行取舍，选择合适的踏板
来进行演奏。

结语
门德尔松是一位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他的创作风格

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力和技巧性，同时也颇具古典主义的规范性
和理性。他的音乐作品广泛受到欢迎，并对后来的音乐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包括勃拉姆斯、舒曼、柴可夫斯基等。《e 小调随想
回旋曲》包含了作曲家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在
演奏这首曲子时，不仅要掌握一些和弦、跳音、八度、双音、音
阶和琶音等技巧性的练习之外，还要对作曲家有一定的了解，并
准确的把握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和曲子的情感，才能更好地诠释作
品，从而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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