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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亚宾总共谱写了200多部钢琴作品，在这

些优秀的作品中，涵盖了26首练习曲。他创作的不同

作品在他的各个音乐创作阶段，可以反映出不同的音

乐特点。斯克里亚宾的早期作品充斥着浪漫主义的特

点以及年轻时期的幻想，表现出贵族的浪漫以及优雅

的氛围。在他的作品中，后期他走上了寻找“神秘主

义”和传递哲学概念的道路，创立了神秘和弦概念与

创作体系，而练习曲集OP.8是集斯克里亚宾创作于大

成的代表作品。他的钢琴作品也慢慢达到了神秘而非

凡的意味。

一、《斯克里亚宾练习曲》的创作特征

（一）“练习曲”的创作

“练习曲”这个词语的来源是法语的etude，原

本的意思指的就是学习和研究。纵观钢琴练习曲的历

史，它有一套完备的系统。在贝多芬之前，作曲家也

是表演者，他们往往是对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演奏，

所以之前的钢琴作品中鲜少会有专门的练习曲。

在18世纪，钢琴作品对于演奏的难度飞快地提

高，各地就涌现出专门创作一些给钢琴练习者的练习

曲的钢琴家，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车尔尼等，它们旨在

严格培养学生的表演技巧和基本功。这些练习曲大多

都是为了更高难度的作品演奏而做铺垫练习的，并且

通常很少具备独立的音乐性。后来，浪漫主义作曲

家，如肖邦、李斯特等都创作了许多有着较高的艺术

水平的练习曲。作为后起之秀的斯克里亚宾，他把复

杂而枯燥的钢琴技巧练习与美妙悦耳的乐句结合起

来，一方面表达出了音乐的内涵，让练习者感觉不再

枯燥，同时也实现了训练手指的目标，进一步促进了

练习曲创作的革新。

（二）“神秘和弦”的确立

斯克里亚宾在《普罗米修斯》作品中确定了“神

秘和弦”的这一概念，对“神秘和弦”有两种解释：

一是音乐理论学者通过斯克里亚宾的神秘哲学取名的

六个音符，将它们通过增四度、减四度和纯四度的排

列形成的；二是基于四度音程，通过自然泛音列来选

择的音阶形成的。

1927年，德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海曼·艾普夫

提出了“中心和音”这一理念，尤其是俄罗斯音乐理

论家霍洛波夫对它的原则展开了深刻的论述和梳理。

“中心和音”概念是指作曲家通过反复、移位、变

化、变形、衍生等方式，选择其美学上较为理想的、

具体结构和音作为音高关系体系。

在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后期，神秘和弦与中心和音

理论产生了非常密切的逻辑关系。首先，必须有一个

叫作“神秘和弦”的中心，然后“神秘和弦”作为音

的不协和组合，并使用不同的手法进行发展，这种高

度的复杂音程形成了整个作品的音高体系，可以体现

斯克里亚宾严谨的逻辑思维。

（三）《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的整体音乐特征

练习曲OP.8是斯克里亚宾创作的钢琴作品中的里

程碑。斯克里亚宾整体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根据属和弦

进行变体，在OP.8的创作里，他就运用了非常多的典

型的属七到主和弦的进行，然后根据属七和弦逐渐演

变出一系列属变和弦。后期流传广泛的“神秘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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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于属七和弦构成的，省略了五音，增加九音

和十三音，升十一音。可以看出OP.8给斯克里亚宾的

“神秘和弦”奠定的基础，也是体现出他对传统和声

学灵活掌握的代表作。在OP.8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

出斯克里亚宾的创作思路转变，初期是对晚期浪漫致

敬，然后开始试图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斯克里亚宾式风格。

OP.8是他初期的钢琴创作，这一时期中，斯克里

亚宾作品有三个显著的风格：抒情、律动和力量。抒

情风格是主导，通过较小的音量以及连绵的旋律来表

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像很多钢琴家一样，斯克里亚宾

作品在他的创作中期已从抒情的风格转变为期望，再

到最后后期创作阶段，就成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极端

风格。律动通常反映在速度层面，斯克里亚宾一部分

作品是急不可待地从头到尾的，例如OP.8 NO.2。这种

风格似乎是受到舒曼作品的影响。斯克里亚宾早期使

用带有律动的作品来抒发欢快的感觉，而后期的作品

就发展到了一种神秘的超脱风格。力量指的是斯克里

亚宾对于内心情感的表达，一般会积攒几个简明的乐

句或者动机，发展到最后进行迸发。

1.实例分析《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  NO.11》

斯克里亚宾的作品中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故意

避免使用浪漫主义时期作品中常见的创作手法。他一

直在摸索旋律和伴奏的配合，直到他的创作后期，斯

克里亚宾甚至避免运用“伴奏”这个词，取而代之的

是使用“和声”。（谱例1）《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  

NO.11》的色彩是阴暗忧郁的，这与OP.8 NO.10出现了

鲜明的对比，这与肖邦的Etude OP.25 N0.7非常相似。

OP.8 NO.11的旋律的连贯性非常强，就好像没有尽头一

样，主旋律和伴奏的和声形成了很大的差别，这与斯克

里亚宾其他作品中的旋律和声相融的风格大相径庭。

在练习的过程中，OP.8 NO.11以低音作为主要的

持续音，而高声部的旋律出现了很多的二度级进。声

部相互保持平衡在OP.8 NO.11的弹奏中非常重要。整个

OP.8 NO.11都是基于很弱的力量进行的，在OP.8 NO.11

的结束句中还出现了一个有着俄罗斯象征含义的“钟

声”，所以在练习的时候要留意力度减轻，来突出

“钟声”，并且要营造一种由近及远的感觉。

连续的弹奏和多变的色彩是OP.8 NO.11中最显著的

特点，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连奏和分句变成了这首

曲子的难点，在练习的过程中，旋律和伴奏之间的平

衡也应该得到很好的控制。

2.实例分析《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 NO.12》

这是整个《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的最后一首

作品，也是唯一一个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版本的曲子。

但是斯克里亚宾最后大大减少了第一版繁杂的主题，

对其进行精简，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动机，让OP.8 

NO.12充斥着斗争与反抗的色彩。（谱例2）

有人认为，OP.8 NO.12的创作手法非常类似于肖邦

的c小调夜曲；也有人认为斯克里亚宾在舒曼交响曲练

习曲的影响之下，这首作品中既有即兴的部分，也有

抒情的色彩；还有人认为，OP.8 NO.12的右手八度进行

谱例1

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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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仿照了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进行创作。但是，OP.8 

NO.12练习曲是斯克里亚宾初期浪漫风格的集中表现，

这是可以确定的。

A部分是通过同样的动机的6次向上模进，在音响

色彩上让听者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与A部分相反的

B部分是一段下行的进行，但动机和A部分比较起来没

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再现段的结构特征与OP.8 NO.1的

结构特征是非常像的，都采用了独立的乐句取代了A部

分的两个乐句，变化后的乐句形成了这一部分到尾声

的一个过渡。仔细观察这一部分，我们不难发现，结

尾的动机是用NO.12开始时旋律部分的四个音组成。

根据对于OP.8之前作品的分析，有些人可能会感

觉OP.8 NO.12的高潮部分会放置于再现乐段。然而，根

据历史记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在最终审查的时候取

消了最后的弱（p），反而将它改成了fff。所以，我们

能够看到，OP.8 NO.12的高潮部分其实是穿插在整个再

现部分和结尾部分里的。这种创作手法在整部OP.8中

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OP.8里面的大部分练习曲都是

较弱的力度，而OP.8 NO.12通过fff的结尾似乎是在向世

人宣告着OP.8的辉煌。

在练习的技巧方面，OP.8 NO.12对练习者来说有

着较高的要求。右手大量的八度音和七和弦，以及左

手长距离的弹奏，都要求练习者的手腕和手指应当十

分灵敏，在弹奏前一个音的时候要为后一个音做好准

备。因为右手部分的旋律音主要在高音声部，所以5指

的弹奏力度需要大于1指。

因为OP.8 NO.12大方向上来看是一个非常热烈的曲

子，因此大多数都是采用较强的力度来弹奏，这对于

练习者来说比弱的力度容易掌握。然而，f、ff和fff的转

换频繁出现，练习者应当处理好强力度中的层次感。

建议在演奏过程中注意OP.8 NO.12的渐弱标志，为强音

的到来做好准备。

二、《斯克里亚宾练习曲》创作的人文情怀

《斯克里亚宾练习曲OP.8》诞生于1894年，当时

的俄罗斯还处在政治和经济有着极大动荡的特殊时

期。尽管农奴制已经被废除，然而国内阶级矛盾还是

非常激烈，落后的经济发展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1881年，当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党暗杀时，亚历山大

三世又加倍严厉地打击改革的专制统治；最终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在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俄罗斯的战败而爆

发。

在同一时间，通神学以及降神术的思想开始流行

于欧洲大陆，俄罗斯原本的“神秘主义”也得到了发

展，这使得俄罗斯思想家开始研究宗教哲学学说。来

自各种领域的众多学者和艺术家也开始向这一新的哲

学思想的方向展开研究，同时将这一思想体现到自己

的作品当中。在这样的动荡年代，斯克里亚宾受到当

时的哲学、宗教以及艺术作品的巨大影响。一方面，

他吸取和借鉴之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的写作

手法；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过度效仿前人的作品，因

此就要对新作品持续处理和创新，摸索一条属于自己

的创作路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音乐哲学

思想以及音乐超脱。

对于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笔者

的理解仍然很浅，通过研究《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

OP.8》，不单单开阔了的艺术视野，还增长了笔者的

音乐知识。笔者也坚信，凡是任何关注和研究斯克里

亚宾作品的人，都会深深地被他的音乐思想和音乐

表达所吸引。本文只是对《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

OP.8》的简单探索，但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吸引更多

的人学习并关注斯克里亚宾的钢琴作品，最终发现更

多关于斯克里亚宾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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