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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八首钢琴四手联弹演奏分析

邓　宇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储望华是著名的澳籍华裔作曲家、钢琴家。他一直专注于钢琴作品的创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作品质朴清新，

个性鲜明，富于时代感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在中国风格钢琴音乐创作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21世纪以来，储望华主要致力于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他创作出版了20首钢琴四手联弹的作品。本文从中选出以中国民歌改编的

8首钢琴四手联弹作品进行演奏要领分析，并对这8首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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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老师作为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能有

幸上大师的课，现场聆听他的作品音乐会，得到他的直接的指导，

和他面对面的交流。从和他的谈话中得知，钢琴文献可谓是浩如烟

海，可是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却比较匮乏，特别是我们中国风格的

四手联弹作品就更加稀缺。

因此，他认为创编中国风格的、具有可听可弹性、适合教学

以及有很好的演出效果的四手联弹作品是我国的钢琴艺术发展到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重大课题。于是，近年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在钢琴四手联弹的创编上，一共创作了20首中外名曲改编的四

手联弹作品这些四手联弹作品被他自己视为他晚期创作生涯的主要

作品。其中有8首用中国传统民歌改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

和社会价值，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这八首民歌改编四手联弹的演奏

要点进行分析。

一、风格把握

这些作品是中国各地的民歌改编的，各自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和风格，在题材、调性、速度等方面都有他们各自的风格和特点。

因此把它放在首位，从总体上正确的把握风格，可以对其他方面起

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首先，我们要查阅文字资料，了解作品中取材的民歌是哪个地

域的民歌，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民歌，比如是山歌、小调还是劳动号

子。歌词表达了什么内容、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对以上内容基本了

解之后，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音响资料，听一下民歌原本是怎么唱

的，对它的速度、节奏、调性等方面有个直观的听觉上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研究谱子，通过谱子上的符号了解作

曲家传递给我们的讯息，分析调性、和声、划分曲式结构，再结合

前面做的案头工作，把整个乐曲基本的情绪、速度确定下来。

二、音响平衡

钢琴四手联弹由其演奏特点所决定，作品多是由多个声部构

成的。因此，根据音乐的需求，力求声部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四手

联弹的演奏是至关重要的。要弹好这些四手联弹作品，演奏者在考

虑各自的左右手的音响平衡、旋律与伴奏的的平衡、和弦各声部的

之间的平衡、主旋律与支声部的平衡、伴奏声部中根音节奏与和弦

弹奏的平衡等等声部关系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两个人之间的音响平

衡。

例如《牧歌》的一个片段，主旋律由第二钢琴的右手的高声

部奏出，应该是所有声部里面最突出的，中间还隐伏着双音的内声

部进行；第二钢琴的左手是和声的根基，并且也隐伏着线条简单的

低音旋律，就单看第二钢琴部分，就存在三个声部，在这种情况

下，第二钢琴的演奏者就要先把右手内声部的双音就一定要控制好

音量，不能强于主旋律，左手低音旋律比右手内声部略强，但又不

能超过主弦律。同时，第一钢琴的右手是在高音区奏出双音和柱式

和弦交替进行的伴奏音型，左手则主要是单音副旋律，单从第一钢

琴部分看，要突出左手的副旋律声部，右手的伴奏音型要控制好音

量，特别是三和弦的处于内声部的大拇指的音量。因此，第一钢琴

的右手和第二钢琴右手的内声部应该属于最轻的一个力度层次；第

二钢琴的左手有带低音旋律，属于稍重的力度层次，但因为钢琴低

音区与高音区共鸣的自然差别，所以也要注意控制音量；然后就是

第二钢琴的左手副旋律稍微突出一些，但不能超过第二钢琴右手的

主旋律。

我们再来看一下《红彩妹妹》的结尾段落。首先，主旋律由第

一钢琴的右手加花奏出，演奏的时候要注意稍微突出主干音，加花

的音符要稍加控制；第一钢琴的左手是副旋律，和右手形成复调。

因此，从力度上看，有两个层次，主旋律最突出，副旋律和加花的

音符稍加控制；我们还可以从奏法上区分一下这两个声部，右手以

长短相间的连奏为主，而左手则是以跳音为主，这样，两个声部的

音乐形象就更加鲜明。

其次，第二钢琴基本充当伴奏的角色，左手是单音正拍奏出低

音旋律；右手则是以柱式和弦的形式和左手配合出现在每一拍的弱

位上，需要注意和弦内部三个音的声部平衡，并且，和声连接过程

中，变化的那个声部可以稍突出一些。就第二钢琴来看，肯定是左

手相对突出，右手控制音量。

三、踏板的运用

四手联弹中踏板的运用较之钢琴独奏的踏板运用，更为复杂。

因为其中的一个人要为两个人踩踏板。一个人要在协调好两个人肢

体配合的基础上，考虑四手合作的声音、声部、和弦、织体等各方

面的因素统筹设计来运用踏板。因此，在练习演奏之前，两位演奏

者应该充分熟悉彼此的声部之后,根据音乐的旋律进行、节奏的变

化、和声的变化等来研究如何使用踏板,在彼此对曲目理解透彻的情

况下，达成共识后确定踏板的使用方案。

我们会听到一种论调，认为四手联弹乐曲中，踏板可能会影响

声部间的清晰度，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少用踏板。这样的可能性当

然存在，但有技巧的浅踩踏板，并且经常变换，就可以尽可能的在

保证清晰度的情况下，使得声音丰满。

下面，结合储望华在四手联弹踏板方面提出的几点要求，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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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怎么样从音乐本身出发来设计踏板、使

用踏板。

（一）大胆使用踏板

在乐谱中，有些部分是作曲家标明踏板的，这些踏板的意思是

在这些乐句的地方，必须按照标出的踏板记号运用踏板，才能够奏

出乐曲应有的音响效果，达到作曲家想要的效果。这不代表没有标

注踏板的地方就不需要踩踏板，而是要考虑充分地使用踏板，除了

一些段落，需要跳跃、干脆、清晰的声音，不要用踏板。

例如《凤阳花鼓》的结尾部分，谱面上没有标记踏板，如果我

们完全不踩踏板，音响效果就比较干涉，比较单薄，气势出不来，

乐曲欢快的节奏与热烈的气氛就表达不到位。因此，我们需要根据

和声的变化使用踏板，使得琴声更加有共鸣。

再有，这些作品都是由民歌曲调改编的，中间存在大量的歌唱

性的旋律，光靠手指连奏表现不充分，我们就可以运用踏板，使旋

律富于表情，更加柔美，更为连贯。

例如《凤阳花鼓》的中段，由第二钢琴演奏旋律，配上减三和

弦和减七和弦的半音下行和声，谱面同样没有标注踏板，但我们同

样需要将旋律的特点与和声进行结合起来，设计该如何使用踏板，

从而使声音更加丰满和歌唱。

（二）勤换踏板

在踏板的使用当中如果演奏者倾听得不够，踏板换得不好，就

会出现踩得过长或换得不干净的情况，音响效果就会含混不清、拖

泥带水，甚至乱作一团。在四手联弹中，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因

此，踏板的使用应当为细致、谨慎。踏板的使用不能影响四个声部

的和声进行，更不能使不同的和弦重迭起来，将和声在每一个新的

变化之前的一瞬间放掉踏板，然后在弹新的和声的瞬间精确地踩下

踏板，以确保让每一个和声听得非常的清楚。

例如《拜大年》的开头，一连串的七和弦的运用，我们在踩踏

板时就更加要做到及时更换，根据和声变化把踏板换干净。

（三）部分踏板与短踏板的运用

钢琴踏板运用中，任何从制音器在弦上整个停留到某种程度的

碰撞都是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延迟制音器声音的部分释放而产生半

踏板、1/4及3/4踏板。在这些乐曲中，有些段落不踩踏板不行，可

是踏板全踩到底，哪怕及时更换也不能表现出作者的意图，我们就

会用到这种部分踏板。

比如，内蒙古民歌《牧歌》，储望华说“它是一首充满柔情的

草原‘夜曲’”。它的开头的引子部分为了营造一种在月色洒满苍

茫草原上朦胧的意境，我们就不能把踏板踩的太实，只能踩一半。

并且，当踏板更换之间和声保持不变，但又不需要共鸣的充分集

结，半踏板是特别适用的，它使得和声不会变得太模糊，然而还会

充满一种朦胧的气氛。

又如《五更调》的中第一个片段，第二钢琴的伴奏织体是十六

分音符分解和弦，并且由于是五声调式，有二度反复。如果在十六

音符上更换全踏板，就会产生有连线的成块的效果，然而用1/4踏

板就能够达到恰到好处的融合旋律的连贯和织体的清晰。

再如河北民歌《红彩妹妹》第二段，第二钢琴中的柱式和弦伴

奏，特别是跳音的和弦，往往必须稍微延长一点，以避免声音过分

干硬，只有踩一半的“点一点”式的短踏板才是取得这种效果的有

效方法。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旋律隐伏在由分解和弦中，决不应踩满踏

板，使旋律线的轮廓模糊、消失或形成一片的和声效果，可在旋律

音时用“点一点”式的短踏板、半踏板，起到突出旋律音的效果。

（四）左踏板的运用

左踏板也叫弱音踏板，它的作用是减轻音量并且改变音色，使

得音色更加丰富，使音乐充满活力、富有生气、更有光彩、更加迷

人。在这八首作品中，有一些段落是储望华标注要使用左踏板的。

例如《牧歌》的尾声部分就需要用左踏板，乐谱上标了PPP的

力度记号，踩下左踏板后，一方面可以帮组手指控制音量，做到尽

可能的弱，并且从音色上色彩的改变，再配合右踏板的使用，给人

若隐若现，渐行渐远的感觉。

我们在以后的教学和演奏中，注意以上几点，就能更好的演奏

这些作品，让它们发挥更大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储望华的这八首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社会价值。

首先，这些传统民歌原本的演唱形式并非是一个人单独演唱

的，比如说对唱、重唱、一领众和等形式，因此，被改为钢琴四手

联弹的演奏形式后，由于声部的增加，从表现形式上能更好的表现

这些民歌的历史风貌。例如：曲艺《凤阳花鼓》就是模拟其曲艺形

式，通过采用四手联弹的表现手法，将这一民族音乐形象表达得淋

漓尽致。

其次，由于钢琴是西方的乐器，从钢琴教师到钢琴学生基本都

是弹着西方传统的钢琴教材开始学习钢琴，从一系列的车尔尼练习

曲到巴赫创意曲集，再从莫扎特到贝多芬的奏鸣曲……数不胜数的

外国作品，而我们自己民族的钢琴作品曲目量显得就凤毛麟角了，

中国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就更是比较匮乏。因此，这些作品的意义

就更加显现出来。

最后，这些改编自中国传统民歌曲调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对

中国民歌的普及与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储望华的改编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深受大家的

欢迎，至今还在钢琴教材和音乐会上被广泛选用。他的创作理念、

创作追求至今还对我国的钢琴音乐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品

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期待储望华先生以后有更多

优秀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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