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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 《前奏曲》的音乐风格与演奏技巧 
周 梅 

摘要：肖邦的音乐作品在音乐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 

中钢琴作品 《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更是音乐艺术殿堂中的瑰 

宝。我们通过分析肖邦创作前奏曲的背罱和灵感，来感受这部 

音乐作品的美妙。这部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将民 

族性、抒情性、幻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和声还是复 

调都达到了极高的创作水平，演奏者必须掌握好 “泛音”的使 

用、 “节奏”的把握和 “踏 板”的配合技 巧 ，才能演奏 出更为 

完美的钢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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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是世界音乐史中极富天赋的音乐艺术家之一。浪漫 

主义的音乐风格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肖邦巧妙地 

将 自由奔放的音乐节奏、别具一格的曲式 、朗朗上 口的旋 

律、各式各样的和声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洋溢着一股蓬勃 

向上、摇曳多姿的氛围。其中 《前奏 曲》便是浪漫主义作品 

的典型代表。欣赏肖邦的作品必须从最佳的切入点进去，无 

论是基本情绪、附属精神还是音乐风格，都是值得探究的。 

“雅俗共赏”是总结肖邦音乐风格的最好词语。他创作的钢 

琴曲给人一股潺潺流水般的感觉，个人情感因素和生活感悟 

的融入使之更加贴切化。无论是音乐形象还是音乐体裁，都 

如同一幅幅绝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展现在观众面前。肖邦的 

《前奏曲》是钢琴殿堂上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作品。 
一

、 肖邦与 《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 

肖邦于181O年出生于波兰华沙，母亲是正宗的波兰人， 

而父亲是法国人。用神奇来形容肖邦的一生不为过，因为他 

深深的爱国情怀、对漂泊的感悟和音乐上的造诣都是别人难 

以企及的。钢琴曲是他最为擅长的乐曲，各式各样的体裁都 

被他涉猎过。l9ti!纪后期的世界音乐因为他以及他的作品开 

始注重对浪漫主义和民族音乐的创作和欣赏。肖邦对待音乐 

的态度是严谨而乐观的，古典音乐中的精华被他汲取过去， 

他还加入了自身对音乐独特的理解和感悟，在不断创新和总 

结的过程中开始倾向于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同时将波兰民间 

音乐的特色很好地运用了进去。 

《二十四首钢琴曲前奏曲》的创作源泉就是丰富而神秘 

的 “万花筒 ”。1836年肖邦就开始着手准备，历时三年完 

成。可以说 《二十四首钢琴曲前奏曲》的创作过程就是肖邦 

对生活感悟的心路历程。任何一个小曲都贴上了鲜明的浪漫 

主义标签，里面的音乐标注便是乐曲中最基本的情绪表达。 

全部前奏曲没有一首的表情和内容重复。随着肖邦创作风格 

的日益完善，前奏曲是一个最好的展现，无论是风格特征还 

是音乐色彩都是与众不同的。 

二、 《前奏曲》的音乐风格 

(一)民族性、抒情性和幻想性完美统一 

《前奏 曲》不仅具有幻想性和抒情性，还将民族性深植 

其中，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意大利歌剧对 肖邦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独特的音乐风格依赖于引人注 目的歌唱方式； 

肖邦的作品中融入了鲜明的民间舞 曲风格，这正是波兰民族 

音乐对他的影响之一。前奏曲中的抒情性就是两种音乐风格 

结合 的最好阐释。 

肖邦将精致轻巧的旋律线条和严谨有致的和声部分带到 

了前奏曲中。节奏的加入、和弦音的调配、花音的融合和适 

当的离调都是 肖邦作品丰富多彩的原因。第四首的主题旋律 

已经响起了三次，a小调是首次，旋律比较委婉弯曲，像是 

低声吟唱的音乐家在发泄心中的痛楚。一二两个分句之间巧 

妙地衔接过去，持续音出现在最后，以增加主题渲染效果。 

二、三主题之间的音调在不断变化着，首先是五度直接跳跃 

到G大调，而第三次明显是向下二度直接跳跃到c大调上。相 

同的旋律并不影响音乐的不同展现，转调在欣赏过程中是很 

顺其自然的。单纯的16小节 肖邦便将No．7作品发挥到了极 

致，他运用了和声的手段，多声部也在其中，二分音符的加 

入彷佛有了舞蹈轻盈的感觉。 

(二)和声编排婉转而富有变化 

《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整体依赖和声编排达到婉转而 

又不失变化的效果。听众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彷佛进入了梦境 
一 般痴环。单纯的主题旋律不能到达这样的意境，和声的编 

排才是关键。音乐作品要想富有极其澎湃的感染力，就必须 

利用好和声的效果，旋律在和声的帮助下会显得更加丰富多 

彩。古典主义采用的和声语言更加内敛化，而浪漫主义采用 

的和声语言更加自由奔放。这也是两者不同的地方。 

《前奏曲》以浪漫主义和声语言为主，但是从未抛弃过 

传统的和声原则。可以说肖邦的 《前奏曲》是十九世纪最具 

创新色彩的钢琴曲。当然，肖邦并没有束缚在时代对于和声 

的定义下，而是将和声的创新勇敢地运用在 自己的作品中。 

那波里六和弦是他创作的一个铺垫，由此衍生出增六和弦、 

属九和弦等。可以说肖邦就是音乐界的画家，他将和声当作 

是 自己绘画的工具，在调料板上肆意发挥，和声和旋律互相 

交错着，最终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风景。 

和声在 《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甚至可以说这个创作是独一无：二的，在创新的基础上还加入 

振奋人心的环节，这一切都归功于 肖邦对于音乐超凡的理解 

探究能力，和声对他来说是一件美妙的事情。现代和声的新 

局面正是因为前奏曲而取得极大的发展。 

(三)支声复调从容潇洒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成为复 

调。多声部音乐主要分为复调和主调音乐两种。有一个声部 

因为其高昂性要 占主角，剩余声部主要通过和声的方式来衬 

托主声部。主调音乐也包括复调音乐，在诸多旋律的合作下 

完成整体结合，实际上他们的配合是和谐统一的，和声效果 

极佳 。 

复调对 肖邦来说是一件信手拈来的事情，他的作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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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自己这个特长，巴赫时期的创作方式在 肖邦的理解和 

润色下变成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音乐表达方式，多声部合唱 

是对其最好阐述。巴洛克的复调方式也和他的方式存在明显 

差异，卡农式的复调很少出现，反而多数是以衬托的方式出 

现，实际上是更加丰富多彩的 “支声复调”方式。 

肖邦在进行复调的运用时是如此娴熟和巧妙，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他广 泛欣赏音乐作品，与自身的努力和总结脱 

不开关系 。音乐前辈在复调创作上的成就是 肖邦的学习榜 

样，他细腻地将这些精华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去，同时也 

是情感流露的一个方式。无论是悲伤还是思念，那种难以忘 

怀的经历和感觉都体现在肖邦的作品中，每个和声都十分美 

妙，又或者是引起听众共鸣的部分。前奏曲简直就是钢琴曲 

中的瑰宝 。 

三、 《前奏曲》的演奏技巧 

《二十四首前奏曲》是音乐艺术中的精华，必须在实际 

演奏过程中才能体会到它的精致绝伦，音乐本身的演奏技巧 

也要在实践中总结出来。 

(一) “泛音”是打开美妙音色之门的钥匙 

肖邦无论是在创作音乐还是演奏音乐时，都像一个诗人 

般才华洋溢，欣赏他的作品就如同在观赏钢琴里面跳出来的 

“小精灵”，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荡起一波波涟漪。美妙的音 

乐氛围需要钢琴音色来控制，用耳朵去感受声音带来的振 

动。钢琴音色的控制需要掌握上键和下键，均匀的力度和适 

中的速度至关重要 ，而泛音的调节也是依赖于此。肖邦的钢 

琴作品要求演奏者具有较深的音乐造诣和极强的感受力，力 

度和速度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音乐氛围的好坏。 

我们通过分析前奏曲中的No．1，总结出其演奏技巧。总 

体来说这个部分情绪比较高昂，要求演奏者要增加上下键的 

速度。小语句线条是对其演奏的良好把握，因为音乐氛围给 

人一种困难中挣扎徘徊的感觉，那么过于细的旋律线条不太 

恰当，必须要以饱满为关键。单纯地把力放在琴键上效果不 

佳，除了手指力度以外，手掌和手腕的力度也要把握恰当， 

三者要互相配合，让力度匀散开来。手指连贯的演奏使音色 

更加充沛。演奏者要深入了解 肖邦的创作背景和提高自身音 

乐素养，这样才能真正的学会 “泛音”的技巧，演奏前奏曲 

才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用心灵把握自由节奏使旋律学会呼吸 

自由节奏是演奏好 《前奏曲》的关键，因为浪漫主义旋 

律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听觉感受，让这部作品变得更加经典和 

悠远。前奏曲中的No．4是以忧愁为基调的，刚开始演奏时给 

人坎坷曲折的感觉，中间部分一直是半音在循环重复着，如 

伤心人的哭泣一般有力度。 

自由节奏也需要把握住一个度，浪漫主义风格的乐曲给 

人以美妙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不存在重复繁琐的部 

分，所以避免规律的发生很关键，凡是存在重复的律动，都 

需要适当的加快速度，如果旋律处于一个转折点或渲染氛 

围时，就需要将节奏的长度延长。音乐家们演奏的方式不能 

全盘模仿，浪漫主义风格的音乐作品也在于汲取和创新。俄 

国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在演奏前奏曲时没有按照原本的节奏 

来进行。他对节奏把握是在一个酝酿过程中一蹦而出，就像 

电影画面极快而细腻的切换一般，自由节奏由此产生。：不要 

音乐 
一

直用不问断的演奏方式，显得十分急促匆忙，反而短暂的 

停顿能够取得极佳的效果。音符在活泼的演奏氛围下井然有 

序，使音乐变成了一个形象而具体的形象。无论是对节奏把 

握的起手还是提腕后适当的空隙都体现了自由节奏的原则。 

听众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会觉得置身于大自然空旷而清新的 

环境中，音乐演奏就如同生命呼吸般畅快。肖邦的作品之所 

以经典而悠远 ，正是因为它将生命的本真融入其中，让旋律 

线条变得更加活泼动人。既有曲折婉转，也有激情高昂，有 

时轻盈飘动，有时饱满沉重。肖邦的作品就是一个丰富的海 

洋，只有自由节奏才能体现其精华所在。 

(三)巧妙运用踏板使旋律更具表现力 

钢琴表现力主要靠琴键和踏板来体现。泛音的连续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踏板给予的，使整体效果更加连贯。单纯地 

用手指来完成连贯性和歌唱性也是允许的，但是需要十娴熟 

的技术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所以充分利用好踏板的作用来增 

加音乐的阐述度是可行的。在演奏 《前奏曲》的过程中，每 

当演奏者用右脚踩压踏板时，声音就会显得十分连贯有度。 

随着旋律的变化和呼吸的起伏来调整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 

转折和高昂的地方可以松开踏板，让整个节奏更有延伸感。 

《前奏曲》中踏板的使用应遵循几个原则：首先，会存 

在两个音断开的情况，操作并不难，第一个音下去以后琴键 

和踏板都需要松开，第二音准备的时候琴键和踏板需要一起 

下去。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在下 去的时候达到了混响的效 

果，但是松开的时候就会做恰如其分的停顿，每一个音都 

依照这个原则来进行。乐曲进行中乐句即将结束时以及大段 

落结束阶段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对新的音乐题材也适用。 

更多时候我们要创作多姿多彩的音乐环境，所以旋律不能戛 

然而止，要充分利用踏板的混响效果。手指和踏板要和谐统 

一

， 在规定的时值内完成一个音符的跳动，脚尖要感受踏板 

的力度和速度，让转换过程不存在突兀的情况，以营造出柔 

和的混响效果。 

肖邦的 《二十四首钢琴前奏 曲》是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代 

表作，每个音乐小品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在浪漫 

主义风格的引导下让演奏者和听众都进入了一个美妙绝伦、 

跌宕起伏的音乐世界。其中 “泛音”的使用、 “节奏 ”的把 

握和 “踏板”的配合为音乐本身增添了不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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