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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钢琴作品的音乐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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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摘 要：要想演奏好一首钢琴作品不是简单地把音符弹奏出来就万事大吉，如不理解乐曲内容 

和音乐表现方面的具体要求，就很难把乐曲的意境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演奏者认真研究作品的内容 

与音乐表现，并与熟练的演奏技巧紧密结合，从而获得理想的演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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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钢琴作品的音乐内容与表现是通过演奏展 

示出来引起听众共鸣才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的。 

可是往往有的学生弹奏起来节奏不稳、不会分 

句、不懂音乐的语气、没有恰当的呼吸，不理 

解乐曲的内容和音乐表现方面的要求，只是简 

单的把音符弹奏出来。这就需要教师耐心地引 

导学生精确地研究作品的内容与音乐表现方面 

的具体要求，并与熟练的演奏技巧紧密结合、 

协调统一，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因而在处理 

音乐表现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 乐句、语气、呼吸与音乐表现 

从钢琴学习的一开始，教师就要注意培养 

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哪怕弹奏一首浅易的练 

习曲或乐曲都要看清谱号、调式、节奏特征以 

及音乐术语。如，谱面上的不同表情术语：优 

美如歌地、活泼欢快地、怒哀绝望地以及坚实 

果断地等；速度术语：小快板 (Allegretto)、 

行板 (Andantino)、慢板 (Adagio)等，这样 

就能了解音乐表现的总体要求。当完成试奏后 

就要让学生按照乐曲的总体要求边弹边唱，因 

为歌唱的音乐表现最直接、最容易唱出对音乐 

的理解 、感受和情绪、唱出旋律和音的倾向性 

以及音乐线条的起伏。 

在作品的音乐表现流程中，有了乐句的划 

收稿日期：2012—05—03 

作者简介：段小伟，男 ，讲师，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及教学。 

102 

分、语气的表达、呼吸的控制才能把作曲家的 

思想意识有条理地展示出来，因而它们是音乐 

表现的重要课题。 

(一 )乐句 

乐句是音乐的基本单位。要想把各种不同 

性质的乐曲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演奏时在 

音符群里必须要有乐句的划分。有的乐句是由 

连线来划分的，在弹一组或若干组连续进行的 

连奏时，必须注意各组连奏之间的流畅性，尤 

其弹奏长连线时一定要在内心感觉到音的倾向 

性，掌握好旋律的线条及乐句之间的起、承、转、 

合。同时还要处理好乐句的句头、旬尾及中心 

点。一般来说句头是句子的开始，要根据乐曲 

音乐表现的需要或强、或弱；每个乐句都要展 

示它的高点，即推动发展必然的中心点；句尾 

要收得轻 (强结束乐句除外 )，要给人渐弱的、 

委婉动听的结束感。 

当演奏者将乐句弹得有 内容、有表情、乐 

句有走向，能把几个小乐句奏得合乎要求，并 

且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乐段，整个乐曲就有了 

完美的旋律线 ，音乐表现自然会迈人新台阶。 

(二 )语气 

语气是乐曲情感在语言中的表达方式，比 

如：弹奏的过程中常常有问话的语气、回答问 

题时肯定的语气、疑问的语气。如果没有抑 、扬、 

顿、挫的语气感，就会直接影响作品的音乐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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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们讲话时没有快、慢、轻、重的语气是 

同样的道理。比如：弹奏二连音时，必须让第 
一

个音放下去后第二个音轻轻地带起来。而有 

的弹奏者却把第二个音弹重了，正好落在弱拍 

上，这样就把语气倒置了，直接影响作品的音 

乐表现，可见语气在音乐表现中是很重要的。 

(三)呼吸 

呼吸对钢琴音乐表现虽然是极为重要的问 

题，可是往往没能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尤其 

是呼吸绝不是为了单纯的换气，而是音乐表现 

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演奏的过程中，不论乐句 

与乐句之间，还是语气的表达都离不开呼吸。 

钢琴上的呼吸是由手腕的提起和下落来体 

现的，这种呼吸概念从一开始就要明确，并且 

要在弹奏中体现出来。 

假如演奏深沉有分量的乐曲和较长的乐句 

时，就必须有宽广的气息和深长的呼吸才能保 

证句子的连贯和歌唱性。也就是说要将气息感 

觉保持住 ，不到句尾决不换气。比如，当演奏 

贝多芬的第八奏鸣曲的长乐句时，+第一乐章呈 

示部一开始就是两个八小节，必须坚持一 口气 

弹完，才能给人感到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总之，在演奏中乐句、语气、呼吸要相互 

配合融为一体，才能为作品的音乐表现充分发 

挥作用。随着学习的进展、知识的增长，相应 

要求更深层次的音乐表现。 

二、层次、布局、和声、踏板与音乐表现 

(一 )层次 

在训练过程中，强调音乐的层次感对作品 

的音乐表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要演奏者 

控制好左右手的独立与相互配合。由于旋律和 

伴奏需要两只手各 自独立来完成，因而两只手 

的主次要分清即在力度的运用上要有强弱之分 

(旋律强些、伴奏弱些 )，不论哪只手弹旋律 

都要层次清晰。尤其左手不易控制，因而训练 

的一开始必须让学生分手练，也可以采用四手 

连弹的方式训练层次感。 

钢琴是多声部的乐器。复调与多声部的运 

用使钢琴的音乐独具特色。要想把复调弹得自 

然、清晰而富于表情不是件容易的事。复调音 

乐声部比较多，各个声部都有自己特定的地位， 

同时要强调线条性，这样左右两只手或一只手 

的不同手指要同时承担不同的弹奏任务，处理 

好不同的强弱关系，相互对比、相互衬托，从 

而使多声部的层次感 、立体感更强，音乐更富 

于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 )布局 

不同乐曲的乐句走向及乐段的发展与变化 

是不同的，演奏者必须在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 

紧密结合、协调统一的前提下，从乐曲的整体 

人手，进行具体分析感受、妥善安排，注意乐 

句之间的起 、承、转、合。乐句走向除了由强 

渐弱或弱渐强变化外，还有些乐句的走向是交 

错进行的，不同作品乐段的结构也不都是规则 

的，音乐的性质和情绪往往也是不同的，有的 

欢快、有的忧郁这些均要体现出来。 

总之，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处理作品时都 

要根据作品的内容、每个乐句、乐段都要有中 

心、有明确的倾向性，音乐才能有内在的联系， 

才有高潮和层次感，才能把乐曲的演奏组织在 
一 个有逻辑性的整体中。 

(三 )和声 

钢琴是和声乐器。一首乐曲从头到尾怎样 

发展都离不开和声，它在作品的音乐表现中有 

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可是在学习 

主调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往往有的学生容易忽 

视和声的重要作用，而一味在右手的旋律部分 

下功夫，这就需要教师注意强调左手的和声功 

能，了解和声的进行(横向的旋律、纵向的和声 )、 

和声的每一个新的变化，为作品的音乐表现增 

添色彩。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二十世纪现 

代的和声技法中出现了多样化的和弦结构，这 

需要演奏者对和声进行深入的分析、理解和把 

握。 

(四)踏板 

踏板的运用在作品的音乐表现中具有它的 

特性和功能。右踏板 (延音踏板 )对作品声音 

的延续、连接和润色等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完美地烘托起热情、宏大的气势、浑厚丰满 

的共鸣。左边弱音 (柔音)踏板会使声音产生 

朦胧、暗淡、轻柔的效果。并能帮助演奏者弹 

得更弱、更柔、更富于微妙的变化。中间踏板 

在使某一低音延续的同时又能保持高、低声区 

其他音的清晰度。立式钢琴中间的踏板能使声 

音变弱、音量减小。因而俄国著名钢琴家安东·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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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斯坦说 ： “踏板是钢琴音乐的灵魂。”足以 

说明踏板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应该引起高度的 

重视。 

在演奏的过程中，虽然有的作品尤其古典 

音乐较少使用踏板，但是浪漫派以后许多作品 

的音乐是靠踏板来增强表现力的。 

踏板的使用极其复杂，什么时候应该使用 

踏板?怎样使用?踩的深度与延续的时间等等 
一 定要在有经验的教师的指导下，根据乐曲的 

内容、作品的风格、和声的进行、音色的需求 

等对踏板的使用进行调节与控制。 

三、调性、速度、力度与音乐表现 

(一 )调性 

乐谱上的调号标示着作品的基本面貌，比 

如，人们看到大调就意识到乐曲的明朗、堂皇、 

快乐。看到小调就标示着乐曲的温柔、忧郁、 

伤感。说明不同的调有不同的特性和色彩。当 

然也有大调清淡些、小调浓厚些的处理。 

调是可以转换的，有的作品可以采用两个 

以上的调式，例如：莫扎特 《A大调奏呜曲》 

(K330)第一乐章变奏曲主题和变奏一、二都 

是 A大调、变奏三调性就转到了a小调，而变 

奏四又转到 A大调。由于调的转换使乐曲的色 

彩和情绪也起了变化，可见调的转换对表达乐 

曲内容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作曲家是根据乐曲内容的需求来选择调式 

调性的。比如，为了表现乐曲的内容略带忧郁 

的情绪而采用了降 G大调，就不能随意将它改 

在 G大调上，因G大调过于明亮、过于欢快。 

可见每个调都有它独特的色彩。足以说明分析、 

理解、处理作品的音乐表现时，不可忽视调式 

调性的作用。 

(二 )速度 

速度尤其变化速度 ，渐慢(rit)、渐快(acce1)、 

弹性速度 (rubato)等等，对于展示作品的风格、 

塑造音乐形象、表达乐曲的情绪情感等方面都 

有很重要的意义。乐曲的速度是由情绪和所表 

达的信息来决定的，因而演奏者必须在心理意 

念的支配与控制下做到准确地把握作品所需要 

的速度，这就要求演奏者在具有乐曲基本脉动 

的前提下，根据音乐情感表现的需要灵活 自由 

地把握节奏的快慢与松紧 (节奏的快慢 、松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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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速度 )。 

在演奏中不论采用哪种速度都必须做到相 

对稳定，不能忽快忽慢，任意增速或减速，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作品所需要的速度， 

以及音乐的准确表达。 

(三 )力度 

乐曲力度的强 (中强 mf、强 f、很强ff)、 

弱 (中弱 mp、弱 P、很弱 PP)对比和变化以及 

渐强 (Crescendo)渐弱 (diminuendo)等方面的 

控制与表现对塑造千姿百态的音乐形象，表现 

作品的风格特点，表达乐曲的思想内容和情感 

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演奏过程中，演奏者要运用不同的力度表 

达不同的情绪和气质，比如：演奏慷慨激昂的 

作品时相应力度应该是强的。演奏低音轻诉或 

纤细柔美的乐曲时就要用弱奏来展示。这种力 

度的变化需要靠演奏者认真分析、仔细琢磨， 

合理安排力度布局，触键时感觉好发音点，果 

断坚定的声音触键要直截了当，轻巧的声音要 

加强控制力找到它合适的位置，使音乐层次表 

现得清晰、准确。把握好情绪、情感的转换等， 

才能获得理想的音响效果。也说明力度的运用 

不能忽视情绪的控制和展示。 

不论运用哪一种力度都必须做到弱而不虚、 

轻而不浮、深而不重、可明可暗、可近可远， 

声音既要透明、清晰又要柔和、优美而富于共鸣。 

这样理解和感受作品的内涵，才能奏出力度强 

弱分明的乐曲。 

四、音色、情感、风格与音乐表现 

(一 )音色 

任何乐曲的演奏都存在音色问题。音色具 

有个性特色，在描绘乐 曲的意境 、渲染作品 

的情绪、塑造音乐形象、拨动听众的心弦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钢琴教育家亨 

利 ·古斯塔沃维奇 ·高兹在他的名著 《论钢琴 

表现艺术》中写道的： “我毫不夸张，在教授 

时四分之三的劳动花在音色的探索上。”可见 

在演奏的行程中音色的运用是何等的重要。 

不同乐曲的不同内容、不同情绪、不同结 

构等等都会产生不同的音色，比如：演奏的乐 

曲是兴奋或悲愤时，情绪是激动、亢进的，声 

音的色彩应该是嘹亮的、高昂的；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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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无助时，音色应该是暗淡的、低沉的。 

这就要求演奏者在生理和心理因素互相结合协 

调统一的前提下进行调节与控制。比如：演奏 

者在弹奏某一乐曲的高声部旋律和伴奏时必须 

弹得清澈透明；总声部处理得圆润、柔和；低 

声部弹得深沉浓厚，才能使各声部之间主次分 

明、层次清晰。否则，作品的音乐就无法完美 

地表现出来。 

(二 )情感 

情绪情感是乐曲与演奏者内心生活的中介， 

是拨动听众心灵的特殊手段，是演奏者对乐曲 

的情绪反应和心理体验。正如黑格尔所言： “它 

能表现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 

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 

焦躁、烦恼 、忧伤、痛苦和迷茫等等乃至敬畏、 

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 

域。”掌握得好能带动声音技巧使琴声更富于 

润色。可见情绪情感在钢琴表演艺术中占着不 

可替代的地位。就拿演奏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 

来说吧，首先就应该了解曲作家的创作意图、 

乐曲的内容和要求 ，这是一首盲人内心凄苦、 

悲凉的作品，要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因悲惨生 

活而产生的忧郁、哀怨、无奈的心情。表演的 
一 开始就应该从演奏者的情绪、表情观察到他 

已经进人乐曲的意境 、置于作品的 “角色”当 

中去了。尤其中间的段落应该以沉闷的、愤慨 

的、悲凉的控诉，更多的是压抑情绪，演奏者 

只有更深层次地揣摩、探索才能进一步体验作 

品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并与 自身的感情融为一体， 

同时与熟练的技能技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 

好地塑造音乐形象、表达作品的风格。也可以 

说只有 自己深受感动，才能使乐曲情感内涵的 

揭示人木三分，才能拨动听众的心灵，在曲作 

家与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使死 

的乐谱转化为感人肺腑的音乐语言。 

(三 )风格 

有关音乐风格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 

说风格是时代的特点与作家的个性体现。也有 

人说风格是指作品在表现内容的方式方法方面 

的总特征等等说法不一。不论哪种解释，只要 

能准确地把音乐风格做出创造性的个性诠释， 

始终都是每一位钢琴演奏家毕生为之奋斗的最 

高境界。因而风格的形成标示着作曲家思想艺 

术臻于成熟。因此钢琴演奏者要对乐曲的风格 

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乐曲，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在演奏实践中无 

论哪一种风格都是从现实生活或历史资料、文 

学作品中观察到的，要想准确地把握作品的风 

格，就要多听、多看，除了建立理性认识外， 

必须把握好整首乐曲的风格，因为整首乐曲的 

风格是建立在各个乐章风格的鲜明对比上的， 

所以突出各个乐章独特的音乐风格、准确地把 

握好相互的对比是演奏好整首乐曲风格的前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切 

忌孤立地看待风格问题，必须与作品的思想内 

容结合起来形成乐曲的整体感，比如演奏贝多 

芬的作品就要特别注意把他的风格和内容统一 

起来，以避免使乐曲的风格陷入到形式里面去。 

其实能够正确地处理好乐曲的内容，其风格的 

表现也基本上就在其中了。 

结束语 

钢琴作品的音乐表现大致包括以上几个方 

面，要想演奏好一首钢琴作品一定要对乐曲的 

内容和音乐表现方面有具体理解，才能把乐曲 

的意境准确的演奏出来，这就需要演奏者认真 

研究作品的内容与音乐表现，并与熟练的演奏 

技巧紧密结合，才能获得理想的演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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