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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钢琴曲《流水》的演奏技法

马千里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序曲第二号“流水”》是朱践耳先生受到古琴曲《流水》启发，后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云南民歌《小河淌

水》改编而来的一首钢琴独奏曲，全曲用4种不同的变奏来模仿各种不同形态的流水给人以一种独特的美感。全曲要

求演奏者能细腻的控制、研究不同层次的音乐和力度。此曲由我国作曲家依据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和文化精神，利用

西洋作曲技术创作的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不仅获得了我国音乐爱好者的喜欢和欣赏，同时，在世界乐坛也赢

得了良好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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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第二号“流水”》（以下简称《流水》）改编自《小河

淌水》，而《小河淌水》来自于大理弥渡县的一首云南民歌。歌声讲

述着村中美丽的阿妹，望月抒怀，她对着山林、小河歌唱，唱出对

情郎阿哥的思念。

《小河淌水》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歌，所以当演奏者在演

奏《流水》的同时，应当结合心中的对旋律的演唱，使整首曲子的

演奏达到歌唱性的效果，并且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演奏中的呼吸。

钢琴曲《流水》不仅保留民歌的主题旋律和意境，又加入了小河流

水的叮咚之声，使音乐成为一幅山泉之画。音乐优美、清澈，同时

又有汹涌澎湃水流撞击山石之声，大气蓬勃。表达了朱践耳先生对

大自然的敬意与喜爱。

钢琴曲《流水》在写作手法上工整严谨，带有浓郁的中国民族

风格。全曲的曲式结构，采用变奏与三段体相结合。

 

小节数序：1-8  10-18  21-25  26-34  41-63  64-66

在演奏呈示段时要表达出小河流水的潺潺之声，当水滴滴落时

还有叮咚之声，所以在弹奏时要富有想象力，想象自己在林中看到

的流水。第二变奏的演奏时任要延续第一段的感觉，但在感情的起

伏上幅度更大些。左手仍保持了前面的十六分音符的效果，是对流

水形象的描绘，要连贯不失颗粒性，花纹式的织体显得意趣盎然。

而右手用八度加厚七和弦的方式演奏，第三变奏同第一变奏是对主

题加以肯定。左手连续的分解和弦与6连音，表现流水的潺潺之声，

这一节奏与速度贯穿全曲，使全曲都有不绝于耳的水流声。(26-34

小节)是全曲的高潮，气势庞大，演奏时情绪要激动，情绪的带动要

用到腰与大臂的力量，身体向前倾使全部力量传达到右手和弦和左

手八度爆发出来，一气呵成，好像奔流直下的瀑布一泻千里。

一、关于触键

这首作品的旋律是欢快与抒情的对比。弹奏欢快旋律之时，灵

活快速的指法，指尖轻快而有弹性，旋律既要流畅又有颗粒感；到

抒情的旋律部分需要婉转柔美之意，要用手指肚缓慢触键，即要像

用手推门的感觉，轻轻往前推，力度随手腕转动自然转移，才能演

奏出流水缓缓流动之感。

全曲要求演奏者能细腻的控制，研究不同层次的音色和力度。

主题出现右手主旋律应用指肚触键，身体往前倾带动大臂，使力量

传送到手指往前推。而左右手的琶音连接在弹奏时要注意强弱一

致，像流水样流畅又具有动态，也不要把音量盖过主旋律。注意琶

音部分要清晰但不要过于颗粒性，也要注意连贯性、整体性。在这

段主题中所有左右手连接琶音时（例1），左右手旋律的交接要控制

在一条线上，不要有重音，每个音时值要均匀，音量相同。第4、8

小节时，要注意装饰音的弹奏。装饰音的演奏不要一笔带过，但可

以把装饰音加重一点力道，时值可刻意做长一点，触键要坚定。手

腕要放松，并自如转动，这有利于手指快速地跑动。乐曲的第一变

奏是主题织体上进行了加厚，左右手琶音连接要突出情绪的变化。

主题也渐渐明朗即将进到第二变奏。

例1

中间段是由第二变奏和第三变奏组成（例2）。第二变奏注意右

手波音时，不要太机械也不要过于短促，注意右手和弦的每一级音

在音值、音量的控制，小指所弹奏的音要稍微延长一点，这样才能

突出这段的主旋律，而小指的音就是这段音乐的隐藏主题。左手的

弹奏要根据右手情感的起伏及时的调整，使其准确、清晰。而右手

的波音触键的深浅和力度的控制也要配合左手，以表达出更好的情

感。左手波音部分练习时注意手腕的带动，要按照音的走向，由内

向下向外，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呈一个圆形转动。这样不仅有助于

松弛而灵活的弹奏，也使音响自然有连贯。分手练习时，左手每一

个音要扎稳，这样在加快速度时才不会“飘”。同时要注意谱中每一

个强弱音记号的表达。

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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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7小节右手三连音八度的弹奏（ ， ，

在这要弹出保持音的感觉，可以适当的变慢一点突出一点，但不要

太过。右手声部两个通过节奏来表现出扬起三连音的高声部呼唤，

所以弹奏三连音八度时要像是对前面乐句的呼唤做出回答。音乐节

奏自由，旋律回环起伏，从容舒展，弹奏时要音色清亮坚定。

（例3）第19-20小节又是一连接句。它的上下声部都用连音线

连在一起，所以弹时要一鼓作气，双手触键要整齐、音色统一，注

意情绪的变化。18小节的渐强到20小节的poco a poco dim是情绪起

伏的连接点，旋律音阶呈下行。到20小节的后两拍时渐强，触键记

得不要敲击，要流畅，我们在弹渐强时经常会犯的错误。左右手的

力度要稍有等差左手可比右手轻，从而使两声部更加融合。双手练

习时应单独慢练，使其指法固定，达到整齐一致的要求。

例3

26-30小节处的十六分音符，采用了四度叠置和左手的四度平行

的和声手法，弹时像花朵一样，跃跃簇拥。练习时慢练，认清每一

个音，用手腕断奏，手型保持弧形状态，要放松，不能僵硬。发音

时要整齐，干净，清晰。可以突出小指尾音。第33-34小节要突出主

旋律左手声部，注意右手的音量不要盖过左手。

接下来是第三变奏。（例4）中我们又看到两处三连音的地方，

虽然在第一个音还原la下有个mf，可是在弹奏三连音时还是应该比

前面要弱，要突出这是另一个声部的特点，我们要突出旋律的是

这几个音。右手的两种节奏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

乐汇，前一个乐汇是渐渐扬起内心的呼唤，后一个乐汇则是对内心

呼唤的回应。左手旋律依旧保持十六分音符模仿流水的琶音音型。

第三变奏也可以说是全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情绪最激动的地方，弹奏

时我们就要学会运用腰腹与大臂的力量灌注于手，推进整曲的进行。

例4

第四变奏弹奏时气息要连贯，右手三连音表现的不要过于严

谨，稍微自由一点，要均匀整齐。注意音的准确性，练习时要慢

练，更要注意这里的指法。弹奏中要做出音色与和声的明显变化，

手腕尽量放低有利于弹奏，下键时注意音程整齐，音量控制弱于左

手主旋律，同时力度要随着旋律与情感的交融渐强、渐慢。从而使

主题再现时那色彩性的和弦，犹如夕阳倒映在水面上。

二、关于踏板 

演奏的过程中，踏板的应用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控制音乐情

绪的波动、强弱。中国钢琴作品具有五声调式的特点，又结合西方

和声与创作技巧，所以合理的运用踏板可以推动音乐的发展1-8小节

(例1)应每一拍换次踏板，但在第4、8小节的二分音符应慢慢放开踏

板，使乐句的划分更清晰。在踩踏板时不能全踩，要表现出叮咚之

声，踏板过重就会显得音效微浑。

第二变奏踏板的踩换应及时、干脆、彻底，要根据情绪的带动

结合踏板的运用。既要避免延留前面弹过的音，也要保证乐句的完

整，将各种技巧综合运用，才能表现出小河水流动于山林之间的效

果与阿妹对阿哥的思念之情。第10-12小节，每2拍换踏板，此时的

踩换更要干净利落，不然右手八度织体的主旋律会混乱。第12小节

的踏板按照右手旋律音值改变，其中八度三连音只踩一次踏板，同

时要注意脚上的轻重影响音质。21-34小节，踏板的更换要以乐节的

划分为目标，使旋律进入高潮。

35-46是乐曲的连接句，湍急的流水将要流入江河，所到之处，

千层叠起，撞击山石。在演奏26-34小节最为重要的是踏板的使用，

因为左右手音层的加厚，容易使得音乐杂乱，所以踏板的运用极为

重要。在这可以每两拍的第一个重音换一次踏板。

在（例5）中可以看到，第四变奏主旋律在左手部分，演奏时把

重心灌注于左手大拇指，主题在大拇指弹的音得以再现。左手旋律

的走向承上启下、婉转、轻灵，右手音量的强弱随着情感的变化而

变化。踏板要轻踩，踏板过多右手伴奏会影响左手主旋律的呈现。

例5

三、情绪的表达

每个演奏者对相同的曲子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演绎，所表达出来

的情感更是不一样。中国钢琴曲与外国钢琴曲相比，有着独特的中

国风，节奏比西方古典音乐自由，情感起伏较大，演奏技法也大不

相同。《流水》的主题告诉我们对大自然的赞美，而朱践耳先生在创

作时也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足以说明这同样是一首积极向上的钢琴曲。

没有投入情感去演奏的音乐是没有灵魂的。演奏音乐对演奏

者来说是二度创作，而对演奏者情绪表达的影响有这几方面：音乐

素养、演奏技术、心理素质、想象力等。不管你演奏任何类型的音

乐，其中是少不了我们对音乐的想象力。

弹奏《流水》过程中不要只关注表情记号，这是带有歌唱性，

抒情民歌改编曲，同时又是描写大自然的音乐。所以演奏时，我们

可以脑中创作角色。先想象走入森林，看到小溪水，随着波浪而加

快速度奔跑。跟着音乐的发展看到壮丽的江河映衬着夕阳，太阳落

山，新的一天即将来临，新的生活将开始。演奏要富有激情与幻

想，才能更好的表达出作者的情感，与听者相互交流。

四、结语

通过演奏《流水》会学到了很多演奏技巧，尤其是指肚触键，

这是与演奏西方古典乐曲完全不同的技法，其中有些音型也是古典

乐曲中很少会用到的。中国乐曲弹奏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多是一

种情感的把握，对曲子的理解、气息的运用。《流水》所透露的是

种清新活泼的气息，它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更是能深

刻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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