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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练习曲Op.25 No.11是肖邦练习曲中是技巧最艰深篇幅最大

的音乐会练习曲之一。它的训练课题是手指触键的灵敏，快速和准

确。以为这首练习曲在演奏起来其中的快速的音群像是冬天的狂风

将枯叶卷起，而枯叶在空中舞动的景象，故命名为《冬风》，又名

《枯叶》。彪罗对此曲评介：“在你能想象的范围内展现着最丰富的

音。”该曲是肖邦钢琴练习曲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首，也是肖邦练习

曲中技巧设计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该曲的右手音型犹如一股势不可挡

的暴风雨，而这股音流又受到左手低音部分不屈不挠的节奏的严格控

制，这种狂风骤雨般的强烈的生命力贯穿于全曲，它将钢琴的声响泉

源及特性完全表现出来了。在该曲的演奏中，演奏者不仅面临着技术

难题，同时也遇到如何表现音乐诗篇的问题，演奏者们将在这首作品

中接受体力、耐力和速度等多方面的考验。

乐曲的前奏只有4小节，速度为Lento，全曲的主题动机已蕴含在这

短短的4小节中，之后旋律无论怎样变化却都没有脱离这基本的韵律。

第3、4小节以和弦的形式呼应着1、2小节的旋律，力度却从P降到了

PP，对演奏者的力度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触键轻柔而饱满的情况

下还要注意突出右手高声部的旋律。第4小节最后一个保持音以延长音

的形式给人以一种举棋不定的觉，仿佛预示了后面暴风雨的来临。

四小节结束后，出现了短暂的停留，前奏的宁静被打破，右手由

十六分音符构成的由高到低的半音阶似的快速跑动犹如漩涡般围绕着

左手号角般的动机，旋绕、歌唱、飞翔着。

在这首练习曲中，训练的重点在右手上，练习时不但要注意手指

触及的干净、清晰、颗粒感强，同时还要注意手臂力量的传送。弹奏

时应注意隐含着半音阶的旋律层应清晰并稍微突出，1、2指触键要控

制好，重心应放在3、4、5指上，同时小臂要推动着手指快速下行跑

动。由于这首练习曲的音型跨度很大，手指不停地上下跑动，音乐也

随之有强弱起伏，所以不能单靠手指的运动，需要手臂力量的帮助。

应利用手臂带动手指跑动，将力量传送到每一个指尖。在演奏中，手

臂很容易累，发酸、跑不动，这需要多注意乐句的分句、呼吸及情绪

变化。要抓住这些乐句的空档，及时调整手臂和气息，松自己。还可

以利用渐弱和力度较轻的乐句，放松手臂。

左手的和弦既是主旋律又是整体音乐的骨架，同时主旋律绝大多

数由左手来完成，所以说它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在这首练习曲中，

右手是横向的流动，左手则是纵向的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左手

非常有必要进行单独练习。在弹奏时注意突出每个和弦中大指弹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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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F.F.Chopin 1810─1849）是19世纪波兰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他的24首钢琴练习曲在浪漫主义钢琴音乐中占

有举足重轻的地位，自肖邦开始,钢琴练习曲开始成为音乐会中的演奏曲目,练习曲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对同时期及后世作曲家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本

文以Op.25 No.11为例，分析该曲的演奏技巧，试图更好的诠释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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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音，但不能因为它们是和弦连接而弹得断断续续，应控制好手的

动作，用长呼吸将句子组织起来，弹奏和弦时大臂可以横向运动而不

要上下抖动。下键时不要“敲打”，将每个音符都下到底，小落滚之

间要控制好呼吸，每一次抬手都感觉力量传递给了下一个音，始终保

持旋律的歌唱性。

该曲在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中可谓是篇幅最长的一首作品，因此音

乐的处理至为重要，否则极易令演奏者产生疲倦感，造成手腕酸痛、

手臂抽筋等状况。对于此类长篇幅的作品，整体应保持紧凑的感觉，

不能慢吞吞、拖拖拉拉。演奏者内心一定要始终保持一定的紧张度，

坚持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在乐句的呼吸上要跟

着左手的主旋律走，把右手的伴奏当成“附属品”则比较容易令人积

极向前，能够感觉到音乐的流动性。如果把右手的跑动为重点，则会

感觉音符有“走不动”的趋向，令演奏者的心理负担更加加重。

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中声音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正是他音乐中丰

富的变化使他的练习曲脱离了车尔尼等人作品中单纯技术性的机械、

枯燥等物理性的训练手法，上升到更为艺术性的层次。他的每一首练

习曲都具有一定的技术针对性，有助于提高演奏技巧，且他的练习曲

也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内容，使音乐和技术巧妙的融合在一

起，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演奏途释。

这首“冬风”练习曲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整体效果是辉煌、灿

烂的，表现了冬日的狂风呼啸而来、迅猛而去的感觉，而个别地方却

又好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一般纤弱，对演奏者的力度控制具有

相当的考验。在练习时最好不要用踏板，应努力用手来控制每一个音

色，在单靠手指就能细致的做出所有层次的力度变化、能够很好的连

接乐句以后再加上踏板，并且踏板应运用得细致而恰当，那么才能为

这首练习曲增添感情色彩。从这首练习曲的骨架的技术形式可以看

出，肖邦希望学生通过弹奏该曲解决一种特殊的困难，即通过专门的

练习来训练手指的力量和敏捷度。我们应当详细研究准备练习中的所

有细节，那么我们就能从这首技术因素极其丰富的练习曲中吸取一切

发展演奏技术的养料，进而从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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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芬缔约后，甚至在苏芬缔约前，同它签订一项防务协定。兰格表

示，挪威打算拒绝苏联的要求，但他需要知道，挪威如果遭到苏联的

进攻，它能从美英方面得到什么援助？

虽然后来签署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没有使芬兰成为苏

联的卫星国，但是条约还是给挪威带来了极大地不安。4月6日，《苏

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后不久，挪威便公开了倒向西方的立

场。4月19日挪威外交大臣兰格在奥斯陆陆军协会发表演说：“在大

国之间的紧张日益增加的时候，挪威就更要使其立场明朗化。毫无疑

问，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我们都是西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立

意要使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而继续存在。”

至此，挪威因受苏联的一系列刺激，安全政策立场完成了从与东西

方保持良好关系的“搭桥”政策到完全倒向西方的转变。美英应挪威的

安全请求，顺理成章的将挪威纳入北大西洋防务体系，挪威也于1949年

4月4日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始缔约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挪

威在完全倒向西方的同时，为了避免使自身成为苏联的攻击对象，也作

出了一些保留。挪威政府明确指出：绝不奉行侵略政策，在和平时期，

外国军队不得在其领土上驻军，除非遭到攻击或攻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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