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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亚宾E大调练习曲Op．8 No．5的
音乐特点与演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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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了目前国内对斯克里亚宾研究的现状。大多集中在研究他的晚期作品以及“神秘扣弦”，而早期创作的练

习曲Op．8的研究相对较少；简要分析了斯克里亚宾的音乐创作风格及12首钢琴练习曲Op．8，并重点分析了E大

调练习曲Op．8 No．5，认为箕早期创作风格表现为对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继承与对肖邦的模仿。晚期则趋向创

作宗教题材、神秘主义及无调性音乐；通过对E大调练习曲Op．8 No．s技术特点、结构特点和节奏特点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结合斯克里亚宾调性与色彩的观点，深入探讨其音乐特点争演奏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演奏速度、情绪的

把握以及练习指法和踏板法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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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

(Alexander Nikolayevieh Scriabin)是俄罗斯作曲家、

钢琴家，是20世纪初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之

一。他的音乐风格多样，早期的音乐作品与中期、晚

期的音乐作品呈现出迥异的音乐风格。斯克里亚宾

早期的音乐风格更加倾向于浪漫主义，他对肖邦非

常赞赏，并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尝试模仿肖邦[1]，所

以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在他音乐创

作的晚期，神秘主义是他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同时，

这一时期，斯克里亚宾对神性的探索与对宗教、哲学

的研究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音乐创作，因此，他的晚

期作品充满了异样的色彩，晦涩难懂。斯克里亚宾还

是无调性音乐的先驱，在他创作的中晚期，如1903

至1908年间创作的作品《两首音诗作品71》和《五

首前奏曲作品74》，都是对无调性音乐创作的尝试。

目前，国内关于斯克里亚宾的研究文献有不少，主要

集中在研究他的中晚期作品以及神秘和弦，还有少

数研究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的文章，但是多数是

从宏观角度来阐述他的整套练习曲的音乐特征以及

演奏分析，也有一些单独研究其中一首练习曲的文

献资料，比如非常著名的作品8之12和作品2之

1，而关于E大调练习曲作品8之5的文献资料则非

常少。本文根据目前对斯克里亚宾钢琴音乐风格的

研究，结合演奏实践和录音版本的比较，探讨作品8

之5的作品特点与演奏方法。

1斯克里亚宾的创作风格

斯克里亚宾(1871—1893)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

族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钢琴演奏家，曾经师从李斯

特的学生莱谢蒂茨基。受母亲的影响，斯克里亚宾很

早就开始学习钢琴，早年，他曾经与拉赫玛尼诺夫一

同师从尼克莱·兹维列夫，在兹维列夫的指导下，两

人都展示出了惊人的钢琴演奏天赋，不过他们两人

的演奏风格大不一样，拉赫玛尼诺夫的演奏清晰、准

确且冷静，而斯克里亚宾的演奏风格绚丽、更加感

性[2]，这种风格在他早期的钢琴音乐中也较多地显

现出来。斯克里亚宾有多位家族成员都是军人，而他

自己在1882年也应征入伍，参加了莫斯科第二陆军

部队，丰富的人生阅历也许是促成斯克里亚宾多种

音乐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中晚期作品与早期

作品的音乐风格相差甚远。

斯克里亚宾曾经在练习李斯特的《唐璜》改编曲

和巴拉基列夫《伊斯拉美》这两首技巧绝难的钢琴曲

时损伤了自己的右手。当时，医生认为他的右手再也

无法恢复，但是后来他还是非常幸运地重新恢复了

右手的机能。在斯克里亚宾右手受伤的这段时间，他

苦练了左手的钢琴技巧，这也很明显地影响了他后

来的钢琴练习曲创作。从他的练习曲上可以看出大

部分曲子都是针对左手的各种困难而创作的，演奏

者在学习他的练习曲时都会感觉到左手比较难弹。

从这点来看，斯克里亚宾也是一位具有“悲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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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音乐家嘲，他虽然不幸地损伤了自己的右手，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却勇敢地与自己的命

运抗争。保持对钢琴的热爱，从而创作出了许多优秀

的钢琴练习曲。

2 E大调练习曲作品8之5的音乐特点

斯克里亚宾的钢琴练习曲一共有26首，他的练

习曲作品编号比较复杂，总共包括了5个作品号：作

品2、作品8、作品42、作品49、作品56和作品65，其

中的作品8创作于1894至1895年。此时的斯克里

亚宾作为一个钢琴演奏家已经在巴黎享有盛誉，开

始在自己的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并且和一位

年轻的女钢琴家结婚，事业与爱情都取得了令人羡

慕的成就，因此在作品8的12首练习曲之中充满了

美好的思绪和无拘无束的情感。从音乐风格上看，这

部练习曲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浪漫主义的音乐

传统，尤其是对肖邦音乐风格的模仿。肖邦与李斯特

的钢琴练习曲都强调超越技术表现音乐，要求演奏

者不仅要熟练地掌握练习曲所针对的钢琴技巧，还

需要很好地表达出音乐内容，每首练习曲都有很形

象生动的音乐内容，这些特点在作品8之中都有所

体现。这套练习曲一共是12首。肖邦和李斯特都曾

经创作一整套12首的练习曲，如肖邦的练习曲作品

10和作品25，李斯特的超级技术练习曲S139。可

见，斯克里亚宾对肖邦的崇拜，不仅在音乐精神上，

还在形式上也模仿他。其中的第5首练习曲——E

大调练习曲是一首单三部作品，结构、和声都趋向于

欧洲古典音乐传统技法，此时的斯克里亚宾还没有

使用四度叠加的“神秘和弦”与独具特色的和声，调

性也很明朗。

2．1技术特点

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对技术上的要求都很有针

对性，但同车尔尼、肖邦、李斯特的练习曲相比又有

自己的特点。总体上看，车尔尼的练习曲更多地侧重

予手指跑动的灵巧、均匀，以音阶琶音练习为主。肖

邦和李斯特的练习曲技术要求更加全面，但同样重

视音阶和琶音的练习，并在车尔尼练习曲的基础上

对音阶和琶音进行强化拓展。而斯克里亚宾的整套

练习曲中却没有一条是针对音阶和琶音的练习[4]，

这首E大调练习曲中使用的钢琴技巧主要有和弦

和8度，其中和弦包括了左手的琶音式刮奏和右手

的大跨度移动。左手的刮奏和弦跨度较大，有许多

10度和弦，还有最大跨度达到12度的开放和弦，这

些和弦对于手大的演奏者来说刮奏起来尚不容易，

而斯克里亚宾的手只能勉强够到9度，由此可见，他

在右手受伤之后对左手的训练强度是相当大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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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弹奏和弦的同时还要兼顾暗藏在和弦中的旋律

声部，这对手指力量的控制能力有较高的要求。8度

技巧在这首练习曲中也大量使用，不过，斯克里亚宾

并没有单纯使用8度来弹奏，而是在8度双音的基

础上加入了一些延留音，这样，在编排8度弹奏指法

时就要考虑到连奏的可能性，有些地方可以用手指

来实现连奏，如使用15到14，或者15到13的指

法。而有一些则需要依靠钢琴的延音踏板来实现连

奏。此外，由于加入了延留音，在弹奏8度时就必须

使用手腕和手臂的抖动，这种弹奏方法在肖邦练习

曲0p25之10中也有使用。

2．2结构特点

作品8的12首练习曲曲式结构全部为单三部

曲式，每一首的篇幅都很短。但是构思严谨，每一首

练习曲都是精致、性格不同的小品。E大调练习曲遵

循了平衡和对称的原则，其结构如下：呈示部(1—

16)、展开部(17—32)和再现部(33—58)。呈示部由

4个乐句构成(4+4+4+4)，第一句在主调E出现．

第二句在属调B上出现，遵循了古典奏鸣曲式的结

构特点。展开部也是由4个乐句构成(4+4+4+4)，

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句可以细分为4句(1+1+1+

1)，第三句可以细分为(2+2)，最后一句经由属七和

弦引入再现部。再现部在呈示部的基础上加入10小

节尾声(4+4+4+4-t-10)。其中呈示部表现出来的

情绪是积极向上、充满生机的，展开部则转变为紧

张、焦虑不安的情绪。从总体上看，作品的情绪是不

断推进的，三个段落的律动感也随着节奏的变换而

逐渐增强，演奏时应当注意将各个段落的情绪变化

表现出来。整首作品结构清晰，乐句对称，调性鲜明。

形式上继承了古典主义音乐传统。这种稳定均匀的

结构在作品8的其他练习曲中并没有再次出现，因

此，这首练习曲的结构在全套作品中是相当独特的。

2．3 节奏特点

这套练习曲中，节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元

素，12首练习曲中每一首都有三对二的节奏，有几

首还有特别复杂的四对三、六对五、五对三的节奏，

如第2首、第4首、第9首、第10首、第11首。E大

调练习曲在这套练习曲中的节奏上不算复杂，呈示

部和展开部的节奏都是非常规整对称的八分音符和

一些常见的附点音符(谱例1)，只有在再现部加入

了三连音的节奏(谱例2)，尾声部分有右手的三连

音对左手的两个八分音符的节奏(谱例3)，从技术

角度来看，这首练习曲的节奏并不难。由于再现部使

用了三连音节奏，乐曲的律动性在这里得到了强化，

与呈示部相比，这里的情绪涌动更加激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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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3

谱例1

谱例2

3 E大调练习曲的演奏方法探析

斯克里亚宾早期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浪漫主

义，尤其是他对肖邦喜爱有加，并对肖邦进行模仿，

因此．这首练习曲的音色应该要适当控制得柔和些，

即使是最强的部分(展开部的第三和第四句)也应该

将ff的和弦弹奏得圆润饱满一些。从技术上看。弹

奏出这种声音应该需要将身体的重心前移，将重量

尽可能多地传到键盘上，但是下键又不能太快太狠，

在弹奏和弦和八度时手掌的架子要牢，指尖要挺住

不能松，弹完之后要立刻放松，不可以一直压着琴

键，从而让钢琴的制音器完全离开琴弦，使钢琴最大

程度地产生共鸣。俄罗斯钢琴学派一向推崇这种重

量弹奏法，那些伟大的俄罗斯钢琴家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那就是下键厚重、音色饱满圆润。钢琴家基

辛(Evgeny Kissin)在描述前苏联钢琴家吉列尔斯

(Emil Gilels)的音色时说他的声音是“黄金般”的音

色①。也就是声音通透、共鸣强烈。从许多录音版本

来看。总体上演奏斯克里亚宾的作品，以及许多俄罗

斯钢琴作品．触键都要求厚重、扎实，从而弹出这种

“黄金般”的音色。

这首练习曲的调性是E大调，斯克里亚宾认为

音阶上的12个键。每个调性都有自己的颜色，据说

斯克里亚宾将他自己使用的钢琴每个琴键都涂上一

种颜色，E这个音在斯克里亚宾看来是浅绿色的[5]。

他在乐谱上标明了Brioso(充满生机的)(谱例4)，而

E大调代表的浅绿色正是充满生机的颜色，因此，斯

克里亚宾创作这首练习曲时选择E大调，应该是出

于这方面的考虑。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要注意表

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展示出蓬勃的生机。这一

点在弹奏速度上就要认真斟酌，不能弹奏得太慢，不

应该将这首作品演奏成肖邦那样的婉转抒情。乐谱

上的第1小节处标明了semplice(单纯，纯朴)，提示

演奏者要慎重使用自由节奏rubato，当然，这样做对

演奏技巧上的要求就更高了，在不改变速度的前提

下，要做到准确无误的大跳是需要一定时间练习的。

这首练习曲的高潮部分(展开部后两句)可以考虑将

速度提高一点。这样更容易把音乐情绪推上高潮，而

在呈示部和再现部的每个抒情的乐句的连接部分，

如第32小节(谱例5)，则要注意慎重处理ritenuto，

因为这里很容易不自觉地将速度放慢下来，造成整

体上音乐情绪的松懈。如前文所述，斯克里亚宾重视

音乐形式上的平衡对称，那么在演奏速度上的安排

也要张弛有度，在乐句的衔接处如果有减慢处理，下

一句就要恢复到原速，而在高潮做适当地加速之后，

再现部之前就要将速度渐渐地缓下来，以达到整体

演奏速度的平衡。

谱侧4 警PIo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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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斯克里亚宾E大调练习曲时，需要完成许

多和弦与8度的连奏，这样就要合理地安排好指法

与踏板。这首练习曲适合手大的演奏者．手大可以很

轻松地完成8度连奏，不必依赖踏板。然而，斯克里

亚宾本人的手并不大，只勉强够到9度，因此，对于

手小的演奏者来说，踏板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也是可

以弥补手小演奏8度连奏困难的不足。呈示部4个

乐句中的8度中间带有延留音，弹奏这两个8度时，

指法可以使用15和14(黑键用14，白键用15)，这

对于大多数演奏者来说并不难，那么弹奏这两个连

奏8度时踏板就可以踩得浅一些，避免音响过于混

浊。在4个乐句的连接部分是左手的单音．这里可以

不用踩踏板，用左手的连奏就可以完成。踏板在呈示

部的使用基本上是与节奏统一的，每小节用4次切

分踏板即可。展开部的左右手在保留延留音的同时

弹奏8度连奏难度是比较大的，除非手的跨度能达

到10度以上，否则就需要依靠踏板来完成。这里的

踏板可以考虑踩下去以后轻微地抖动，每一下不需

要放干净，这样，既可以保持延留音，又能比较好地

控制泛音混响。需要注意的是，(下转第108页)

① 注：见David Dubal．The Golden Age of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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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技术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

的时期，理论与实验教学均应适应这种变化，以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7】。笔者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

培养目标，构建了层次化的计算机网络教学体系，优

化了教学内容；设计了模块化、可选择的计算机网络

实验教学体系，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培

养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了教学水平

和教学质量，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随

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学资源库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教学实

践中，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进一步提高教学

水平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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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9页)展开部的前两句尽管旋律位于左手，

力量也标明了sf，但是右手部分仍然不能弹得太轻，

因为斯克里亚宾认为旋律与和声本来就是一个整

体[2]，他有意识地将伴奏部分的重要性加大。导致伴

奏部分经常是对旋律线条的补充和加强。再现部踏

板使用也应该踩得浅一些。只有在左手刮奏和弦的

时候可以完全踩下去，但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在这里

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到最后，如果踏板使用得太

长太深，势必会造成音响上的模糊和声部混乱。踏板

的使用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它受到场地、钢琴性能

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大，而且各个演奏者应该有自

己不同的审美，不过在这首练习曲中，和弦的变换仍

然是切换踏板的一个参照。在需要踏板来辅助手指

完成连奏部分时，可以考虑使用抖动踏板，这需要非

常精细灵敏的控制，演奏者应该以自己的耳朵来判

断音响是否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而不应当简单地

将踏板踩到底。

4结束语

斯克里亚宾的E大调练习曲总体创作手法是

继承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的传统，作品中的乐

句和结构在整套练习曲Op．8中是最为规整和对称

的，而且音乐情绪与和声都有别于其他的11首练习

曲，因此，在演奏整套练习曲时，这首作品会显得非

常清新，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这首作品的演

奏，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演绎方式，但是演奏者在练习

这首作品之前，对作曲家以及作品风格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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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必要的。就像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说过的

那样：“在带着感情弹奏之前，最好先肯定乐曲中的

每一点，正确的读谱是每一个好老师要求学生必须

坚持的事。”[61如果缺乏对作品风格的正确把握，演

奏出来的音乐就很可能会失去原有的精髓。同时，演

奏者在对作品的风格有了准确的把握之后，对作品

的处理细节上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当融人自己

对作品的体会，李斯特曾经说过：“钢琴家不是工具，

呆板地传达别人的思想感情而不把自己放进去。”[7]

演奏者只有将现实生活与自己的情感与作曲家和作

品融为一体，才能保持高水准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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