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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钢琴演奏者而言，完整地弹出一首作

品的曲调并非难事。而想要做到把一首钢琴曲既能

符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和音乐风格．又可以用娴熟的

技术和完美的音乐表现力再现出来却并非一件容易

的事。而这是一名弹奏者学习演奏一首作品应该达

到的标准。在拿到一首新的钢琴作品以后，如何使

一首完全陌生的乐曲通过我们的二度创作来实现原

作的完美呈现呢?这并不是通过简简单单地一两个

步骤得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分为环环紧密相扣的几

个环节来完成。大体来讲。可以将这个学习的过程

分成五步来进行：(1)识谱，全盘掌握作品基调(2)熟

练，发现并解决技术难题(3)处理，理解并加强音乐

表现(4)背谱，研究浏览书籍音像资料(5)完整，从宏

观上整体把握作品。

步骤一。识谱。全盘掌握作品基调。

纵览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钢琴作品文献。风格

各式各样、体裁种类繁多、技巧深浅各异、内容长短

不一。在这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练习曲占据了很大

一部分比重，有些是专门针对解决一些技术性难题

而创作的，面对这类练习曲时，学习的主要任务和目

标是解决好技术难题，我们在此不予以讨论。而钢

琴作品中数量更多的是乐曲(其中也包括很多音乐

性练习曲)。任何一首乐曲，无论体裁大小、内容长

短，都有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有乐曲想要表达内涵与

情感。当演奏者开始接触一首生疏的作品时．首先

要从识谱人手。识谱环节主要解决以下问题：l、浏

览乐谱，掌握谱面标出的基本信息：音符的位置和弹

奏的长短；休止符的位置和空出的时值：乐曲的节奏

和节拍的规律；乐句的连线和分句的呼吸：跳音的长

短和弹奏时用力的轻重等。除此以外。还包括重点

关注谱面标记的乐曲的速度、力度等等演奏提示与

注释。2、对直观获取的乐谱信息加以综合。从整体

乐舞观点

上把握乐曲的节奏律动及其创作基调。如四二的节

拍一般为进行曲的特点，有乐队行进的律动感，音乐

常常是比较振奋、紧凑的感情基调(例如《义勇军进

行曲》)；四三的节拍或者A--的节拍一般是舞蹈节

奏的特点。多为舞曲的韵律。音乐常常是优美、歌唱

的感情基调(例如《蓝色多瑙河》)；四四的节拍一般

有非常稳定的特点，多是平稳行进的旋律律动，常常

是稳健、平稳的感情基调(如《国际歌》)。这些是学习

一首新的钢琴曲的第一步，这样首先做到了从整体

风格和音乐感觉上对作品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

步骤二。熟练，发现并解决技术难题。

在初步掌握作品以后便要进入熟悉手位的阶

段，也就是上手的过程。把看到和总结的乐谱信息

落实到琴键上，弹出乐曲的整体轮廓和音响，并通过

练习找出技术上较为困难的地方，单独反复训练，以

攻克难关。一切好的演奏都是建立在拥有良好演奏

技巧基础上的，技术上的障碍得不到解决，表现音乐

便会力不从心。完美地诠释作品内容也就更加不可

能实现。一般而言，一首钢琴曲中的技术难点不会从

头至尾贯穿始终。往往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片段。在弹

奏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这少数较难克服的技

术问题而使得整首乐曲无法达到连贯、完整的演奏

状态。常常在难以胜任的技巧片段中行进缓慢或者

干脆卡在某个位置止步不前。其实解决演奏中不连

贯、“打哏”的问题。只需要把乐曲的少数高难技巧部

分弹奏顺畅即可。这就要求演奏者抽出一大部分时

间和精力专门针对技术难点进行循环练习。习惯较

难的手指位置，在脑海中形成完整的音响模式。在这

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机械而匀速地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动作并不能收效显著，需要的是通过由慢到快、

由简到繁，必要时需要先单手后双手配合的方式坚

持不懈地训练，直至弹奏流畅、动作自如。简单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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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难点较少，有时甚至并没有难以克服的技术片

段需要练习；艰深的作品中往往难点较为密集，这就

需要考验练习者的耐心了，唯有耐住性子一一攻克。

方可达到流畅的演奏效果。娴熟的演奏技巧往往是

要通过不断地勤奋磨练来获得的。通常而言，除非

硬性拔高，选择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很多的作品，一般

的技术困难都是可以通过不断地重复练习来解决。

最终实现作品无障碍地连贯弹奏。

步骤三。娴熟。理解并处理音乐。

解决了弹奏中技术难题，熟练掌握了演奏技巧

以后，便需要开始深入分析乐曲的结构、形式与内

涵，进入处理乐曲的环节，也就是增强音乐的表现

力。娴熟的技巧是实现自如表现音乐的途径，深刻

的理解是完成准确表现音乐的前提。所谓音乐表现

力．就是把对音乐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来自内心的强

烈感受，通过手指所奏出的乐音表现出来，以引起共

鸣。可以说，完备的演奏技术、敏感的内心体验、细

致的音乐处理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

首先，良好的演奏技巧是搭建在演奏者内心感

受与音乐表现之间的桥梁；是演奏者能够实现表现

音乐的方法与途径。一位钢琴学习者，如果不具备

完善的演奏技巧，对作品内涵的任何理解和对作品

情感的任何领悟，想要通过双手在琴键上表达出来，

完全是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之，当拥有完

备的技术、熟练的技巧以后，便可以做到“用思想指

挥双手”．通过弹奏出的乐音使表现内心的一切所想

所感成为可能。其次，对音乐的表现来源于弹琴之

人对作品的理解与内心的感悟。听众对作品的了解，

是通过演奏者的双手对原作的展现来实现的。优秀

的表演是对作品二度创作的过程，如何能真实地反

映原作的音乐情绪与创作精神，又能使作品更加吸

引人．首先源于对作品的理解程度，其次源于技术所

达到的能力范围。理解越深刻、技术越富裕，对作品

的把握越透彻，所表现的音乐便越真实、越生动、越

感人。

我们所说的对于音乐的处理还不仅仅包括对创

作背景的理解、对音乐的强弱的控制和情感处理，还

包含了对乐曲的结构、层次、调性、曲式结构的正确

分析。当然，这是需要演奏者有一定的音乐理论的

知识储备。当我们把音乐的结构和调性等分析透彻

后．还可以更加迅速、准确地帮助我们背谱。

步骤四，背谱。研究浏览书籍音像资料。

所谓背谱，并非单纯强调对乐谱的背诵。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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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乐谱的强行记忆，而是对作品的手指位置、谱

面信息、音乐处理经过反复练习后加以固定，形成完

整记忆的熟能生巧的过程，是经过无数遍的磨练后

水到渠成的结果。当完成了前面的三步以后，自然进

入到背谱演奏的阶段。这时不仅对于乐曲的整体轮

廓有了清晰的了解与记忆，而且也对乐曲的细节及

音乐处理有了更加深刻、完整的记忆。这时，演奏者

便可以开始通过更广的途径深入挖掘与作品相关的

一切信息。通过查找大量的关于作品内容及结构的

文献资料开始更加深入地挖掘作品的相关内容；同

时，开始搜集音响和影像资料，通过最直观的聆听和

观看。学习更多优秀钢琴家作品的掌控与表演能力，

以此来启发自己，更加深入地探究对作品，提高对演

奏的要求。通过研究和实践我们发现，浏览资料、观

看聆听音乐家的演奏，对于钢琴学习者的帮助很大，

不仅帮助他们提高了音乐感受力：对于技术的增进

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常看常听一些优秀演奏

家的视频与音响，可以极大地提高钢琴学习者的整

体音乐修养。

步骤五，完整。从宏观上整体把握作品。

学习一首乐曲．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后，

还要回到整体地把控作品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练

习的过程怎样．经历了多少步骤，都是为达到最精彩

的表演而服务的。有些学生弹奏作品，特别是较深较

难的作品时，往往可以非常精确地演奏乐曲的每一

个片段，但是却缺乏整体表演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

作品的演奏无法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或者从头

至尾演奏时不能达到分段弹奏时的效果，无法顾及

到乐曲的细微处理。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对比不够明

显。音乐的变化不够丰富，音乐形象的塑造不够鲜

明．音乐细节的处理表现不到位等。也有些学生可

以将谱子背得完全准确无误，却不能将表情记号一

一完整演奏出来，忽略了表现音乐的整体性。其实，

能否宏观把握作品，是一位演奏者整体能力的全面

体现。无论任何的钢琴学习者都要注重这一能力的

提高。

由此看来．对一首钢琴作品从学习到演奏，是需

要经历由简到繁、由浅人深、由整体到细节再到整体

的过程的，并非简单可以实现。只有从宏观上把握好

作品的风格与轮廓，并仔细推敲至每一个细节的处

理，两者充分结合，才能使表演更加感人，才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演奏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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