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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支也铜琴碑品演奏技术分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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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江文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百余部，有三十余首
钢琴作品。钢琴创作是他音乐创作的开端，并贯穿其一生，涵盖了他早、中、晚期
的音乐风格。但在日常音乐活动中，他的钢琴作品极少被演奏。本文通过对江
文也钢琴作品演奏技术及演奏要点详尽而又全面的分析，总结其在演奏方面的
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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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作曲家，他1910年生于台北，青年时期成长于日本，1938年毅然回国，从

1957年被划为“右派”至文革结束的近20年间饱受人间疾苦，他1983年病逝于北京。江文也早年学习声乐，后转向音乐创作。

他的作品曾走在现代创作音乐的前沿，之后回归中国音乐。在探索交响音乐民族化的道路上，江文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理

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

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才能比较客观的评价他及其作品，虽然90年代以来的学界对于他的作品价

值、意义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研究的深度与全面f生仍有待推进。日常音乐生活中，除《断章小品》(Op．8)中的《北京正阳

门》和《乡土节令诗》(Op．53)中的《七夕银河》等几首乐曲经常被演奏外，其它的乐曲常被大家忽视。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江文也

钢琴作品的演奏意义和价值做初步探讨。

一、概述

(一)江文也音乐创作概况

江文也一生共创作了百余部音乐作品，包括12部宗教音乐、24部艺术歌曲、33部钢琴、20余部管弦乐、11部室内乐、14部

合唱，及少量的歌剧、舞剧，几乎包含了音乐创作的所有体裁，有如此广泛涉猎的作曲家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罕有的。其

音乐风格随着他的经历而变化，基本可以分为早期1934--1936、转变期1936一1937、中期1938--1949春、晚期1949中--1978。

江文也早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嗍，主要是管弦乐和钢琴，所有作品几乎都是标题性的，内容多以思念家乡(台湾)居多，

江文也继承了欧洲古典、浪漫时期的音乐风格，后来转向西方现代音乐各流派的创作风格和技法的探索，受齐尔品“欧亚合璧”

创作思想影响很深。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管弦乐《台湾舞曲》、《小素描》等作品。汪毓和认为：“江文也创作初期的音乐风格，

是体现了台湾、日本、西方现代音乐等多种因素的混合，后来又增加了一些中国的因素。但是，在这多种因素中，起决定性影响

的是日本和西方现代主义两个方面”n】。

[1】作者简介：张帅(1975～)女，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钢琴教师。

[2】不包括遗失、无从考证的作品。

[3】汪毓和《《不断向民族文化传统贴近——试论江文也音乐创作的风格演变》，梁茂春((江小韵·论江文也——江文也纪念

研讨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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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江文也回到北平，受中国传统音乐的强烈感染，开始努力研究古典诗词歌赋，钻研民族民间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和

各种传统器乐，这促使他的创作技法与风格明显转向追求中国传统音乐，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如《孔庙大成乐章》(《孔庙大晟

乐章》)。这部作品对中国管弦乐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江文也“天人合一”的音乐哲学观念。作曲家许常惠认为这部作品

标志着江文也“从此不再是‘西方现代’或‘日本现代’，而是真正成为‘中国现代’作曲家了州“。

1949后，江文也音乐创作到了新阶段，特别是在1957年之前形成了他音乐创作的又一高潮。此时他与同时代许多作曲家

一样，在艺术观点、创作思想上接受了当时国内文艺思想的影响。此阶段的整体风格已从热衷于古代和宗教的氛围中走了出

来，几乎所有作品都以民间音乐为素材，力求用音乐来描写人民的新生活及精神面貌，表现出了明朗乐观的气质与欢欣鼓舞的

音乐情绪。如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小提琴奏鸣曲《颂春》等。这一阶段他也写了不少怀念故乡台湾的作品。

文革结束后他开始创作大型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乜】，旨在歌颂他的故乡台湾，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他之前那种略带忧郁的

无限乡愁之情，而是充满了明朗、抒情、优美的感情。

(二)江文也钢琴作品概况

江文也一生共创作了三十三部钢琴作品，占其作品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钢琴创作是他音乐创作的开端，并贯穿其创作

生涯。可以说他的钢琴作品既走在现代作品的前沿，又对中国民族化钢琴作品的创作进行了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

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研究。

现将已出版的钢琴作品列于下表：

曲名 作品号 时间 曲名 作品号 时间

台湾舞曲 Op．1 1934 北京万华集 0p．22 1938

小素描 op．3 1935 小奏鸣曲 0p．3l 1940

第三钢琴奏鸣曲
五首素描 op．4 1935 op．39(1) 1945

——江南风光

第四钢琴奏鸣曲
五月组曲 无 1935 oD．54 1949

——狂欢日

木偶戏 无 1936 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 0p．53 1950

为北魏古筝‘典乐'而作
三舞曲 Op．7 1936 0p．52 195l

的钢琴奏鸣曲

断章小品 op．8 1936 绮想曲——渔夫舷歌 0p．56 195l

一人与六人(舞蹈音 Op．12
1936 小奏鸣曲——幸福的童年 无 1952

乐片段) No．1

第一钢琴协奏曲 oD．16 1936 杜甫赞歌 无 1953

在江文也早期的钢琴作品中，能够看出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等当时比较流行的创作技法，也可

以看到巴托克、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勋伯格、斯克里亚宾等人的创作手法的运用，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日本风

格。在1936年的5、6月间，江文也经历了音乐创作方向上最为戏剧性的蜕变，他舍弃了西欧技法，回归纯中国五声音阶的音

乐创作。此后，他潜心研究中国古典音乐，细致体验民间风俗，调整创作观念，走西方作曲技法与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的道路，

最终创作出了题材广泛、语言纯朴、情感真挚、与祖国的古老文化传统、风俗和乡土风情有着密切联系，又不乏鲜明时代感和探

索精神的作品。

二、演奏技术分析

江文也钢琴作品既具有理论的研究价值，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演奏中，会涉及到许多技术难点，八度、重复音、琶音、

跳音是比较常见的、典型的技术难点。

(一)八度

江文也的钢琴作品中有大量涉及八度演奏的段落，有抒情歌唱的八度连奏乐句，热烈激情的重复八度乐句等，总的来看可

分为三种情况。

[1】许常惠《：有关‘研究江文也”的几点看法》，刘靖芝((民族音乐研究第三辑——江文也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香港民族音乐学会1992年。

【2】这部作品因病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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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度连奏

《台湾舞曲》展开部旋律(见例1)使用TA．度连奏，是抒情性的乐句，演奏时要把手臂本身的重量送到指尖，掌关节撑好，

手掌可以适当放平—些，放松手臂，横向带动手腕使音连起来。八度的高音力量要给多一点，用力量转移的方法把旋律线条弹

好。歌唱性的八度触键一定要深些，把握好下键的速度，不宜过快，这样出来的声音才会通透饱满，圆润不干涩。

例1．《台湾舞曲》片段

I伊
{畦

2．持续快速八度

江文也钢琴作品中八度重复音的使用非常普遍，如《小奏鸣曲》第三乐章(见例2)，无论是单手或两手齐奏的持续快速八

度，还是两手交替的持续快速八度弹奏，都是对手持续力、耐力的训练。弹奏时应在用力最少，最不紧张的情况下，设法以小而

精确的动作来完成，此时手腕、手臂的放松至关重要。练习中，为了避免手腕僵硬，可以让手腕慢慢地匀速上下移动的去不停

弹奏八度，最初练习时手腕上下的动作幅度可以大些，直至能体会到手腕与手指内在力量的作用时，再把动作上下移动的幅度

变小，就可以非常熟练的弹奏这类音型了。

例2．《小奏鸣曲》第三乐章片段

3．远距离快速移位八度

江文也在钢琴创作中，注重发挥钢琴本身的特点，使用宽音域，通过远距离快速移位八度技术予以实现，如《断章小品》(第

六首见例3)等作品中都有远距离快速移位的八度片段。这在八度的技术中应该说是最具难度的，演奏时弹奏移位的动作要

迅速敏捷并准确。可以用找位置的方法来练习，即弹完一个八度后，迅速放到下一个八度的位置，等完全到位后再触键弹奏，

这种方法对于提高远距离快速移位八度的准确性是相当有成效的，随后可单手先练熟，然后再用慢速按拍子双手合练。

例3．《断章小品》(第六首)片段

(斛善塑爿叁磊葶三趟{蜥士芋雾季蛐
(簖
{娅

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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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复音

重复音是演奏江文也钢琴作品的一项重要技术，具体来看重复音又包括以下几种：单音重复音，如《第三钢琴奏鸣曲——

江南风光》(见例4)，乐曲开始的单音重复音，有模仿琵琶轮指的效果，弹奏时手腕放松，手指动作不要过大，指尖要集中，音色

要清晰有颗粒性，特别要注意重复音的强弱要随着音乐的起伏变化，绝不能机械弹奏。

例4．《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片段

双音重复音、和弦重复音及八度重复音，如《乡土节令诗》之5《端午赛龙悼屈压勖(见例5)弹奏时每个音下键要整齐且控制

好力度，双手交替时，要衔接好两手的触键方式，触键高度要统一，这样才能弹出均匀的效果。弹奏时手腕要灵活，手掌和手指

要支撑好，触键果断集中，声音干净清晰。

例5．《乡土节令诗》之5《端午赛龙悼屈原》片段

I’∥叫一l岬一I峥叫I岬岬l

(三)琶音

琶音技术在江文也钢琴作品使用很多，特别是他中后期大部分用传统五声调式写成的作品，因此演奏江文也中后期作品

应将琶音提升为主要的练习方面。由于传统五声调式与西方大小调在音高结构方面的本质上的差别，所以表现在技术层面也

产生了鲜明的区别。五声性，特别是连续的五声性琶音的练习中指法最为重要，正确的指法可提高弹奏的速度和流畅性。初

练时有必要在乐谱上标示指法，要注意乐句的流畅性，手腕自如、触键灵敏，声音要干净清晰。当两手交替时要注意音传递的

连贯性，不要加重音，不要停顿，以免破坏旋律线条。如《第—钢琴协奏曲》中的一段琶音(见例6)，弹奏时还需要把力量的重心

落在最后一个主要音。

例6A第一钢琴协奏曲》琶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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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跳音

江文也钢琴作品中既有活泼诙谐的小品，也有描写欢腾热烈气氛的乐曲，跳音在表现此类音乐情绪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跳音的弹奏方法，通常有手指跳音、手腕跳音、手臂跳音三种。演奏中要根据音乐的需要，来选择跳音的弹奏方法。手指跳音

常常被用来表现幽默诙谐的乐曲，如《断章小品》之《午夜的琵琶》片段(见例7)，乐曲用大段落的跳音模仿琵琶的音响和弹奏

技法。我们可以用手指跳音的方法来演奏，手指要机敏，指尖要集中，弹出的声音要轻巧、有弹性。

例7．《断章》之《午夜的琵琶》片段

{匡雾蓁一C睦三三三三基三三耋匡刍季垂兰—摹童

{霹重雾一l鲁摹三圭三l垂专里三型三型
而在演奏《五首素揣》之《山田中的独脚稻草人》这段乐曲时，就不能单纯的使用某种跳音的弹奏方法了，应当用手腕、手臂

相结合的两种跳音弹奏方式进行。随着音乐的发展，力度的增强，饱满有力的和弦可用手臂跳音来弹奏，透亮而富有弹性，见

例8。

例8．《五首素描》之《山田中的独脚稻草人》片段

塞三}龚
W 3 W]书I≮莓

一
三、演奏要点与演奏情感处理

江文也钢琴作品演奏中，除了把握以上四个主要的技术难点外，还应该掌握乐句、旋律、节奏、装饰音、触键、踏板六方面的

演奏要点。下面逐个进行分析。

(一)乐句

1．声乐化乐句

江文也早期学习过声乐，钢琴作品中有许多民歌素材的使用，所以声乐化乐句在他的钢琴作品十分普遍，常用“cantabile(如

歌的)，，标记，如《第四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等作品(见例9)。演奏这类乐句，首先要找出旋律线条，了解旋律线条的发展轨迹，

通过歌唱，了解乐句呼吸及声音的层次，勾勒出旋律的基本语调，让钢琴歌唱起来，正如同语言中的语调一样，有起伏，也有转

折，使弹奏产生动人的效果。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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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第四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后半部分

I荡如，}，#．#，；，}，；，；．}i，#，；，；，I}．F．f，F：，；，；，；，；．；．；，l}{
1 i甚爿每毋盛捌耸捌+善扫凶嗣强捌盛毋’吕刍；爿；算甾星1

f：丢魄 ，i j一?， {i，?，

7一、

：． ．。·：÷ -．
，

l量弋≮，}；￡，；J，；，F』，；i．F，；，F，；一二』：： ，：

1 7谢j釜扫b扫善掣’每扫苫扫

C!，嗡二．5 f，把一歹置．乒岛乒匀{～—＼__～ 一。～一

2．器乐化的乐句

江文也早期创作上执意追求印象派、新古典主义等西方现代创作技法，而20世纪音乐旋律的一大特征即是“不流畅、非声

乐化、很少曲线起伏⋯⋯川。因此，江文也早期的钢琴作品中有大量短小的、片段的音调，经常是长短句结合，乐句结构呈现出

不规整形态。在中后期的创作中，他努力追求中国民族风格，在创作技法上，有意模仿传统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法，因此这些钢

琴作品中也存在大量的器乐化乐句。如何表现短乐句的情感，是我们演奏中的一个难点，找出每个短乐句之间的关联，不去孤

立理解对待，将乐曲的轮廓勾勒和分句厘清，这样诠释出来的音乐才会有紧凑的音响效果。如《乡土节令诗》之《秋天的田野沉

醉在金黄的谷穗里》的主题(见例10)，并不是强调旋律性，而是一个造型性的主题，对秋天金黄麦田里蝴蝶翩翩飞舞的音乐形

象描写的惟妙惟肖，恰到好处。

例10．《乡土节令诗》之《秋天的田野沉醉在金黄的谷穗里》主题

I荐鎏擎lb垂叁辏喾
(二)旋律

1．多声部旋律

声部的多层次是ff-3C也钢琴作品的又一主要特征，演奏时需将每个声部都表达清楚，把握好乐曲的纵横关系，及各声部之

间的联系。声部中有明显的主旋律时，要安排好声部的主次，在强调主旋律的同时，也要表现出旋律与其它声部的整体平衡感。

演奏时应依照各声部进行的轨道，将进行中的音毫无痕迹的衔接起来，并保持住每一声部声音色彩的尺度，这样才能达到整体

声音的均衡。江文也钢琴作品中，旋律声部经常和伴奏声部交织在一起，如一只手同时需要弹奏旋律和伴奏，表现两个不同层

次的声部，对演奏者有一定的难度。如《第—钢琴协奏曲》，见例ll。

例11．《第一钢琴协奏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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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手同时弹奏旋律声部与伴奏声部，对手指的控制力有较大的挑战，旋律声部要突出，伴奏要较之轻些，而两个声部都

要在各自的线条上保持流畅。所以，分声部练习非常必要，待单独把每一声部弹成独立、平稳、优美的线条后，再将三个声部组

合起来练，这种先分后合的练习方法，在弹奏多声部时会起到较好的效果。

2．和声音型中的旋律

为追求音响的丰满，江文也经常使用附加音的手法，加厚旋律线条，因此出现了旋律性的和声音响，旋律声部交融在和声

[1】钟子林联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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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型中，应该是钢琴演奏中的又一难点。演奏时，和弦要整齐均匀，而旋律要突出于其它声部，弹奏旋律声部的手指，要稍微多

给些力量，其余的手指要控制好触键力度。如《小素描》里如歌的中段，见例12。

例12．《小素描》中段

嚯
(三)节奏节拍

江文也钢琴作品富有鲜明的节奏特点，一些特征明显的节奏型常贯穿全曲，他很重视节奏本身的意义，注意音乐中节奏变

化和统一的辩证关系，他的很多作品，只要节奏一出，音乐形象就有了。

1．动感的固定低音

固定低音节奏型在江文也整个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是使用最多的节奏型。这种节奏型采用不同音高、不同音响在固定的

节奏位置中反复出现。他经常用这种固定节奏型来模仿拔弦乐器的音乐语言，或是模仿打击乐器的音响效果。这种固定节奏

型在演奏时，最重要的是用敏锐的音乐感受力去建立内心的节奏感，然后进行反复的练习。如《小鼓儿，远远地响》，见例13。

例13．《小鼓儿，远远地响》

2．“多节拍”节奏

江文也钢琴作品中“多节拍”的节奏特点主要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且使用十分频繁。横向的“多节拍”节奏表现为

不断变化的拍号，如《五月组曲》之《灯下》(见例14)，短短30小节的乐曲，就有3／4、3／2、4／4、2／4四种拍子的混合运用，给音乐

增加了不稳定感。这种不断变换拍号的钢琴作品，为演奏者在遵照乐谱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和节奏速度统—性带

来很大的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一首作品变得松散拖沓、支离破碎。这需要我们找出其中各种不同节奏之间的联系和共同

点，把整个作品在速度和节奏上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音乐保持艺术上的完整性。

例14．《五月组曲》之《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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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的“多节拍”节奏是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江文也钢琴作品中表现为声

部之间的节拍重音异步对置，特别在他早期的钢琴作品中十分常见。如《五月组曲》之《嫩叶》(见例15)中都有此类节奏。弹奏

这种乐段时，一定要准确果断地弹出重音，否则将会使音乐听起来不知所云。

例15．《五月组曲》之《嫩叶》

3．散板

江文也钢琴作品中的散板音乐一般起描绘音乐意境的作用，这是他钢琴作品中最有特色、也是比较不易把握的部分。散

板部分的处理对整首音乐作品的理解和音乐情感的表达诠释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在开始、中间、结尾处的散板段落和全为

散板的乐曲。开始、结尾处的一般速度不太快、演奏技术不难，多是描绘微风、小溪等意境深远的音乐，但对其艺术表现力要求

很高。而在作品中部的散板，音乐大多是对波涛、激流的描写，或对激荡胸怀、激昂情绪的表现等等，通常对演奏技术要求较高。

江文也在钢琴创作中，喜欢以虚线代替小节线，并大量使用“廿”的速度标记，来表示散板音乐，这也是我们中国音乐特有的速

度标记。散板的演奏在节奏的分布上要舒展、自如。例如，《北京万华集》之6《柳絮》(见例16)，这段音乐类似竹笛吹奏的散板，

以开始三个音为核心，即兴地流动节奏，描写了随风动的柳絮。弹奏时应注意把握好内在气息的变化，要想象竹笛的音色及其

特有的吹奏技巧，乐句尽量拉长，一气呵成。

例16．《北京万华集》之6《柳絮》

(四)装饰音

“装饰是钢琴音乐得以发展的重要手段。自从钢琴出现以来，各类装饰手段始终是作曲家表现个人创作特点的一个重要

方面。州”装饰音可以让音乐更有表现力，起到美化乐句及突出音乐风格的作用。装饰音在巴洛克时期的钢琴作品中随处可见，

如巴赫的作品中。江文也根据钢琴的演奏特点，在改编和创作中也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装饰音，这些装饰音有的模

拟某种民族乐器的某种特性奏法，有的用来营造一种特定的音乐气氛，在表达音乐内涵的方面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这是其

它创作手法所不能代替的，这使其钢琴作品的韵味也更加接近原有的民族音乐风格。江文也钢琴作品中常见的装饰音主要是

颤音和倚音。

1．颤音

颤音的音乐表现力很丰富，不同长短、力度的颤音，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效果。如《小奏鸣曲——幸福的童年》中的一处颤音，

应弹出f的力度，同时切记不能弹出过硬的音色，也不能弹得死板没有活力，应把握好尺度。(见例17)

例17．《小奏鸣曲——幸福的童年》片段

【1】赵晓生(《中国钢琴语境(连载之二)》，钢琴艺术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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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倚音

最常见的有短倚音和琶音型倚音。

乐曲《嫩叶》(见例18)中左右手都含有短倚音，这里右手是伴奏，左手是旋律。弹奏时右手的触键方法应灵巧、短促、迅速，

而左手却要尽量弹得连贯圆润。除此之外，要特别注意两手同时弹奏装饰音时，要整齐且有力度的对比，左手旋律声部要稍比

右手伴奏声部力度上强一个层次。

例18．《五首素描》之《嫩叶》片段

《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见例19)中使用了琶音型倚音，弹奏时右手应均匀、轻决、紧凑，手指动作灵敏，指尖集

中。与左手旋律大音符的衔接听起来要没有痕迹。练习时，可以先放慢速度，仔细听辨左右两手音与音之间是否连贯，是否有

间隔，经过大量慢速练习，再用中速练习，最后即可做到乐曲的所表达的行云流水般的效果。

例19．《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片段

(五)触键

触键的方式决定钢琴的音色，江文也钢琴作品中需要的音色主要有抒情歌唱性音色、紧张尖锐性音色、跳跃顿挫性音色、

轻决流动性音色四种，用以表现不同的音乐形象，在演奏中必须通过不同的触键方法来达到。

1．抒情歌唱性音色

标有“cantabile”的乐句，在内心歌唱的同时，要处理好连奏的弹法。如《五首素描》中《营火之舞》的抒情段落(见例19)，演

奏这类情绪乐句时，力求避免榔头击弦造成的敲击声，需要用流畅而无羁绊的动作，使手臂、手腕、手指三者互相配合、连成一

体。发音时，手腕放松，手臂力量沉稳，用有控制的柔软指面肉垫部位触键，贴键弹奏，同时手臂及指尖重量流动转移，并在听

觉上求得每个音毫无缝隙的连接。随着旋律线条的不断变化，手指触键的力度、深度、速度都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获得

旋律线条中力度的变化与色彩的变化。

例20．《五首素描》之《营火素描》片段

U 1N ■一 一

叩
-一 -'1 广_ _1 偿一 、芒芷 e一、e堆 r

万方数据



156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紧张尖锐性音色

江文也钢琴作品中常用不协和和弦来表现极其强烈的音乐情绪及色彩效果，这些不协和和弦通常出现在作品的高潮和结

尾处。弹奏这些段落时，尤其是弹奏大和弦时，为营造辉煌、嘹亮的声音效果，需要在触键动作中加上手臂甚至全身的力量，快

速果断的触键，声音要坚挺、饱满、有弹性，跟随音乐的节奏，保持强劲有力的弹奏。比如在《一人与六人》的结尾处(见例21)。

例21．《一人与六人》片段

3．跳跃顿挫性音色

江文也经常使用跳音来表现跳跃诙谐地情趣，如《小素描》(见例22)就表现了这种音乐情绪。弹奏时，注意手指的触键面

积要小而再小，力量应全部集中在指尖，触键灵巧、机敏。当指尖力量迅速下沉到琴键，就借用触键的反作用力快速反弹离键。

例22．《小素描》片段

4．轻快流动音色

江文也钢琴作品有大量的快速流动性音色的片段，在弹奏这种音色时，对手指的灵敏度要求很高，要尽量贴键，指尖要敏

感、主动有控制，即使弱也不能声音发虚，尽量减少手指的弹奏动作幅度，让力量不断地在各个指尖上移动，这样便可提高弹奏

速度，使音色有一种奇妙恍如流水般的色彩变化。如《乡土节令诗》之《初夏夜曲》(见例23)的右手部分，用这种触键方式弹奏，

不但可以营造轻盈飘逸的意境，也突出了左手的旋律。

例23．《乡土节令诗》之《初夏夜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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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踏板

鲁宾斯坦说过踏板是钢琴音乐的灵魂。踏板也是表现音乐时采用的最微妙的一种表情手段。江文也的钢琴作品中没有

一处标明踏板，可这并不代表江文也对踏板没有要求，这需要演奏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分析和理解，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考虑

来适当运用踏板。

1．左踏板的使用

左踏板也叫柔音踏板，或弱音踏板。江文也钢琴作品中，有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借助左踏板进行演奏。其—是我们需要弹

得更轻，而技巧达不到时，可以借助左踏板的帮助。例如《北京万华集》之《在喇嘛庙》的结尾处(见例24)，江文也标有从“p_-pp

—ppp”的力度记号，音乐安静的结束。演奏者需要极弱的弹奏这些和弦，但是由于音区较低，音符较多，单纯用手的控制已经

不能做到，所以要借助弱音踏板来帮助。

例24．《北京万华集》之8《在喇嘛庙》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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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因为音色、意境的需要，比如说要表现某种朦胧、幻境的气氛时，为了准确的表达乐思，可以使用左踏板。如：《北京

万华集》之《紫禁城下》(见例25)的乐曲结尾处，虽然江文也没有标有渐弱或PPP的力度标记，但是随着旋律的发展，音乐应在

如梦如幻，略带伤感的意境中结束，所以这里应该使用左踏板来改变音色。

例25．《北京万华集》之2《紫禁城下》片段

2．中踏板的使用

本文所论及的中踏板不是我们普通立式琴常见的中踏板，而是指三角钢琴和少数立式琴的中踏板，这种踏板通常也叫选

择性持续音踏板或选留音踏板。在江文也的钢琴作品中，为了准确地体现作曲家的意图，有时需要使用中踏板完成一些用双

手弹奏与右踏板配合达不到的效果。翻看江文也钢琴作品乐谱我们发现有大量三行谱的乐曲。用两只手演奏三行谱，在手的

能力极度伸张下达不到时，就可以运用大钢琴的中踏板。绝大多数情况保留延长的都是低声部的持续音，如：《五月组曲》之

《灯下》(见例26)。

例26．《五月组曲》之《灯下》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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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右踏板的使用

右踏板是钢琴演奏中最常使用的一个踏板。在江文也钢琴作品中，主要可以依据旋律、和声、节奏和内容风格的需要来使

用右踏板。节奏性踏板是江文也钢琴作品中最为常用的，这与江文也创作中所使用的富有特色的节奏型有关。如《五首素描》

之《满帆》(见例27)，全曲基本使用了类似托卡塔式的音型，演奏时要注意在节奏重音上的右踏板使用，手的弹奏与脚的动作要

同步，这样演奏的音乐律动性、节奏感都更强。

例27．《五首素描》之《满帆》片段

四、小结

江文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从他出生、成长、求学、成名、创作、教学及整个人生经历中，在台湾、日本、

大陆三个区域空间均留下了生命的印记。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生命存在个体，不论他身在异国(日本)，还是回到祖国大陆，由于

其特殊的经历使他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和呼唤着他对自身身份归宿的追寻与确证。这种生命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彷

徨、失落与悲情几乎缠绕了他的大半生。正如李岚清同志所讲的，“江文也在日本人眼里，是当年台湾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在中

国人眼里，一度曾认为他是日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台湾人也不知道有江文也这么一个人。圳”正是这种归宿与依靠心

理的缺失感，促使他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核，撰写《中国古代正乐考——孑I．子乐论》，在书中阐发了他对孔子及其儒家音乐
观的独到理解。江文也认为：“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亦是‘遍全身都是音乐’的‘十足的艺术家”啪。在音乐之功用上，江

文也开宗明义的指出：“乐’和国家总是—体难分的。“不管何时何地，音乐永远是一国之歌，永远是人民之声州”正是基于此，

他在音乐创作领域垂范力行，以西方现代传统作曲技法来呈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态状貌，表现中华文明和人文内里的精神意

味，正如自己所言：“以近代科学的方法来复兴而永久保存中国各种的‘乐’，又根据此中国古乐的精神而创造一种新音乐，以贡

献于世界乐坛。"14l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作曲家，江文也在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开路先锋。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他择

取八度、重复音、琶音、跳音等形象、直观的音形元素和材料手法来再现、描模中国传统音乐(乐器)的声形状貌，并将其贯穿于

乐句、旋律、节奏、装饰音等形象塑造和意蕴阐化之中。在演奏与表现中，还要充分依借钢琴独特的触键和踏板的技术手段，才

能将民族化神韵得到加注和提纯。我们在演奏中，只有把握好以上技术难点和演奏要点，才能更加贴切的阐释和表现作曲家

的原旨意图。

[1】李岚清褓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者——江文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柳琳《回望圣贤——江文也眼中的孔子与儒家乐论》，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江Z也著，杨儒宾译《孔子的乐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期。

【4】俞玉滋((江文也传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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