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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浏阳河》这首钢琴曲为例，结合自己学习总结的几点经验，从谱例分析，到技术技巧、音色控制、音乐与情感等方

面来讲述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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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钢琴作品《浏阳河》——技巧、音色、情感
李  芳

（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一首曲子，除了分析其背景之外，还必须得掌握一定

的弹奏技术，注意音色的控制，情感的调动以及对各个地

方、各个时期的音乐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把握。钢琴曲《浏阳

河》，由王建中作曲，从装饰音的特色，音色的变化，曲式

结构，演奏的强弱快慢的对比中，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

艺术韵味十足。

一、曲谱分析

引子部分，共有两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主题鲜明，由

明亮整齐的和弦音色导入，仿佛眼前出现了迷人的浏阳河，

右手的八度和弦，突出小指的主旋律。左手犹如小波浪翻

滚，突出小指第一音，连贯的演绎弹奏，左右手衔接恰当，

如同一只手弹出，尾部音收干净。

此段为全曲的结束段，不停的琶音起伏，表达了作者心

中对浏阳河的无限感慨，仿佛站在浏阳河边久久不能离去，

双手结束在波音和弦上，此时处理成两个pp都不为过，为浏

阳河这幅美丽的画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技巧的训练

从以上谱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钢琴弹奏技巧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不可能去表达感情丰富的

音乐作品。有时候看见许多初学者或者技术技巧不过关的人

一味的去弹奏一些好听的乐曲，笔者认为这是最大的错误。

作为一个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学习最基本的音乐知识和

钢琴演奏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在钢琴演奏的练习上

多下功夫，预期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钢琴演奏中牵涉到

的技巧非常多，这里我们谈谈几个常用的技巧。

（一）音阶

音阶24个大小调是非常重要、极其有用的。虽然看似

简单，但不花足够的功夫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在许多的

钢琴作品中都随处可见音阶的影子，弹奏音阶要注意的是

让所有音发出的音色是一样的，不能时轻时重，注意手指

的控制能力。

（二）琶音

琶音包括24个大小调和属7减7琶音是建立在音阶之上的

练习。主要锻炼手指之间的扩张和伸缩能力，这是非常重要

的。钢琴曲中琶音部分的比重占得较多，各种类型的琶音都

会出现，但都是基本琶音演变而来的，所以练习好基本琶音

是至关重要的。

（三）八度

八度的演奏技巧有两种，分别是手腕及大臂或手腕单

独完成。篇幅较长的八度片段需要大臂和手腕的结合，这

样手不容易疲劳，还能突出主旋律的音色，如果是旋律较

快的八度，则需要手腕非常灵活，能够控制住每个音的音

色及强弱。

二、音色及情感

钢琴音色的优美是音乐表演者不断追求的目标，只有

演奏出优美的音色才能打动听众的心，实现音乐感人肺腑

之能。著名钢琴教育家涅高兹曾说“钢琴的艺术也是声音的

艺术，通过弹奏音色的变化产生的音响可以表现出愤怒的狂

号、疾风骤雨、雄伟悲壮、奔腾豪放、果断刚烈等强烈的情

感，也可以表达低声倾诉、喃喃细语、安慰、爱抚、叹息、

抽泣、甜蜜、微笑、幸福、爱情等内心的复杂情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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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空谷回声、黄昏钟声、高山流水、粼粼水波等大自然的

奇观美景以及阳光、月色、云彩、微风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物

体。总之，所有称之为音乐的东西都可以再钢琴上弹奏出

来，而音色的变化使音乐的表现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表现

范围。

通过钢琴的学习，丰富了我的音乐阅历，让我感触到音

乐是最美、最真、最动人的语言。让我知道音乐并不用过多

的装饰，只要用最简单，最朴实的方法去诠释就可以了。要

想弹好一首曲子，除了背景的了解，还要运用该曲子适合的

技巧，注意音色的对比控制，情感的运用，对不同时代，不

同地方的音乐风格进行把握，更完美地去演绎钢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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