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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箱和左手触键在手风琴演奏中的应用
■文/谭玉永

【摘要】风箱的运用技巧是表现音乐感觉途
径。同时，手风琴是一件极为适合表现和声的
乐器，掌握好左手触键技巧会使手风琴的艺术
表现效果更加完美。本文即论述了这两项尤为
重要的技巧，并与实际作品相结合，把技巧练
习与音乐表现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以便更准
确及生动地解释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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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手风琴不仅是学会演奏的基本技巧，更重要
的是培养与提高音乐的表现能力。当然，没有技巧就无从
表现。掌握技巧是提高艺术表现力的基础与前提。因此，
如何使技巧能够完美地表现音乐，是我们以后学习中要注
意解决的课题，也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

一、风箱的使用方法
手风琴演奏时风箱的运用与演奏效果密切相关。例如

在王域平作曲的《牧民之歌》中，模仿万马奔腾马蹄声的
乐段，左手旋律右手和弦，这段音乐要靠左臂控制风箱产
生强劲的气流，这样发出的声音不会干巴巴。在强拍时短
促有力地冲击簧片，表现乐曲的高潮 , 音色是饱满的。

风箱的使用方法可分为“平风箱”、“顿风箱”、“抖风
箱”、“颤风箱”四种。

1、平风箱：是演奏中最常使用的一种风箱奏法，它
是其他风箱使用的基础。平风箱适宜表现含蓄的，细腻的
曲风。它发出的声响能很好地展现倾诉的绵绵无尽的情思
和温厚的音乐。

2、顿风箱：是第二大种风箱使用法。顿风箱既可以
表现乐曲中强调的转折点、停顿点、突强点等处精神震奋、
意志坚定的情绪，也适宜表现轻快、跳跃的乐曲。一首乐
曲中转折点、停顿点、突强点不可能太多，顿风箱使用也
不多，但在轻快乐曲时使用就很多，奏出的声音富于弹性，
像低音提琴的拔弦效果，极具感染力。

3、抖风箱：靠风箱在短距离内的快速往返奏乐的方
法叫抖风箱，这种风箱产生的声音连续、不断、短促、有力，
善于表现战士行军的节奏，火车飞速运行、树叶微微颤动
等音乐。

4、颤风箱：颤风箱发出的声音接近弦乐，声音柔和、
优美、悠扬、动听。

风箱的运用技巧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表现音乐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为表现音乐而服务的。他不是独立的、
死板的。要将其作为一种表现音乐的手法使用它，而不应
该简单的、机械的单一的练习他们，而是将其掌握后用于
要表达的音乐中，使其很好的表现音乐内涵，展现作者思绪。

二、左手触键——演奏手风琴的关键
手风琴是一件音色悠扬且极为适合表现和声的乐器。

如果没有左手的配合，那么和声将很难实现，就像乐队中
少了低声部音乐一样，不完整。在弹奏手风琴时经常存在
忽视左手的问题，如不重视指法的使用，弹奏不清楚、技
术不准切等问题。这样使得奏出的声音很浅，没有穿透性。

左手的技巧通常包括 ：“左手和弦断音的技巧”、“左
手音阶的技巧”、“左手旋律的演奏技巧”。

1、左手和弦断音的演奏，主要是学会断音奏法，即

左手在弹奏和弦时强调声音的弹跳性，并发出点状音，像
活蹦乱跳的珠子，晶莹透明充满活力。在保持基本手形和
正确触键的基础上，强调手指触键的弹跳性和间断性，用
手指尖快速地点击键钮，并借助键钮的反弹力，将声音迅
速切断，使触键动作一次完成，所发出的声音短促有力。

2、利用左手键钮演奏音阶的重要性，人们往往缺乏
认识。用键钮演奏音阶，相对于键盘演奏会有一定难度。
这是由于键盘与键钮上各音排列的不同所造成的。键盘部
分音高相邻的两音，是根据二度关系按先后次序被依次排
列组织在一起，并形成一条线，演奏时可由底到高，由高
到底依次演奏，键钮部分相邻的两音，则是根据纯五度关
系排列分布在较远的距离上，这样演奏时只能在两条线上
穿插进行。由于音高相邻的两音在键钮上的相隔距离比较
大，就给演奏者带来一定难度，也就使演奏的贯性容易出
现问题。而且，演奏的速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对它进行单独训练。

3、左手底音旋律的演奏，主要是学会连音、断音、
非连音的演奏。弹奏时，应根据乐曲表现的需要，而采用
不同的方法进行，应像右手技巧一样将它们在各自声音上
“绵绵不绝”,“蹦跳间断”,“似连非连”的鲜明特点，细腻、
充分明确地表现出来。手风琴左手底音旋律中，连音、断音、
非连音演奏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的演奏技巧。 

在手风琴的演奏和学习中，风箱的运用和左手触键是
其中两项尤为重要的技巧。通过本选题的研究，期待能够
引起众多演奏者对这两项技巧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达到更
深层次解释音乐作品的目的。其实在手风琴学习中远不止
这些，我们还应多听优秀的演奏，多听优秀的音乐作品，
多看些文学，哲学美学著作，多看美术作品，戏剧作品，
书法作品，从各方面吸取营养，便于演奏者能够把技巧练
习与音乐表现力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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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创新  展现奏鸣
——通过《月光》看贝多芬对奏鸣曲式的改革与创新

■文/韩玥

【摘要】奏鸣曲式作为运用在各种器乐创作
中的重要体裁之一，被作曲家们广泛的运用和发
展。在创作与实践的过程中，贝多芬对于钢琴奏
鸣曲式的改革与创新具有独创意义。在贝多芬的
32 首钢琴奏鸣曲中，他的改革与创新不仅体现在
奏鸣曲的结构和形式上，还蕴涵在奏鸣曲的内容
与情感中。使他写作的钢琴奏鸣曲贯穿一生，其
风格的演变集中地显示出了他在形式上的探索与
创新。

【关键词】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奏鸣曲式

德 国 作 曲 家 路 德 维 希· 凡· 贝 多 芬（Ludwig Van 
Beathoven，1770—1827），其在在西方音乐历史的中独领
风骚，他的一生是不断探索与创新的一生。贝多芬极大地扩
充和发展了由海顿、莫扎特等人创立并发展起来的维也纳古
典音乐形式与风格。他将 18 世纪与 19 世纪、古典主义与
浪漫主义穿接起来，将一个时代的理想融会于自己的音乐艺
术之中，贝多芬的名字与崇高的信念，顽强不屈的意志、充
满震撼力的音乐，为表达情感不拘规范的气魄永远同在。

一、贝多芬对钢琴奏鸣曲的改革与创新
贝多芬以前的钢琴奏鸣曲已经初具规模，最早的奏鸣

曲仅仅是单二、单三的形式，逐渐摆脱巴洛克时期的复调
音乐，向主调方向发展。进入古典时期后被海顿、莫扎特
加以完善，形成了快慢快的奏鸣曲形式。这一奏鸣曲形式
又在贝多芬手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具体从两方面来分析。

1、从形式上看：贝多芬将奏鸣曲式广泛运用于自己
的各种体裁与套曲的各个乐章中，将它的篇幅和内涵极
大地扩充以适应宏大的构思，不仅奏鸣曲式各部分的独
立性与对比性加强，而且将展开部作为动力性发展最集
中，最强烈的部分，动机的作用真正得到了发挥，成为
生成紧张的戏剧性冲突的种子核心，套曲的各乐章，无
论是慢板乐章还是谐谑曲或终曲更突出了各自不同的特
性与作用，乐章间形成了既对比并置又彼此关联的辩证
关系。音乐材料的互相渗透与贯穿，使整个套曲达到高
度的完善和统一。

2、从内容上看：贝多芬从情感内容出发，对古典奏
鸣曲进行的大胆的改革，这种改革显现出贝多芬形态多样
的作品风格和表现形式，其中有不少具有独创性的乐段，
蕴涵的思想和情感相当丰富，以致原有的奏鸣曲结构和形
式已经完全包纳不下了。他的旋律简洁质朴而含蓄深情，
建立在和弦音上的线条严整粗犷，动机或旋律富于紧张的
冲击力量，而柔板旋律又令人悲悯沉思 ；节奏鲜明突出，
经常有进行曲，送葬曲或其他舞曲式的特性节奏，破坏规
模平衡性的切分式节奏或突换重音的运用，是造成贝多芬
顽强果断与冲突紧张风格的重要手段 ；和声调性的作用在
贝多芬的作品里大大超过了海顿和莫扎特，它的不协和，
不稳定，转换的频繁与范围的扩大，终止式的延长扩充等
形成了强大的动力特征，扩充了自巴赫以来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的主调和声体系的内含量。

下面笔者以《月光》为例来说明贝多芬如何对奏鸣曲
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二、对钢琴奏鸣曲《月光》的分析
贝多芬谱写《月光》正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在这一

时期的作品中，贝多芬注入了新的因素，摆脱了旧有形式
的束缚和传统手法的影响。贝多芬几乎不被传统形式束缚，
大胆扩展了连接部，展开部和结束部的规模。这一时期成
为贝多芬创作中的光辉灿烂的时期。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
最有灵感，最感人而且是最独创的作品之一。

1、从形式上看：《月光》奏鸣曲中，在悲哀沉思的第
一乐章与激动的第三乐章之间，插入孑然不同的第二乐章，
其优雅、轻盈具有谐谑曲性质的。成为是第一、三乐章的
纽带，一改第一乐章的压抑的氛围。后来另一位钢琴大师
李斯特就曾说过第二章是“开在两座悬崖中的一朵小花”。
乐曲的第三乐章是全曲的核心和重点，宠妃显现出了音乐
的冲突，许多鲜明的音乐形象都统一在急速的运动里对立
和斗争。呈示部的两个主题都按照顺序发展，并交错展开。
主部压缩了，副部分裂成一些单独乐句。在高低音部交替
出现，并进行调性变换，这样加强了乐曲的表现力和张力。
结尾是持续的属音逐渐消失的音响，使人感到短暂的宁静，
这是在预示着戏剧性新的高潮（再现部）的到来。

2、从内容上看：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为 #C 小调，
2/2 拍子，和缓的慢板，这个充满柔情，沉思和哀痛的乐
章，正与“月光”这一富于诗意的标题紧密地联系着。乐
曲从由绵若的三连音开始，并没有主题的对比和力度的对
照，用小河流淌水的的流动感。在安静平和的和声背景上，
慢慢展开了如歌的的主题旋律，仿佛是一位沉思的姑娘向
你幽幽的诉说她内心的忧伤 ；并通过过音区、和声、节奏
的变化，清晰的展示出作曲家内心的涟漪。悲哀占贯穿本
乐章，但又融合了它情绪的表达 ：内心的激动，悲痛中幻
想等，本乐章所表达的感情是十分丰富而深刻动人的。第
二乐章降 D 大调，2/4 拍子，小快板。第三乐章回归到 #C
小调 ，4/4 拍子 ，急板。表现了作品内部的冲突。

贝多芬的《#C 小调奏鸣曲》情感丰富，形象生动，个
性鲜明，曲式上大胆富有创造，乐章的组合更加自由。它
展现了作曲家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斗争，又表现了贝多芬
坚强的意志和力量，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激励和和美的享受。

总之，贝多芬的创作集德奥优秀音乐传统之大成，自
巴赫、亨德尔到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的音乐成就在贝多
芬这里汇集并融入了时代的音响与德奥民间音乐的养料，
从而使贝多芬的音乐成为古典时代的最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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