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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演奏风格便应运而生了。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时，人

们对其风格的理解与把握往往分为两大派 ：一派主张尽力

模仿巴赫时代乐器的特点，尽可能的再现巴赫作品的原貌，

古钢琴弹出来是什么效果，就要用现代钢琴表现出来，这

样才是原汁原味儿的巴赫 ；一派则主张充分发挥现代钢琴

的优点，认为时代是变化的，音乐风格也会发生变化，要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音乐史，不应拘泥于古代，否则则是固

步自封、胶柱鼓瑟。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说得很好 ：“艺术

是用来给人欣赏的，而不是用来比较的”。笔者在这里并不

想对两派的观点提出任何批判或建议，因为一位成熟的演

奏者，一定是具有开放的心态而又能够拥有自己的立场与

观点的。所以，根据巴赫时代乐器与现代乐器的差别以及

不同的演奏风格对音乐的要求，不管你是一位刚刚踏上通

往艺术殿堂道路的朝圣者，还是一位运斤成风的钢琴家，

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乐谱中选择一份适合自己水平的版

本，总是必要的。

我们之所以要从各种不同版本的乐谱中进行选择，还

因为钢琴演奏艺术实际上是一种二重创作。音乐艺术的欣

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欣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从音

乐的产生到音乐的聆听，需要经过三个环节，即创作—演

奏—欣赏。像文学、美术之类的文艺形式，文艺工作者创

作出作品之后，欣赏者便可以直接与作品乃至创作者本人

进行沟通、产生共鸣，总共需要两个环节；而一部音乐作品，

则需要先由作曲者创造出来，再由音乐演奏者去演奏，最

后才能进入观众的耳中。也就是说，乐谱本身并不是音乐，

它只是作曲家将自己的灵感通过符号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记

载下来的一个物质载体，而演奏者又需要将这一物质载体

重新以音乐的形式翻译回去，呈现给大家。一位演奏者，

不管水平高低与否，都需要在演奏中表现自己对音乐的理

解。浅的来说，包括一些基本的力度的对比、速度的变化，

深的来说，则有音色的控制、弹性节奏的掌握、个人外在

与内在的气质修养等等。所以，在演奏的过程中，如何选

择一份适合于自己的乐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演奏者自

己的发挥空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二重创作”的发挥空间。

综上所述，乐谱版本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了作曲家的意

志，也与演奏者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谨慎地

选择一个版本，是十分必要的。

三、以法国组曲为例

在了解了选择版本的原因之后，便让我们以巴赫法国

组曲的第 5 首为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手中共有 4 个

版本的巴赫法国组曲第 5 首的乐谱，编辑者分别是 Carl 

Czerny (1791-1857)、Egon Petri (1881-1962)、Ernst 

Naumann (1832-1910) 与 Wilhelm Rust (1822-1892)。

首先介绍的是 Carl Czerny 的版本。Carl Czerny 在音

乐史的发展上可谓立下了汗马之功，在作曲、教学等方面

都有着突出的贡献，然而人们对他在音乐编辑方面，特别

是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编辑方面的贡献则是毁誉参半。褒

扬者认为他的工作丰富了巴赫等人的音乐的表现力，扩展

了其内涵，实现了与浪漫乐派的接轨 ；贬损者则认为他编

辑的作品掺杂了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且与作曲家的风格

不相符，原作的神韵已经荡然无存。笔者虽然认为他的版

本有不少值得参考的成分，但他的做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有

些过了火，比如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我们一般是用行板

的速度来演奏，而在他那里，速度则变成了每分钟 104 拍

的小快板，着实令人费解 ；而第二首库朗特舞曲，虽是快

速的乐章，但 Carl Czerny 却将速度飙到了每分钟 152 拍，

似乎完全将之当做练习曲了。在力度记号方面，则较好地

保持了中庸的尺度，渐强与减弱的处理也十分得体。十分

奇特的是，在巴赫的原作中，反复记号只需要反复一次，

然而 Carl Czerny 却要求我们反复三次，也就是说，反复

记号内的段落总共被要求演奏四次，笔者认为我们在演奏

时反复一次即可。

接下来的是 Ernst Naumann 与 Wilhelm Rust 的净版。

由于都是净版，二者差异并不是很大，都比较客观、真实

地展现了巴赫原作的风貌。最后是 Egon Petri 的教学版。

Egon Petri 的时代距离现在比较近，比较能够适应现代教

学的需要。速度、力度的要求都比较适当，表情术语十分

丰富（如第一首阿勒曼德组曲中添加了大量的关于音乐表

情的术语）。更重要的是，他的版本充分地发挥了现代钢琴

的诸多优点 ：一些低音被增加了八度重复效果（如第二首

库朗特舞曲第 5、6 两个小节），使音响效果浑厚、丰满了

起来，延音踏板的使用也做了十分详细的标注（如第三首

萨拉班德舞曲），一些地方大胆地使用了柔音踏板（如第四

首加沃特舞曲的第 12-16 小节），进一步丰富了乐曲的音

色。总体来说，Egon Petri 的版本虽然十分大胆，对巴赫

的作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加工，却并不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而是有利于教学的、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优秀版本。

以上都是几个比较富有代表性的版本，而巴赫作品的

版本远不止这些，笔者选择这几个版本的乐谱，并不是单

单希望读者从这些乐谱中寻找出自己想要的一版，而是希

望读者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整

理出一些选择版本的经验来。

总之，演奏巴赫的作品，应当遵循从教学版开始，再

逐渐地减少对编辑者的依赖，最后使用净版乐谱，并充分

地发挥自我对巴赫音乐的理解的顺序。一开始，由于我们

对巴赫的音乐还几乎没有把握，单凭自己的理解很难正确

地演奏巴赫的作品，正如赵晓生先生盲人摸象比喻中的盲

人对象的形象没有把握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教学版乐

谱 ；慢慢地，我们对巴赫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象”的轮

廓已经影影绰绰、依稀可见了，我们演奏时便有了更多选

择的余地，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与设计了 ；最后，我们积累

了足够的经验，对巴赫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已经能够游

刃有余、自信而从容地处理各种分句、装饰音、强弱对比、

音色变化了，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净版乐谱，以充分发挥

我们自己的理解，因为“象”的形象已经真真切切地刻在

了我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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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巴赫钢琴作品乐谱版本的选择
■文/朱绍庚

【摘要】巴赫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键盘乐作
品，包括管风琴作品，尤其是钢琴作品尤为重
要。巴赫为钢琴创作了两百余首钢琴作品，其
中包括被称为“音乐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
曲集 48 首，精致而典雅的英、法、德组曲各六
套，富有建筑感而又绮丽多姿的哥德堡变奏曲，
适合教学使用的、短小精悍的创意曲 30 首，辉
煌华丽的钢琴协奏曲 16 首等等。笔者拟以巴赫
的法国组曲第五首为例，来讨论如何选择一本
适合于自己演奏的巴赫作品乐谱。

【关键词】巴赫；钢琴作品；版本选择

 一、巴赫与巴赫的钢琴作品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 年 3 月 21 日－ 1750 年 7 月 28 日）是德国杰出的作

曲家、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一提起巴赫的名

字，人们或对其熟练而缜密的作曲技巧产生无限的景仰，

或深深沉醉于其音乐中宗教式的静谧与肃穆，或伴着那悠

扬、轻盈的舞曲幻想着往日的宫廷盛宴。巴赫不仅仅是他

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更对后来几百年的音乐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巴赫在以康塔塔和受难曲为代表的宗教

音乐、管风琴音乐、古钢琴音乐、室内乐、协奏曲等方面

都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种种美誉，诸如“音乐之父”、

“音乐的大海”等等无不洋溢着对巴赫的膜拜之情。巴赫

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在 19 世纪出版的巴赫作品全集中，

巴赫的作品目录编号竟然编到了 BWV.1080（这其中还不

包括已经遗失的作品以及后来发现的作品）！

说到巴赫的音乐，我们便不得不提起他的钢琴作品

（其实说“钢琴作品”是不准确的，详见下文分析。笔者

本来准备使用“键盘乐作品”这个词，但是巴赫的键盘乐

作品还包括管风琴作品，不属于今天的讨论范畴 ；而使用

“古钢琴作品”虽然契合巴赫的时代，却往往使人产生误

解。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决定使用“钢琴作品”，以尊重

大家的习惯）。巴赫钢琴作品的编号从 BWV.772 一直编到

BWV.994，也就是说，巴赫为钢琴创作了两百余首钢琴作

品，其中包括被称为“音乐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48 首，精致而典雅的英、法、德组曲各六套，富有建筑感

而又绮丽多姿的哥德堡变奏曲，适合教学使用的、短小精

悍的创意曲 30 首，辉煌华丽的钢琴协奏曲 16 首等等。笔

者今天便准备以巴赫的法国组曲第五首为例，来讨论如何

选择一本适合于自己演奏的巴赫作品乐谱。

二、我们为什么要从各种不同版本的乐谱中进行

选择？

首先，这与作曲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讨论作曲家与

乐谱选择的问题时，答案通常具有一些共性 ：有些人初出

茅庐，尚未登堂入室，对音乐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把握，便

适合选择教学版 ；有些人对作曲家的风格已经有了一定了

解，可以运筹帷幄了，选择原版就是一个更好的决定。然而，

针对不同的作曲家，答案又总具有其个性，巴赫的钢琴作

品更是如此，因为巴赫的年代相对于贝多芬、肖邦、勃拉

姆斯等作曲家来说要久远一些，巴赫时代的音乐社会生活

不仅与今天千差万别，亦不同于以上几位大师。

而说到巴赫的钢琴作品，我们又不得不谈一谈巴赫时

代流行的几种键盘乐器。巴赫时代的键盘乐器主要有三种：

管风琴（organ），拨弦古钢琴（harpsichord, 又称大键琴

或羽管键琴）和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 又称小键琴），

我们现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时所使用的现代钢琴 (pianoforte)

则诞生于 1709 年的意大利，这一年巴赫正好 24 岁，出版

了的作品只有一首康塔塔。由于金属冶炼技术与锻造技术

的不发达等原因，钢琴在巴赫的时代并不很受欢迎，巴赫

本人对钢琴也并不抱有好感（直到巴赫去世两年前仍是如

此）。而在当今时代，钢琴已经成为了普及度最高的、表现

力最为丰富的乐器之一，巴赫为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

创作的作品，也几乎都是使用钢琴来演奏的。所以，为了

对巴赫的作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以选择一份合适于

自己的乐谱，我们必须对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这两种

乐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顾名思义，拨弦古钢琴是使用羽

毛的管状部分或皮革之类的东西来拨动琴弦，使之震动而

发出声音的乐器，声音富有金属色彩，十分高贵，比较符

合巴洛克时期的贵族沙龙音乐的气质。击弦古钢琴则由扁

薄的长方形盒子构成，没有脚，可以放在桌上弹奏，用槌

子敲弦发声的，这种装置和近代的钢琴相似，只是装置较

为简陋，音量较弱，音色也不太明亮，在巴赫时代，流行

程度不及拨弦古钢琴。上文已经提到，巴赫创作了两百多

首我们今天用钢琴来演奏的作品，但是巴赫本人在作曲时

却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有意思的习惯 ：巴赫并没有注明

这些作品究竟是为拨弦古钢琴创作的，还是为击弦古钢琴

创作的。这虽然为丰富巴赫音乐作品的表现力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却无形之中增大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为了

研究方便，我们不妨从这两种乐器的特点中概括出一些共

性，来跟现代钢琴做比较，以方便我们的研究。笔者认为，

这两种乐器的共性便是 ：音量偏小，音色富有金属色彩，

声音持续时间短，音量的变化范围不大。

每当我们拿到一份净版的巴赫乐谱时，我们总是会其

陷入深深的迷惘。在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古典音乐钢琴作品

文献里，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比巴赫的净版乐谱更“净”

的谱例了。因为巴赫在创作时几乎不在自己的钢琴作品中

表明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是连奏还是断奏以及分句

的情况，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节拍、节奏、音高这些要素。

有些人从主观上分析巴赫这样做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是

由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决定的 ：由于发音原理的关系，拨

弦古钢琴无法改变音量大小，巴赫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

会在钢琴上演奏。实际上，当我们翻开巴赫同时代作曲家，

如亨德尔、泰勒曼等人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乐谱

上也很少有表情记号。

当钢琴家们了解了巴赫时代的这两个音乐背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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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演奏风格便应运而生了。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时，人

们对其风格的理解与把握往往分为两大派 ：一派主张尽力

模仿巴赫时代乐器的特点，尽可能的再现巴赫作品的原貌，

古钢琴弹出来是什么效果，就要用现代钢琴表现出来，这

样才是原汁原味儿的巴赫 ；一派则主张充分发挥现代钢琴

的优点，认为时代是变化的，音乐风格也会发生变化，要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音乐史，不应拘泥于古代，否则则是固

步自封、胶柱鼓瑟。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说得很好 ：“艺术

是用来给人欣赏的，而不是用来比较的”。笔者在这里并不

想对两派的观点提出任何批判或建议，因为一位成熟的演

奏者，一定是具有开放的心态而又能够拥有自己的立场与

观点的。所以，根据巴赫时代乐器与现代乐器的差别以及

不同的演奏风格对音乐的要求，不管你是一位刚刚踏上通

往艺术殿堂道路的朝圣者，还是一位运斤成风的钢琴家，

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乐谱中选择一份适合自己水平的版

本，总是必要的。

我们之所以要从各种不同版本的乐谱中进行选择，还

因为钢琴演奏艺术实际上是一种二重创作。音乐艺术的欣

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欣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从音

乐的产生到音乐的聆听，需要经过三个环节，即创作—演

奏—欣赏。像文学、美术之类的文艺形式，文艺工作者创

作出作品之后，欣赏者便可以直接与作品乃至创作者本人

进行沟通、产生共鸣，总共需要两个环节；而一部音乐作品，

则需要先由作曲者创造出来，再由音乐演奏者去演奏，最

后才能进入观众的耳中。也就是说，乐谱本身并不是音乐，

它只是作曲家将自己的灵感通过符号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记

载下来的一个物质载体，而演奏者又需要将这一物质载体

重新以音乐的形式翻译回去，呈现给大家。一位演奏者，

不管水平高低与否，都需要在演奏中表现自己对音乐的理

解。浅的来说，包括一些基本的力度的对比、速度的变化，

深的来说，则有音色的控制、弹性节奏的掌握、个人外在

与内在的气质修养等等。所以，在演奏的过程中，如何选

择一份适合于自己的乐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演奏者自

己的发挥空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二重创作”的发挥空间。

综上所述，乐谱版本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了作曲家的意

志，也与演奏者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谨慎地

选择一个版本，是十分必要的。

三、以法国组曲为例

在了解了选择版本的原因之后，便让我们以巴赫法国

组曲的第 5 首为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手中共有 4 个

版本的巴赫法国组曲第 5 首的乐谱，编辑者分别是 Carl 

Czerny (1791-1857)、Egon Petri (1881-1962)、Ernst 

Naumann (1832-1910) 与 Wilhelm Rust (1822-1892)。

首先介绍的是 Carl Czerny 的版本。Carl Czerny 在音

乐史的发展上可谓立下了汗马之功，在作曲、教学等方面

都有着突出的贡献，然而人们对他在音乐编辑方面，特别

是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编辑方面的贡献则是毁誉参半。褒

扬者认为他的工作丰富了巴赫等人的音乐的表现力，扩展

了其内涵，实现了与浪漫乐派的接轨 ；贬损者则认为他编

辑的作品掺杂了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且与作曲家的风格

不相符，原作的神韵已经荡然无存。笔者虽然认为他的版

本有不少值得参考的成分，但他的做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有

些过了火，比如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我们一般是用行板

的速度来演奏，而在他那里，速度则变成了每分钟 104 拍

的小快板，着实令人费解 ；而第二首库朗特舞曲，虽是快

速的乐章，但 Carl Czerny 却将速度飙到了每分钟 152 拍，

似乎完全将之当做练习曲了。在力度记号方面，则较好地

保持了中庸的尺度，渐强与减弱的处理也十分得体。十分

奇特的是，在巴赫的原作中，反复记号只需要反复一次，

然而 Carl Czerny 却要求我们反复三次，也就是说，反复

记号内的段落总共被要求演奏四次，笔者认为我们在演奏

时反复一次即可。

接下来的是 Ernst Naumann 与 Wilhelm Rust 的净版。

由于都是净版，二者差异并不是很大，都比较客观、真实

地展现了巴赫原作的风貌。最后是 Egon Petri 的教学版。

Egon Petri 的时代距离现在比较近，比较能够适应现代教

学的需要。速度、力度的要求都比较适当，表情术语十分

丰富（如第一首阿勒曼德组曲中添加了大量的关于音乐表

情的术语）。更重要的是，他的版本充分地发挥了现代钢琴

的诸多优点 ：一些低音被增加了八度重复效果（如第二首

库朗特舞曲第 5、6 两个小节），使音响效果浑厚、丰满了

起来，延音踏板的使用也做了十分详细的标注（如第三首

萨拉班德舞曲），一些地方大胆地使用了柔音踏板（如第四

首加沃特舞曲的第 12-16 小节），进一步丰富了乐曲的音

色。总体来说，Egon Petri 的版本虽然十分大胆，对巴赫

的作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加工，却并不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而是有利于教学的、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优秀版本。

以上都是几个比较富有代表性的版本，而巴赫作品的

版本远不止这些，笔者选择这几个版本的乐谱，并不是单

单希望读者从这些乐谱中寻找出自己想要的一版，而是希

望读者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整

理出一些选择版本的经验来。

总之，演奏巴赫的作品，应当遵循从教学版开始，再

逐渐地减少对编辑者的依赖，最后使用净版乐谱，并充分

地发挥自我对巴赫音乐的理解的顺序。一开始，由于我们

对巴赫的音乐还几乎没有把握，单凭自己的理解很难正确

地演奏巴赫的作品，正如赵晓生先生盲人摸象比喻中的盲

人对象的形象没有把握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教学版乐

谱 ；慢慢地，我们对巴赫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象”的轮

廓已经影影绰绰、依稀可见了，我们演奏时便有了更多选

择的余地，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与设计了 ；最后，我们积累

了足够的经验，对巴赫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已经能够游

刃有余、自信而从容地处理各种分句、装饰音、强弱对比、

音色变化了，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净版乐谱，以充分发挥

我们自己的理解，因为“象”的形象已经真真切切地刻在

了我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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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巴赫钢琴作品乐谱版本的选择
■文/朱绍庚

【摘要】巴赫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键盘乐作
品，包括管风琴作品，尤其是钢琴作品尤为重
要。巴赫为钢琴创作了两百余首钢琴作品，其
中包括被称为“音乐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
曲集 48 首，精致而典雅的英、法、德组曲各六
套，富有建筑感而又绮丽多姿的哥德堡变奏曲，
适合教学使用的、短小精悍的创意曲 30 首，辉
煌华丽的钢琴协奏曲 16 首等等。笔者拟以巴赫
的法国组曲第五首为例，来讨论如何选择一本
适合于自己演奏的巴赫作品乐谱。

【关键词】巴赫；钢琴作品；版本选择

 一、巴赫与巴赫的钢琴作品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 年 3 月 21 日－ 1750 年 7 月 28 日）是德国杰出的作

曲家、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一提起巴赫的名

字，人们或对其熟练而缜密的作曲技巧产生无限的景仰，

或深深沉醉于其音乐中宗教式的静谧与肃穆，或伴着那悠

扬、轻盈的舞曲幻想着往日的宫廷盛宴。巴赫不仅仅是他

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更对后来几百年的音乐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巴赫在以康塔塔和受难曲为代表的宗教

音乐、管风琴音乐、古钢琴音乐、室内乐、协奏曲等方面

都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种种美誉，诸如“音乐之父”、

“音乐的大海”等等无不洋溢着对巴赫的膜拜之情。巴赫

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在 19 世纪出版的巴赫作品全集中，

巴赫的作品目录编号竟然编到了 BWV.1080（这其中还不

包括已经遗失的作品以及后来发现的作品）！

说到巴赫的音乐，我们便不得不提起他的钢琴作品

（其实说“钢琴作品”是不准确的，详见下文分析。笔者

本来准备使用“键盘乐作品”这个词，但是巴赫的键盘乐

作品还包括管风琴作品，不属于今天的讨论范畴 ；而使用

“古钢琴作品”虽然契合巴赫的时代，却往往使人产生误

解。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决定使用“钢琴作品”，以尊重

大家的习惯）。巴赫钢琴作品的编号从 BWV.772 一直编到

BWV.994，也就是说，巴赫为钢琴创作了两百余首钢琴作

品，其中包括被称为“音乐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48 首，精致而典雅的英、法、德组曲各六套，富有建筑感

而又绮丽多姿的哥德堡变奏曲，适合教学使用的、短小精

悍的创意曲 30 首，辉煌华丽的钢琴协奏曲 16 首等等。笔

者今天便准备以巴赫的法国组曲第五首为例，来讨论如何

选择一本适合于自己演奏的巴赫作品乐谱。

二、我们为什么要从各种不同版本的乐谱中进行

选择？

首先，这与作曲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讨论作曲家与

乐谱选择的问题时，答案通常具有一些共性 ：有些人初出

茅庐，尚未登堂入室，对音乐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把握，便

适合选择教学版 ；有些人对作曲家的风格已经有了一定了

解，可以运筹帷幄了，选择原版就是一个更好的决定。然而，

针对不同的作曲家，答案又总具有其个性，巴赫的钢琴作

品更是如此，因为巴赫的年代相对于贝多芬、肖邦、勃拉

姆斯等作曲家来说要久远一些，巴赫时代的音乐社会生活

不仅与今天千差万别，亦不同于以上几位大师。

而说到巴赫的钢琴作品，我们又不得不谈一谈巴赫时

代流行的几种键盘乐器。巴赫时代的键盘乐器主要有三种：

管风琴（organ），拨弦古钢琴（harpsichord, 又称大键琴

或羽管键琴）和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 又称小键琴），

我们现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时所使用的现代钢琴 (pianoforte)

则诞生于 1709 年的意大利，这一年巴赫正好 24 岁，出版

了的作品只有一首康塔塔。由于金属冶炼技术与锻造技术

的不发达等原因，钢琴在巴赫的时代并不很受欢迎，巴赫

本人对钢琴也并不抱有好感（直到巴赫去世两年前仍是如

此）。而在当今时代，钢琴已经成为了普及度最高的、表现

力最为丰富的乐器之一，巴赫为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

创作的作品，也几乎都是使用钢琴来演奏的。所以，为了

对巴赫的作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以选择一份合适于

自己的乐谱，我们必须对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这两种

乐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顾名思义，拨弦古钢琴是使用羽

毛的管状部分或皮革之类的东西来拨动琴弦，使之震动而

发出声音的乐器，声音富有金属色彩，十分高贵，比较符

合巴洛克时期的贵族沙龙音乐的气质。击弦古钢琴则由扁

薄的长方形盒子构成，没有脚，可以放在桌上弹奏，用槌

子敲弦发声的，这种装置和近代的钢琴相似，只是装置较

为简陋，音量较弱，音色也不太明亮，在巴赫时代，流行

程度不及拨弦古钢琴。上文已经提到，巴赫创作了两百多

首我们今天用钢琴来演奏的作品，但是巴赫本人在作曲时

却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有意思的习惯 ：巴赫并没有注明

这些作品究竟是为拨弦古钢琴创作的，还是为击弦古钢琴

创作的。这虽然为丰富巴赫音乐作品的表现力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却无形之中增大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为了

研究方便，我们不妨从这两种乐器的特点中概括出一些共

性，来跟现代钢琴做比较，以方便我们的研究。笔者认为，

这两种乐器的共性便是 ：音量偏小，音色富有金属色彩，

声音持续时间短，音量的变化范围不大。

每当我们拿到一份净版的巴赫乐谱时，我们总是会其

陷入深深的迷惘。在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古典音乐钢琴作品

文献里，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比巴赫的净版乐谱更“净”

的谱例了。因为巴赫在创作时几乎不在自己的钢琴作品中

表明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是连奏还是断奏以及分句

的情况，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节拍、节奏、音高这些要素。

有些人从主观上分析巴赫这样做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是

由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决定的 ：由于发音原理的关系，拨

弦古钢琴无法改变音量大小，巴赫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

会在钢琴上演奏。实际上，当我们翻开巴赫同时代作曲家，

如亨德尔、泰勒曼等人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乐谱

上也很少有表情记号。

当钢琴家们了解了巴赫时代的这两个音乐背景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