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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贝多芬《月光》与德彪西《月光》演奏技巧之比较

键盘演奏专业

研究生 指导老师

摘要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是他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代表曲目之一，对这部作

品的演奏既具有古典乐派的演奏风格，又具有浪漫主义乐派的演奏方式把浪漫派音乐

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主要以作者当时的情绪为基线应情而作。德彪的《月光》

是典型的印象派作品，为了体现印象派音乐风格，该作品的演奏技巧与古典乐派时期

的演奏有较大区别，因此具有现代派音乐的演奏方式。特别是印象派风格为了追求富

有朦胧感和色彩性对比音色，以及光线的明暗，德彪西把音乐与绘画结合起来，使音

乐不但可以听，又能产生一种画面感，让音乐听起来具有光线明暗并富含色彩变化，

其演奏方式开启了现代钢琴音乐的多样化趋势。

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创作背景、表现内容和作品风格的分析，论述

同一题材不同时期的两个作品在演奏的技巧区别。从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演奏技

巧分析、德彪西《月光》的演奏技巧分析、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与德彪西《月光》

的演奏技巧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从而对这两部作品的演奏提出了一定的见解，也

希望对钢琴学习者在演奏这两部作品时能有有效的启迪。

关键词：贝多芬德彪西月光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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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son ofBeethoven’S¨Moonlight¨
and Debussy¨Moonlight¨playing skills

Music professional

Graduate： Teacher：

Abstract：Beethoven”Moonlight Sonata”is his 32 Piano Sonatas Sonata represents one

of the tracks in this work，to play with both classical music playing style，but also has a

romantic way of playing the romantic music style embodied most incisive．De Biao

”Moonlight”is the typical Impressionist Works，in order to reflect the impressionism music

style，the work performance skills and the classical period playing a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therefore has the modernist music playing mode．Especially the impressionist

style in order to pursue the hazy feeling and color contrast tone，and the brightness of light，

Debussy put the music and painting together,SO that not only Can listen to the music，but

also Can produce a picture，let the music sounds with light and shade and rich color change，

its way of playing that has opened the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odem piano music．

This paper Can analysis of the two works of the era，the creation background，content

and performance style of works，the same them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two works in

the distinction of playing skills．From Beethoven’S”Moonlight Sonata”playing skills

analysis，Debussy”Moonlight”playing skills analysis，Beethoven”Moonlight Sonata”and

Debussy”Moonlight”playing skills comparison from three aspects，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two works play,also hope to piano learners to have effective inspir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wo works．

Keywords：Beethoven Debussy moonlight play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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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引言

钢琴演奏技巧包括很多方面：弹奏的力度、触键方式、踏板的准确运用和音乐表

现等。钢琴演奏中触键技巧是基本技巧，它决定着音色的好坏和演奏风格的准确性；

踏板的准确运用也是钢琴演奏中不可缺少的，踏板犹如钢琴音乐的灵魂让音乐生动悦

耳；对音乐的准确表达则是给音乐注入灵魂，让音乐更生动更富有魔力。准确的演奏

技巧能准确诠释钢琴音乐，是钢琴学习者必学的基本功，在钢琴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

演奏技巧中的触键技巧种类是经过音乐历史和音乐流派的演变而沉淀下来的结

晶。巴洛克时期(Baroque)的触键主要用手指部位运动来弹奏音质特征是清晰、集

中、力度不强，音量平稳。在弹奏中，用非连奏法或手指断奏来模仿古钢琴的声音，

突出代表作如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古典乐派时期(Classic)弹奏技法主

要是用指尖小面积触键，音色干净具有颗粒性下键下键迅速，离键迅速，注意手腕的

放松，要求以自然、舒适的方式去弹奏，给人一种干净清新的听觉效果，如《莫扎特

奏鸣曲》；浪漫乐派时期(Romantic)弹奏技法主要用指腹触键或贴键向下推的方式

弹奏，要求音色柔和富有歌唱性；力量向两极大大扩张，气息要求绵长，从指尖到全

身的力量都用到了，具有代表性作品如《肖邦夜曲》；印象派音乐(Impressionism)

及现代音乐(Modem)却不同于以上三个时期，由于富有朦胧感和色彩性对比音色

的需要，弹奏时避免任何部位的敲击触键，主要以勾、摸、抓等接近水平的方式触键

如《德彪西钢琴曲选》。

演奏技巧中的踏板运用(主要指延音踏板)有很多，其中包括，节奏踏板、切分

踏板、跟随踏板，全踏板、半踏板等，结合作品根据情感的需要才能正确的运用踏板。

不同的乐派踏板运用也不同，时代越早踏板的运用就越少越简单。如巴洛克时期音乐

尽量不用踏板，现代派钢琴音乐从头到尾都有用到踏板。众多的演奏技巧又该如何准

确运用到作品中呢?下面我就以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和德彪西《月光》为例作分析

比较。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与德彪西《月光》是不同时期以同一题材而作的作品，两

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相较而言各有千秋，都是经典之作。一个注重

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个以实景刻画为主。因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同其使得演奏技巧亦

不同。每个弹奏者都要不断的追求，寻找不同类型作品的演奏技巧才能准确的诠释作

品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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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演奏技巧分析

“贝多芬(1770年12月一1827年3月)德国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曲乐派’代

表人物；同时也是浪漫主义乐派的奠基人。”①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在写作形式上运

用了古典奏鸣曲式，在旋律结构上又有浪漫派的音乐风格。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的演奏技巧区别于传统的奏鸣曲，意在写景给

人强烈的画面感。左手的八度用慢下键下沉的方式，展现夜空的浩瀚，体现出作者内

心的寂寞孤独之感。右手的三连音要弹得飘渺，就像浮云在空中轻柔的流动着。

作品第五小节呈现出来的主题，就像月光穿过云彩洒向大地一般。力度上可以这

样理解，如图2．1所示。

图2．1

低声部的弹奏力度为mp、音色浑厚、音域开扩；中声部的弹奏时要流动起来弹奏

力度为P，音色要柔和不要突出任何一个音。第5小节开始展现旋律声部，好似月光

在云层中穿梭，弹奏力度要透出外声部，弹奏力度上从PP到MP。踏板则根据左手和

弦的变化来更换踏板，尽量保持声部的清晰。整个乐章音域开扩、意境丰富、重在写

实，诱发出强烈的画面感。
。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轻盈欢快的曲调冲淡了第一乐章近似呻吟、沉

思的情绪。这个乐章精神饱满，富有活力，整个乐章洋溢着明朗欢快的气息，弹奏时

用指尖触键使音色更为清脆悦耳。它的目的是用于从第一乐章的慢板到第三乐章

“presto agitato”的过渡正如莱奈克所说起着“金色的桥梁”的作用。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是非常快的急板，运用了急速的渐强，造成了戏

剧性的冲突色彩，有一种贝多芬强烈个性的张扬。整个乐章犹如疾风骤雨刮过一般，

第一个主题洋溢着不可遏制的热情沸腾狂怒激烈的吼叫着，又好像是急躁着的连连跳

@任童．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音乐赏析．大舞台，音乐舞蹈，125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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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多芬《月光》演奏技巧分析

脚声。低音是主属主属得跳跃式的交替进行奏出作者本身的情绪爆发。弹奏时指尖抓

紧快速击键，手腕手指的动作都要小，让手指在琴键上跑动起来达N140拍每分钟的

速度。这个乐章在演奏技巧方面不管从速度还是力度都达到极致。

贝多芬《月光奏鸣陆》的演奏技巧以指尖快速低度触键、三关节快速发力为主，

很好的传承了古典乐派的奏法技巧。踏板大多以小节或和弦变化为单位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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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彪西《月光》的演奏技巧分析

德彪西(1862年8月一1918年3月)法国作曲家‘印象主义’音乐鼻祖，伊戈·斯

特拉波斯基说：‘我们这一代音乐家以及我自己，多归功于德彪西’。”@他的作品具

有典型的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如描绘大海、云雾、

月色和一些梦幻般的幻想，是一种朦胧、虚幻、飘逸的风格。音乐注重色彩的层次感、

光线明暗的对比。为了追求富有朦胧感和色彩性对比音色，弹奏时手指尽量放平用抚

摸的方式来弹奏。德彪西的《月光》采用的和声与织体色调柔和而明净，描绘出月夜

的景色幽静。作者继承了浪漫派的某些手法，使乐曲达到了写情与写景高度融合的境

界，使作品具有画面感仿佛一幅精美的印象派油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德彪西《月光》是近现代作品给人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因人

而异。触键技巧以弹奏轻而薄、纤细而柔软为主，下键速度根据情绪的需求而定，但

多以慢下键为主，要求音与音之间有“粘连性"(即手腕的平行运动使后一音与前一

音有交叉的瞬间)，避免触键部过分靠近指尖多用指腹或更靠后的部位触键，触键角

度多样化但避免垂直和敲击的方式触键，触键的方向多用勾、摸、抓等近似水平的方

式。下键时不要过分压低琴键。音色最好是中等厚度歌唱性的音质，时值与音质、音

量都要非常均匀。

作品A，部分即前14小节，弹奏时以浅下键的方式触键突出外声部，三连音与二连

音的无规律转换让人有捉摸不定、把握不住的感觉，主旋律在外声部由点到面的拉开；

B，部分(从第15小节到第26小节)空间拉大达Ns个8度的音域使整个音乐渲染开来，

弹奏时左手音响要厚重，节奏上要有相当的自由程度的和弦进行，最后落在波音上；

B2部分(从第27小节到第42小节)十六分音符音乐更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左手低声

部根音保留，中声部滚动起来，旋律声部优美进行。B3部分(从第42d'节到第50小节)

左手的十六分音符相同的6B、5 E造成更大的矛盾冲突和不安感，第47小节和第48d,

节犹如对话一般左手问右手答，使这个部分更丰富多彩。A：部分即第51小节到最后这

个部分是变化再现弹奏时下键应更浅更有韵味。

德彪西《月光》的触键是印象派演奏技巧的代表性作品，多以手指尽量伸直抚摸

式触键，避免任何部位的敲击键盘。开启了现代钢琴奏法的先河，指引现代钢琴技法

的发展方向。

@王海燕．浅谈德彪西的《月光》及其弹奏处理．晋中师范学院报，18卷第一期，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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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与德彪西《月光》演奏技巧不同之处

4贝多芬《月光奏呜曲》与德彪西《月光》演奏技巧的差异

贝多芬与德彪西是两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巨人，在不同的时期以同一题材为基础创

作出《月光》，是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一个强调情绪的忧伤一个强调色调的柔和，

两部作品所表达的音乐情绪及内容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让音乐来带动情绪像故事一样

流动，一个却是像一幅画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个是古典时期的演奏技巧，一个是现代

音乐的演奏方式。

4．1弹奏的力度不同使音乐不同

著名苏联钢琴家涅高兹在《论钢琴表演艺术》中写道：“钢琴家最易获得成效然

而也是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形成声音的‘多层次’”①。声音的“多层次感”就是靠

弹奏力度的变化实现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既有纵向的力度对比又有横向的力度

对比，作品有古典派的层次感；而德彪西《月光》开篇用两只手交替弹奏使音乐听起

来单一，再逐渐加层，这就是现代音乐追求的层次感。两者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意境

用相对柔和的音响引入主题。 (如图4．1所示)黟拣濂瓣蘩攀蓬耄；攀耄溪?薰攀麴
妒羲鬻游蓊藜骸蓠《 ∥；瓣襻∥l∥一≯妒i’一。≯∥扩}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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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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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月光》

图4．1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用深沉的力度展现天空、轻柔的力度表达浮云的滚动、干

净清新的力度透出月光给人们形象实在的感觉；而德彪西《月光》用最朦胧的弹奏力

度带人们到一个遐想的空间，也许它是在喃喃细语，又或许是安慰，是爱抚总之是幸

福的感觉。

不同的弹奏力度所表达的情绪也是不同的(如图4．2所示)，贝多芬《月光奏鸣

曲》有柔美的一面，有温暖的一面，有疾风骤雨的一面，弹奏时力度变化多端，而且

力度的强弱对比明显；德彪西《月光》用最轻柔的力度奏出安静的气氛，左手的十六

分音符流畅的滚动表达心情的舒畅。

①亨利·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口川．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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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能勾画出美妙的旋律线，呈现出特有的立体感，体现音乐的风格特征。力度

是决定音色的条件之一，音色是表达情感，意境的先决条件，所以力度也是体现音乐

情绪的一个方面，弹奏力度不同使得音色不同。

4．2触键技巧不同使音色不同
法国钢琴家、教育家玛格丽特·朗特将技巧解释为：“技巧就是触键⋯⋯技巧是‘吐

字7，是手指的‘清晰发音’。”①触键技巧包括触键力度、触键速度、触键高度和

触键方式。其中触键方式有垂直触键和水平触键两种：垂直触键即以三关节为支点三

个关节坚实用指尖竖直迅速发力，奏出声音明亮具有穿透力的声音；而水平触键则是

手指尽量放平，用手臂为支点用指腹轻滑、推摸、水平的方式奏出轻柔具有穿透力的

声音。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比德彪西《月光》触键速度较快触键力度较强，大多用

指尖竖直迅速发力的方式弹奏；德彪西《月光》比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触键速度较

慢触键力度较弱，把手指放平近似抚摸的方式弹奏，两者的比较如表4．1所示。

触键技巧 触键速度 触键力度 触键方式

大多用指尖竖直三关节
《月光奏鸣曲》 较快 较强

迅速发力

《月光》 较慢 较弱 手指放平抚摸式

表4．1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与德彪西《月光》即使同样是快速跑动，由于触键方式的

不同和作品流派的表现需要所获得的音色音质则截然不同(如图4．2示)。

霉舞爹粪镳豢蠹瀚妻攀零篆黪蠢i{
黧黪雾雾鬟罄嚣冀舞}嚣鬻熬嚣羹黪
辫

鎏熬誊ii夔黧j萋纂攀囊，；；{l鎏鬻鬻囊戮鬻鋈!：；
囊蔫烈藏蔫鬃季藏}

4。，’薯胬裔嫠落霉鍪器蘩
贝多芬《月光》 德彪西《月光》

图4．2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左手的十六分音符弹奏时用手指尖端触键像芭蕾舞的脚尖触地，

手指与键盘基本成直角状，手指自然弯曲，击键迅速、离键迅速的触键方法。奏出的

声音透明、单薄并且具有很强的颗粒性；德彪西《月光》的分解和弦则是用手指的肉

。赵晓生．钢琴演奏之道E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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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与德彪西《月光》演奏技巧不同之处

垫部分触键，手指与键盘尽量平行的状态，慢击键、慢离键抚摸的方式触键。奏出的

声音柔和、丰富且具有抒情的感觉。

一首作品要用多种触键方法才能更好的表现音乐的色彩和情感，而不是孤立的使

用某一种触键方法。后一时期的作品演奏时或许会用上前一时期作品的触键技巧，但

前一时期的作品却不可能用到后一时期作品的触键技巧。所以德彪西《月光》的触键

比贝多芬《月光奏呜曲》的触键技巧丰富，这是时代造就他们所特有的特点。

4．3弹奏速度不同所表现的音乐不同

音乐情绪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速度。又轻又快的速度让人感觉活泼、欢乐、

轻松，又沉重又慢的速度让人觉得压抑、悲痛，又重又快的速度有狂怒、爆燥的情绪，

又轻又慢的速度带人进入幻想舒适的境界等。总之速度的不同所表现的音乐是不同

的。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和德彪西《月光》两者的速度安排是不同的，前者的速度

从第一乐章到第三乐章是从慢板到急板进行，而后者的速度却是从第一部分稍慢、第

二部分快、第三部分又回到慢速(图4．3所示)。贝多芬《月光奏鸣曲》音乐意境安

排是：空寂、孤独对爱隋充满幻想，到快乐、活泼，最后到狂怒，爆燥。而德彪西《月

光》的音乐意境安排是：安静、虚渺让入捉摸不定的感觉，到宁静的音乐摇曳起来，

最后又回到安静、更虚渺更不可把握。

贝多芬《月光》

图4．3

德彪茜《月光》

4．4踏板的不同运用使音乐不同

踏板的运用(主要指延音踏板)是一个高难度的钢琴演奏技巧，准确使用踏板可

使弹奏音色更丰富表现情感更完整，踏板的不同运用使音乐不同。贝多芬《月光奏鸣

曲》和德彪西《月光》的踏板运用有很大的区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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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月光奏呜曲》第三乐章可以适当的运用抖动踏板也可以在快速跑动中不

用踏板，以免造成声音的不清晰不干净，如第1小节踏板尽量落在最后两个和弦，第

一个和弦踩，第二个和弦放(图4．4所示)，这样的弹奏技巧能更好的表现似狂怒情

绪的跳脚声；德彪西《月光》至始到终都有用到延音踏板，造成一种月光的朦胧感。

使音乐更有韵味。有时延音踏板可以慢慢踩下能让声音更绵软，如第s1小节左手的

十六分音符换四分音符时踏板先慢慢放开再慢慢放下，达到使声音更飘浮，更捉摸不

定(图4．4所示)。

踏板的运用与音乐作品的时代有关，巴洛克时期音乐要少用或不用踏板，以保持

复调织体的层次清晰；古典时期音乐要少用或精用踏板，以体现风格优雅流畅。浪漫

乐派和印象主义乐派的踏板运用则更为丰富迷人。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踏板主要表现对比强烈的宏大气势及沉思情意，德彪西《月

光》踏板让音与音之间更紧密，能更完整的表现音乐情绪。

簇一i睡熏一贝多芬《月光》

图4．4

德彪西《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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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

瓦凸厶上U，龄-‘I：I

“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形成和音乐风格是时期不同作曲家的艺术理想和创作素材

来源。”①贝多芬处在古典派与浪漫派过渡的时期，他的这首《月光奏鸣曲》透着时代

的气息，德彪西《月光》则影响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是音乐史上的另一座丰碑。贝多

芬《月光奏鸣曲》注重作者的内心感受，把作者本身的情绪感受贯入其中。德彪西《月

光》主要侧重于把真实的景色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油画，让听者自己去感受其中的美。

弹奏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时以深下键和快下键为主，音与音之间要干净果断，多用

指尖触键。近似于浪漫派触键方式，多以指尖触键第一乐章以指腹触键，既有古典乐

派的触键方式又有浪漫乐派的触键方式；德彪西《月光》以浅下键、慢下键为主，音

与音之间要有“粘连性”，弹奏时不能有任何部位的敲击，手指尽量放平用抚摸的弹

奏技巧；德彪西《月光》比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踏板运用更丰富变化更多。

两首“月光”都是音乐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中

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情绪；在德彪西的《月光》中我们能体会到月色的朦胧之美，

月景的恬静的气氛；弹奏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我们能清楚感觉到弹奏时指尖由慢到

快像发动机一样的飞驰，感觉作者的情绪变化；听德彪西《月光》能把我们带到梦一

般的境界里，指尖仿佛梦中游走，时快时慢，时停时跑；从两首作品的比较来看能我

们更能明白钢琴触键的精髓是需要在弹奏时非常细致的去理解、去尝试、去比较。钢

琴简单的黑白两色却能奏出各种音乐情绪、音乐色彩真足以令人为之痴狂。

①(美)克．格汉密尔顿，周薇译．钢琴演奏中的触键与表情．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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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之间，我们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期3年的学习结束了，初到四川师

范大学的情景，仍像是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回忆起在四川师范大学学习的点点

滴滴，让我觉得庆幸而感激，庆幸的是能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得到各位教授

的亲临指导，这种机会实属不易；感激的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总有各位教授和

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毕业设计的任务，在此谨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热心帮助我的各位教授和老师，他们在百忙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给我答

疑解惑，让我很感激，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我的导师，在这次毕业论文中

从专业技术、论文框架、借阅资料到最后具体写作过程各个环节，她一直以百倍

的热情和责任心给以我们莫大的帮助，她诲人不倦、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品格，让

我很是感动和佩服，也值得我一生铭记和学习。

同时也感谢这三年来教导过我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最后，感谢百忙之中抽空评阅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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