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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储望华钢琴前奏曲《筝箫吟》的意蕴与演奏

音乐(键盘乐演奏)专业

研究生孙娟 指导老师唐伟

摘要储望华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一生创作出大量音乐作品，

本文所要研究的作品《筝萧吟》是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首钢琴前奏曲，它

改编自于储望华在1961年创作的一首钢琴练习曲，此曲深受《高山流水》、《渔舟

唱晚》等一系列中国古典名曲的启发，极具中国风韵。本文主要从这首作品的创

作背景、风格特征、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进行、演奏分析以及踏板的运用

出发，结合中国古典音乐风韵的民族特色，以及对民族乐器的借鉴与模仿，分别

从曲子的段落意蕴与各段落的创作技巧以及演奏技法中的触键、呼吸、韵律、踏

板、速度与表情记号等方面来进行阐述，详细讲述此曲是如何将中国古典的意蕴

与现代钢琴演奏技法巧妙地结合，以及此髓崇尚自然，宁静致远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储望华筝箫吟民族风韵演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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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nghua Chu is a famous Chinese composer and pianist who composed a large

number of music works in his life．nle music work studied in this paper,‘Zheng Xiao Yin’，is a

piano prelude composed in the 1 970s，and it was adapted from a piano etude composed by Chu

in 1961．This work is deeply inspired by a series of Chinese ancient music such as‘High

Mountain and Flowing Water’and‘Song of the Homebound Fishermen’，and it has a strong

Chinese charm．In this paper,this piece of work Was analyzed in the aspects of composing

background，composing style，musical structure，mode，tonality,melody,performance

techniques，and the application ofpedal．m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the reference and imitation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nle ingenious combination of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and modem piano

playing techniques Was explained in detail from the paragraph implication of the work,

paragraph writing skills，and playing techniques such as key touching，rhythm，pedal using，

speed and expression marks respecfively．111e respect for nature and the peaceful spirit

expressed in this work was finally elaborated．

Key words： Wanghua Chu Zheng Xiao胁 national charm perform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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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引言

此曲是一首典型的中国古典乐曲，其极具民族风格与中国风韵。在中国传统

音乐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自然质朴的美是最能够抒发人内心真实的感受，它是最

真挚、最真诚、最单纯的美。它不追求表面的东西，不追求复杂的技巧，只遵从

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从心灵最深处自然地流淌而来，让人情不自禁的融入其

中，发人深思。同时，此曲又是经过细细雕琢、仔细钻研后，通过对传统乐器的

模仿而创作出来的。乐曲中，先是筝箫间的娓娓道来的寒暄，到踌躇思虑的感慨，

到一泻千里的释然，再到翩翩起舞的享受，仿佛两位远离尘世喧嚣，淡泊名利的

老友间那说不尽的感慨，畅不完的人生。温柔平和、纯净细腻的语句，从头至尾，

始终给人一种文人墨客般的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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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及其钢琴作品概述

1．1生平

储望华，祖籍江苏宜兴人，出生于1941年湖南蓝田县，是我国著名的钢琴家、

演奏家、作曲家。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在音乐方面并无特殊造诣，但储望华自

幼却对音乐有着狂热的爱好和突出的天赋。并与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

习钢琴，其突出的音乐造诣和惊人的音乐天赋，满溢的灵感和自身的音乐悟性使

其进而转修作曲专业。

1．2主要钢琴作品及其各时期作品特点

早期即建国初期，储望华的作品大多是对民间乐曲、古曲进行改编。如作品

《江南情景组曲》、 《海淀是个好地方》、 《村歌》等。由于刚刚对音乐创作进

行接触尝试，所以其作品相比之下篇幅略为短小。但题材丰富多样、素材简单明

了，通俗易懂，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创作中期，因受当时的政治因素影响，为

了更好的贴近群众，表现现实生活，强调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阶段的作

品大多为革命歌曲。如《解放军的天》、《翻身的日子》、《歌唱咱的公社好》、

《日夜思念毛泽东》等等。1966年，文革爆发，深受社会背景、现实国情影响，

大批艺术家的钢琴创作之路均受到压制，同样，这一期间储望华的音乐之路也十

分坎坷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他仍执着坚定地进行创作，

与盛礼洪、刘诗昆、陈培勋等共同创作了著名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凝

聚了集体的力量与汗水，为储望华未来的音乐创作之路积累了莫大的经验，至今

仍广为流传。1970-1973年，在当时盛行的《国际歌》的影响下，他与陈培勋老师

协作共同创作作品钢琴协奏曲《国际颂歌》。1973年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创

立了钢琴教材编创组，此时也是储望华作品产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如作品(--泉

映月》、《浏阳河》、《南海小哨兵》、《红星闪闪》、《新疆随想曲》、《正

月新春》、等，至今仍脍炙人口。1981年，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大批艺术

家开始了海外留学之旅。储望华跟随著名大师彼得·陶尔顿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学习现代音乐作曲。转而由单一的钢琴曲创作延伸至交响乐、室内乐、重奏

曲、打击乐等方面，创作了一系列不同题材的作品。如《钢琴随想曲》、《灰烬

星期天》、 《丝绸之路》、 《第一弦乐曲重奏》、 《秋之泣》等。此时储望华的

音乐创作素材愈加丰富，风格更是多样，和声织体也更有层次，音乐作品更具内

涵。他不仅将现代音乐创作技术与抒情标题音乐紧紧结合，也将纯粹的音乐艺术

与民间通俗音乐相互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丰富多样、风格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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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作者简介及其钢琴作品概述

1．3前奏曲《筝萧吟》的创作风格及其特点

在这近50多年的音乐创作中，他始终倾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专注

于发展本民族的音乐，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的中国情结始终贯穿于他

的作品之中，他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并为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前奏曲六首》是储望华创作的六首别具特色的标题音乐组成，分别为《筝

萧吟》、 《幽谷潺音》、《摇篮曲》、《纪念碑》、《隔江相望》、《悼歌》。

这六首钢琴小品各自创作于不同时期。如《筝萧吟》、《隔江相望》、《摇篮曲》

创作于1961年，属于前期作品，此阶段的作品大多纯净细腻、自然质朴、隽永深

远，注重音乐的意蕴表达。而作品《幽谷潺音》、 《悼歌》、 《纪念碑》则创作

于储望华已经接受了专业的作曲学习时期的1979年，此时他专业知识与作曲技巧

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所要研究的作品《筝萧吟》是创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首钢琴前奏

曲。此曲改编于储望华1961年创作的一首钢琴练习曲，其深受《高山流水》、《渔

舟唱晚》等一系列古衄名作的启发，极具中国风韵。作品悠扬淡雅、内敛含蓄、

宁静致远、淡泊纯净。正是源于中国传统音乐几千年来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积

累与沉淀，才得以培育出如此独一无二的中国风格。也正是因为此曲具有着浓浓

的古曲风格，仅仅只是以单纯的艺术切身体体会为由，而不是一味的去注重专业

曲式的创作技巧。它不因任何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狭隘的理念而创作，而是

始终贯穿着一种自然、质朴、空灵、深远的诗意的情怀与意境，远远高于世俗的

美学理念。这才是本文作者决定以此曲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所在，简单的即是最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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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奏曲六首》之《筝萧吟》的创作

2．1前奏曲简介

前奏曲，作为一种篇幅相对较短小，创作素材与写作手法比较自由即兴的钢

琴小品，最先起源于欧洲民间歌手在音乐开场时的一种即兴演奏，其即兴创作的

曲调、自由流动的旋律更类似于小型自由的幻想曲，具有明显的即兴性。西方古

典乐曲中将前奏曲推广至深的作曲家J．s巴赫不仅创作了具有各类特色的前奏

曲，还创作了大量的前奏曲和赋格曲集。使得前奏曲脱离了仅仅只是乐曲引子的

作用范围，将主题多层次的展开，与结构严谨的赋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并赋予其

更高的艺术价值。浪漫主义时期的肖邦，甚至将前奏组完全脱离了赋格曲和组曲，

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即兴的、更具特色的一种曲式，以精炼的旋律语

言来描述某种深刻的艺术形象，以及独特的思想情感。而当代的前奏曲，发展至

今，风格不一，中国的前奏曲大多题裁丰富、创作自由，乐曲主题更加形象具体，

像一首简短精炼的心灵诗歌，注重表达作者的美好感受与人生追求，抒写一种诗

情画意的意境和意象，具有明显的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特点。无论是对西方创

作技法的借鉴，还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创新，它都与当时的中国音乐创作

风格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2．2标题的意境

中国作品有使用文字性或形象化标题的传统，且标题大多与乐曲的形象或意

境相吻合。有写景、抒情、或亦情景交融。作曲家通过标题文字来明喻或者暗喻

自身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寓情于景，将乐嗌与内心情感融为一体。好似一首寄

情古词，亦似一幅抒意的水墨山水图。因此，作为作品的标题往往是对音乐内容

的概括或者情感暗示。 《筝萧吟》这首作品的标题明确的表达了作曲家追求自由、

崇尚自然纯净、富有诗意的美学理念。通过对筝与萧这两种乐器的表达与模仿，

运用拟人手法以及画龙点睛的“吟”字的表述，描绘“筝"与“萧”两位“知己”

置身于山水之中“吟诗作赋”畅谈人生的画面，形象生动的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充

满意象的水墨动图：“月下松前，溪边舍旁，有人在吹箫抚琴，音乐时而窃窃私

语，时而又昂扬高歌，余音绕梁，悠远绵长，伴着溪水流淌的声音在山林间回荡”。

此标题紧扣主题，生动形象，将全曲的意义全都囊括其中，精辟具象。显露出储

望华在文学诗赋上的造诣以及对生活敏锐的体验和感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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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奏曲六首》之‘筝萧吟》的创作

2。3储望华前奏曲《筝萧吟》音乐形态分析

此曲为带尾声的单二部曲式，主要运用复调手法写成。全曲充满浓郁的中国

民族音乐元素，主调为bB清乐角调式。

第一乐段(1’12)

此乐段为单一调性乐段，主调为6B清乐角调式。

乐段由3个乐旬组成，为4+5+3的非对称性结构。主题出现在左手声部。右

手声部以快速倚音的形式高八度重复左手主题中的主干音，起到加强主题旋律的

效果。第一乐句共4小节，以拱形的旋律走向停在主调的III音上；第二句与第

一句为平行乐句，从第六小节处扩充一小节，停在主调的III音上；第三句为本

乐段的结束句，缩减为三小节，完满收拢于主调的I音上。

第二乐段(13’22)

此乐段共10小节，可分成10的两个部分。该连接句材料来源于第一乐段右

手的快速倚音，调性转入bA宫系统(加闰)。前--d,节为连接句的七音动机，调

性为F雅乐角调式；第16、17小节旋律是对动机进行上方纯五度的模进，同时加

变宫转入C六声角调式。紧接着作者将这个七音动机进行不断的连续向上模进，

并改变原有节奏型，形成一个小高潮，并在主音上进行弱收和自由延长，意味悠

远绵长。

连接旬(23)

此乐句延至前一个乐段的动机，并将此动机以散板中快速连续七连音交替的

形式按照bA宫调式的音阶下行排列，类似模仿古筝刮奏效果，属于华彩乐句，乐

句最终终止于该调V上。

第三乐段(24’41)

本乐段由4个乐句组成，为4+4+5+5的非方整性结构，5E清乐羽调式。主题

出现在右手高音声部，由第一乐段派生而来。该乐段主要以复调手法写成：右手

为三声部复调，左手为固定节奏的分解和弦式织体。本乐段用上下片结构写成，

第二句为第一句的平行乐句，第三句稍加变化并扩充一小节之后，第四句提高八

度与第三句平行。前两句开放于V音，后两旬收拢于6E清乐羽调式的I音上。

尾声(42’55)

尾声可分为7+7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完全终止后，第二部分用第三乐段的

材料进行补充终止，最终收拢于6E清乐羽调式的I音上。

与西方严谨的曲式的结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相比，中国音乐则更显得随意

即兴。段落的渐变性与衍展性比较明显，乐曲常常一气呵成、舒展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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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储望华钢琴前奏曲《筝萧吟》的演奏诠释

此曲在音乐意境上，先是筝、箫间娓娓道来的寒暄，对世事踌躇思虑般的感

慨，然后是筝的华彩，展现一泻千里的释然，再到筝、箫翩翩起舞享受般的合鸣，

最终结束在隽永悠扬，意味深长的筝声之中。纵观全曲，仿佛两位远离尘世喧嚣，

淡泊名利的老友间那说不尽、畅不完的人生与感慨。乐句温柔平和、细腻纯净，

从头至尾，始终给人一种文人墨客般的雅致。

本文即是以此曲的意境刻画为主线，从乐曲音乐上、调式上、技法上、演奏

上等各个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如何更好地将此曲的意蕴诠释出来。

3．1民族特色

3．1．1五声性调式和弦及其转调的运用

此曲采用中国传统曲调为主体材料进行的创作，其旋律气质极具民族风格特

性，展现出民族五声调式的特点。如，在和声语言方面，多次运用四五度叠置和

弦，这种大量的“琵琶和弦”的使用不但打破了西方传统和声中三度叠置和弦结

构，反而使得西方调式中所谓的偏音甚至出现在较为突出的位置。同时，还有附

加音和弦、平行和弦、二、七、九、十一和弦以及多调性和声结构等等，加之五

声音阶的纵向叠置，形成横生纵从的“五声性和弦”和多调性和声层对位，使得

此曲更具新意。大量的民族性和弦的运用，既有西方古典和声简洁、典雅、严谨

的特色，又令其功能性淡化，强化并丰富着中国五声性旋律的和声音响色彩。完

美的展现了中西方音乐的融洽结合。

同时，此曲存在着调性转换、移调变奏等作曲技巧。将不同的调性相互转换，

表达出不同的意义甚至不同的音乐色彩。如，乐曲卜12小节由清乐降B角调式开

始，“清”音和“角”音的运用，使得乐曲具有大小调色彩。与此同时，加上乐

段“筝”与“箫”的意境的模仿，展现出悠悠的哀伤和淡淡的萧瑟之感。紧接着，

乐段B由原先的降B危同主音转调到降B羽上，加上乐句中民族和弦的运用，谱

面由中强到渐快再到渐慢弱收的表情标记，展现出“筝"“箫”二人踌躇思虑之

感。在乐曲连接部23小节中，乐句又转到降B商调式，音乐意境由开始的无奈、

思虑、踌躇顷刻问转为一种一泻千里的豁达、宽广、悠远的情怀。由此可见，调

式间的相互转换使得音乐中意境的变化五彩斑斓，使乐句间色彩的变化更为突出，

对我们的钢琴演奏也至关重要。

3．1．2装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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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第一部分，是对古筝流畅抒情的装饰性历音进行模仿。左手采用复倚音

装饰旋律的手法，而右手则是一连串的黑键下行长倚音形成的五声音阶，在左手

五声性装饰音的衬托下更显生动。每一拍刮奏的最后一个音为强调音，加上左手

中音区对箫恬静氛围的模仿，并与之隔八度相望，更好的烘托呈现出箫深沉抒情

的形象，共同吟唱出古朴典雅、含蓄和谐的主题。而右手筝的旋律则在五声性装

饰音的点缀下更显生动。此乐段在演奏过程中，右手模仿筝的刮奏时要轻盈流畅，

旋律末音要突出清晰但不要太重。触键上尽可能的贴键，并用“抹"和“抚”的

方式将手指平面由外向内轻抚琴键。通过指腹触键的手法奏出快速连贯、朦胧柔

和的音响效果。旋律的波浪式进行，速度的流畅与拉宽，以及行云流水般的意境，

体现出典雅精致、悠然自得的情趣。左手模仿箫似有似无的轻盈吹奏，与右手的

明亮音色做出对比，显示其中音区的深沉悠长。在演奏时手指要尽可能的贴键，

掌关节的有力支撑加上比较平直的手型，通过大臂的推动和手腕的横向运动来使

连贯而富有歌唱性。同时要注意双手相互呼应，如同筝箫之友互诉衷肠，在静谧

典雅中，透露出淡淡的感伤和无奈之情。将筝箫合奏、天水一色的诗情画意的山

水动图优美和谐地呈现在听众眼前。特别是在乐句的半终止、终止处，如乐段第

9，10-12小节，做出相应的渐慢渐弱处理，更好的将朦胧悠远的意境充分展现出来。

(图下，谱例1)

谱例1

倚音：乐曲13、16小节中，右手模仿箫的倚音，注意此处前倚音不占音符时

值，尽量短促。如若是在箫的演奏中，此处倚音应为吐音，所以在钢琴演奏时，

也要尽量将此处倚音清晰奏出，倾向于本位音，依附于本位音。弹此处的五声和

弦时，从容不迫，让其和声的泛音充分扩散，给人以山谷幽深余音袅袅之感。在

演奏13-22小节这一整个乐句时，要注意意境的描绘，由开始的山谷悠远到慢慢

转入眼前，由远及近，逐渐加快，音符愈加密集，从朦胧虚幻到清晰明了，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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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远去的幽静画面。22小节的结束音b的自由延长十分关键，在此处其类似于

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意味深长。

滑音：乐曲24—35小节。此处的滑音是针对箫的演奏技法而言。此首乐曲中，

滑音不等同于倚音，而是将装饰音两音叠置，其效果既是对箫的滑奏产生的连贯

圆滑的音程的模仿与借鉴。

此处演奏箫的滑音时，乐旬色彩上所呈现的是比较悠远、明亮的意境。紧接

着前部分远景的描绘，将画面拉近，刻画“筝、箫”两位好友间起舞弄乐、悠然

自得的意境。因此，在演奏过程中，右手要突出旋律重音，注意气息贯通，d'-

度要整齐干净，凸显其独特的民族风韵以及此乐段翩翩起舞的悠远绵长的唯美意

境。而左手八度根音部分，要注意弹奏时指尖积极绷紧，好似弹奏古筝中低音弦

部分，可以采用“挑”或“勾”的手法，指尖稍稍用力，下键从容稳健，手腕放

松，向前上方“挑”起，使音色深沉厚重，充分将琴弦震动的泛音扩散开来，弹

出静谧悠长的声音效果，使其更具韵味。

二度：在西方古典钢琴作品中的运用少之又少，直到印象派音乐的出现才被

德彪西和拉威尔广泛运用。在众多音程和弦中，tJ、-"度最具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

点，其独特的和声色彩，用来模仿中国的传统乐器二胡、唢呐等都非常贴切。在

储望华的这首钢琴作品中，其多次运用小二度来模仿箫的滑音演奏效果，在削弱

西方三度和声的功能性音响效果的同时，使作品更具民族特色，更具中国风．

琶音：乐曲23小节，从中国民族音乐的体裁角度看，属于中国传统乐曲的散

板。作为乐段上下连接句，通过一连串快速五声经过句，并运用双手交替演奏，

来模仿古筝连续扫弦的装饰性历音，以及古筝的华丽、独具渲染力的音响效果。

乐句开始时，由慢、弱起， 再逐渐加快，注意双手衔接的自然流畅，连接时如行

云流水般不留缝隙。将大臂的力量传送到指尖，用“点’’和“抹”的手法，指尖

的触键面稍多些，依靠大臂的传送，手腕的带动，力量由左到右移动，将每个音

串联到一起，有准备、有控制的触键、离键。右手高声部适当的突出上方音，但

不宜过重。以表现出古筝华丽流畅的刮奏技巧，以及音乐由平静舒缓到溪水潺潺

再到行云流水般一泻千里的悠远空旷之感。在23小节的后半段，音符迅速的由低

至高，展现峰回路转的流水走向。整体画面由高到低，由远及近再到渐行渐远的

朦胧意境，结束音的自由延长给与充分的留白空间，而后三个和弦在演奏时好似

模仿岩壁上的水滴，清透明朗，加之e音的共鸣延长为背景，给人以意味深长的

无限遐想。因此，此处的速度把握上至关重要，虽是自由速度，但乐旬的进行起

伏尤为重要，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内心形象意境的塑造。

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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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复调

(1)乐段卜12小节(谱例1)，作曲家采用对民族乐器演奏效果模仿借鉴

的方式，在此段运用了模仿复调的写作手法。右手为古筝的装饰性刮奏，左手是

箫的轻轻吹奏，各自表达着相似的情感，如琴瑟和鸣般交相呼应。从旋律线条走

向上来看，此乐段各声部之间时而分开，时而合并，时而加花装饰，时而删繁就

简，属于复调中的变化模仿进行：从乐曲的意境塑建上来看，乐句又是同一旋律

的不同变体中发展而来的，形象上亦是属于支声复调。在演奏中要注意指尖的控

制触键，尽量用指腹部分控制音色柔和，推动情绪的酝酿以及音乐形象的模仿、

构建。古筝的清雅秀丽，似微风吹拂，流水荡漾。洞箫的深沉悠长，平和恬静。

双手的合奏时速度稍慢，乐句尽量拉宽，极尽其优雅绵长的音乐意境。

(2)乐曲32-41处。32-33小节(谱例3)右手高声部与37—38小节(谱例4)

属于移高八度的变化模仿，虽然多加了个内声部，但是在高音声部的旋律线条仍

是一致的。同时，乐句37-41小节仍是一个相隔八度的变化模仿。左右手旋律相

同，右手内声部加以丰富变化，使得两个声部在各自的线性旋律发展延伸的同时

又交相呼应。在演奏中，要注意右手旋律声部的清晰明确，左手与之交相呼应以

铺垫朦胧意境和丰富的音乐层次。指尖力量稍多些，指腹拉住琴键，控制好力度，

展现出筝与箫相知相融、高山流水之感。

谱例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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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4

3．1．4速度的把握及表情术语

速度的把握和表情术语的处理在钢琴作品演奏中尤为重要。

例如速度方面，同一个曲子，以不同的速度演奏时甚至可以产生不同的音乐

形象以及情感思绪。因此，准确的把握作品的演奏速度非常重要。作品《筝箫吟》

开头明确的标记了乐曲的演奏速度Andante grazia优雅的行板(四分音符=72)，

在明确的速度中以稍缓慢行进的速度优雅舒缓的演奏。

而乐曲的表情符号一般分布在乐句进行途中，它控制着音乐意象及情景的塑

造。例如在音乐开始的A乐段中(谱例1)，要求乐曲在波浪式的旋律进行中缓慢

优雅的行走，以展现筝与箫娓娓道来余音袅袅的虚境之感。而在乐段B中(谱例5)，

乐曲在以降b为低音的四度叠置和弦中突然出现，用mf中强的力度中铺展开来，

让人从朦胧缥缈的山水虚境中拉入明了清晰的实景之中，逐渐拉宽再accel逐渐

加密再poco rit慢慢拉宽，渐弱渐慢，让乐句给人以摇曳起伏之感，在无限延长

音中，散发意犹未尽之意。乐曲23小节在一片悠然静谧中展开，Lento pio accel

由慢至快，掌握好速度的渐变，模仿出水流由缓到急，直至飞流直下一泻千里的

浩然壮气、荡气回肠的宽广空旷场面，紧接着一连串流畅的七声音阶，使乐段最

终以pp结尾，结束音自由延长，给人以悠远空旷、意犹未尽之感。倒数第二小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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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音深沉厚重，泛音充分扩散，将所有意蕴都归于一声长叹，令人陷入无限思

绪之中。

谱例5

全曲时而舒展优雅，时而急促紧凑，时而翩翩起舞，时而悠远绵长。正确把

握谱子上的表情记号能让我们在演奏过程中更好的把握作品的速度、语气、色彩

和情感。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更准确的去把握曲子的演奏风格及特色。所以，在

演奏过程中，速度和谱面上表情术语的控制以及乐句的呼吸尤为重要，对乐曲的

塑造、表现甚至对听众的感染力都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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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踏板的运用
“踏板被称为钢琴的灵魂”，从鲁宾斯坦的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踏板在钢

琴演奏中的合理运用，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踏板使用的直接影响到演奏时的

声音、色彩、音响效果等。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乐曲的和声、节奏、乐句、意境

等不同特点的要求，正确合理的使用踏板，才能将钢琴的音色、共鸣更好的传递

出来，将曲子的意境、风格特征更好的呈现出来。

4．1右踏板

右踏的运用方法有很多，大多分为三种。分别为延音踏板、节奏踏板、抖动

踏板。

4．1．1延音踏板

乐曲《筝箫吟》全曲大部分都要使用到延音踏板，如乐段A(谱例1)在保证

装饰音均匀清晰的弹奏后，在旋律音后踩下右踏板，以保证乐句的流畅连贯、紧

密衔接，乐段缥缈朦胧、绵长隽永之感。

4．1．2节奏踏板

乐段B(谱例6)在乐曲弹奏中，根据左手伴奏声部和声规律，踏板一拍一换。

在右手弹奏旋律音的同时，踩下右踏板，以赋予乐句翩翩起舞的意境和其独具特

色的民族节奏感，使其更具中国民族风韵。

谱例6

}7 尹

4．1．3抖动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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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储望华钢琴前奏曲‘筝萧吟》的演奏诠释

乐曲23小节(谱例2)乐曲的华彩部分，一连串紧密连贯的七连音如泉涌般

顺流而下。在弹奏中，为了减少制音器的部分共鸣，快速的点换右踏板以保证乐

句的流畅和丰富的音响色彩，以达到一种似混非混的朦胧效果。

4．2左踏板

左踏板又叫弱音踏板，在立式钢琴上，踩住左踏板时琴槌整个往前平移，减

少了琴槌与琴弦的距离，重力势能的距离缩短，相应的声音就会变弱。在三角钢

琴上，则是整个键盘向右平移，由原先琴槌敲击的三根弦变为一根弦，不但使得

声音音量变小，还改变了钢琴原来的音色。①所以左踏板往往被比作”演奏者的弱

音器”。在乐曲的连接部23小节，乐句的开始时可以踩下弱音踏板，以用来改变

钢琴的音色，让音乐产生一种柔和、暗淡、缥缈的意境。当乐句推向高潮时，离

开弱音踏板，让制音器充分震动产生共鸣，营造出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洒脱与

率性。同样，乐曲52小节(谱例7)模仿古筝的装饰性历音处也可以运用弱音踏

板，以营造一种由近及远的即视感。增强音色与意境间的虚实对比，来更好地展

现出音乐的表现力。

谱例7

雳⋯·⋯一一一1

4．3中踏板

中踏板又叫延长音踏板，立式钢琴上，踩住中间踏板时击弦机上方一块厚绒

布降下来，挡在琴槌和琴弦之间，大大减弱了声音的音量，但在立式琴演奏中没

有实际意义。而在三角钢琴上，中音踏板的作用则完全不同，在弹奏某一音的同

时，迅速踩下中踏板，可以使此音继续保留延长，并且不会影响此后弹奏的音的

回郝俊杰《钢琴演奏中踏板运用的原则和方法》上，P4—P6，大众文艺2009年lO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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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效果，使得整个和声有了更有力的支撑。就好似巴洛克时期乐队中的通奏低

音，以更好的支持旋律声部的流动。

乐曲23小节(谱例2)一系列下行七声音阶后，在左手弹出E音的同时，踩

下中踏板，使其在音节上行之后仍然保持声音的延续，使得乐句层次更加分明，

音响更加厚重，并给予整个和声有力的低音支撑。

乐曲52小节(谱例7)同上，在左手弹下E音的同时踩下中踏板，以更好的

丰富乐曲的音响色彩。演奏中，延音踏板与中音踏板的同时使用，不仅可以使乐

句间层次更加清晰、音乐更加丰富，还可以使乐曲音色更加饱满，更具表现力。

总而言之，能否正确的使用踏板直接影响到演奏时的声音、色彩、风格、音

响效果等等。在使用过程中，也要根据演奏环境，钢琴，共鸣程度等客观因素进

行调节，正确合理的调整踏板的使用，才能将钢琴的音色、共鸣更好的传递出来，

将曲子的意境、风格特征更好的呈现出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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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筝箫吟》的整体演奏思维
演奏思维分为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也叫线性思维和立体思维。②“线性思维

是一种横向思维，单向的使思维热点构成连绵不断向前传递的线性轨迹式的思维

方式。”在音乐的演奏中线性思维主要是用来强调音乐结构的连贯以及音乐的横

向旋律线条的流动与变化。而“立体思维是一种纵横向相结合的综合性思维方式。"

在重视音乐横向旋律线条进行的同时，也要重视音乐中和声织体间的变化，和其

声部间的层次感和结构的整体性，注意其相互间的均衡与统一。

然而中国的音乐更多的是注重乐曲旋律线条的表现，大多以“线性思维为主"。

受历史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的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间的审美意识存在明

显差异。西方音乐更多的是以“立体思维”为主，更注重各因素间的和谐统一。

以中国传统民族调式为基础而创作的这首《筝箫吟》，具有明显的线性思维

模式，全曲着重讲究乐曲的横向线条的流动性和其乐句的流畅性与结构的连贯性。

与此同时，受时代因素的影响，作曲家又借鉴了西方多声部和声织体的创作技法，

使得此曲又更具有整体的层次性，同时也使得乐曲的旋律声部得到更加立体的发

挥。因此，此曲在利用本民族的传统线性思维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也利用了钢琴

的丰富的现代音响及西方的立体思维模式，既强调乐句的横向线性流动，又注重

音乐和声织体间的层次。中西结合，使得乐曲更准确明了的诠释作曲家渴望表达

的内涵与韵味。在整体思维的意境的诠释方面，先是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意境，

再分析理解其创作过程中意境的创建，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解将意境重新塑造重建，

通过对内心意境的感知在演奏中表达出来，最终以观众的接受而重新产生一个新

的意境。因此，在演奏过程中，演奏思维的宏观调控与整体演奏思维的把握尤为

重要，’它能够更准确合理的理解音乐本身的特点及其更深层次的音乐内涵。

圆叶晓晨《中国钢琴改编曲的演奏技法与特色分析》上，P12l—P12l《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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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筝箫吟》的艺术价值

6．1本身的艺术价值

此曲是一首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极具民族风格与中国风韵。其③“舒展流

畅的旋律、平稳有序的节奏、适中的速度与力度，以及均衡的结构形式等，构成

优美的基本表现特征，诗意的美是优美的音乐所追求的至高境界"在中国传统音

乐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自然质朴的美是最能够抒发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它是最

真挚、最真诚、最单纯的美。既不追求表面的东西，亦不追求复杂的技巧，只遵

从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从心灵最深处自然地流淌而来，让人情不自禁的融入

其中，发人深思。同时，此曲又是经过细细雕琢、仔细钻研后，通过对传统乐器

的模仿而创作出来的。乐曲中，先是筝箫间的娓娓道来的寒暄，到踌躇思虑的感

慨，到一泻千里的释然，再到翩翩起舞的享受，仿佛两位远离尘世喧嚣，淡泊名

利的老友间那说不尽的感慨，畅不完的人生。温柔平和、纯净细腻的语句，从头

至尾，始终给人一种文人墨客般的雅致。

本人拙见，一首曲子的好坏不应取决于其技巧的高超，更多的则是其内在的

“情”与“意”的表达。纵观全曲，没有过多的厚重的和弦，没有过于复杂的织

体，也没有过于困难的技术问题，仅仅寥寥几笔，如同山水画般，勾勒出一幅动

人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筝箫相吟的优美画卷。曲终时的宽广与静谧，让人感到万物

和谐的平静之美，给人一种心灵的触动以及耐人寻味的情韵。使之不禁陶醉其中，

遐想无限。

6．2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艺术价值

与市场化的极速步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

式。而民族化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化的时代。在我国，现代

化、信息化、城市化的音乐艺术生存空间也在不断的缩小，中国风的“边缘化”

也日益严重。因此，这种变化促使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中国乐曲走在历史发展的

十字路口，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新的一代，我们要珍惜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贵民

族文化资源，并继续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遗产，努力使“中国风韵”在新时代的

舞台上继续发出炫目的光彩。将传统具有民族风韵的中国古典音乐得到更好的继

承与发展。

@张前、王次诏《音乐美学基础》上，第31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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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作为一名钢琴专业学生，在接触到中国风格这类作品时，如何能将中国风格

的表现特点融合进自己的演奏当中，必须要先对该乐曲的音乐形态进行全方位的

了解。一般来说，受学生的自身经历、修养、性格以及所受教育不同的影响，其

审美观念也大相径庭，因此，对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也会出现些许偏差。本文从《筝

萧吟》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风格特征、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进行、演奏

分析以及踏板的运用出发，结合中国古典音乐风韵的民族特色，分析此曲的艺术

魅力，希望能为爱乐人士或学院学生演奏此曲时，提供些许信息。

不论什么艺术，真正打动人心的一定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筝萧吟》这

首作品是民族风格加上时代化的结晶，它既有中国古典民族风韵，又与西方钢琴

演奏技法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笔者从演奏的角度对《筝萧吟》

这首曲子的艺术特色以及音乐的特征进行论述，进而分析其演奏技巧，希望能够

给广大中国古典钢琴曲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些许帮助。同时，弘扬“中国风格"的

传承，希望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能够继续发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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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研究生学习三年的时光中，必须要感谢我的导师，是您教会我学做艺先学做人的

道理，是您给予我的学习的悉心教导与鼓励，因为您我的艺术道路上才能如此精彩；也感

想您在生活中给与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感谢我亲爱的同窗好友们，使我的学习生活更加精

彩、丰富；还有我所有的好友们给予我的支持，谢谢你们：最后感谢学院领导及老师们的

关怀，你们辛苦了，由衷地感谢你们!研究生学习是我人生中的美好回忆!今后，我会继

续努力，因为我选择了音乐，选择了钢琴，也感谢自己能坚持这无悔的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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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期

于2015年中国创新教育上发表论文《如何高效率的练习钢琴》2015．6，126期

于2015年中国创新教育上发表论文《钢琴技巧点拨～之生理物理角度》2015．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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