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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作曲家卡米尔·圣桑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对钢琴音乐的贡献主要在

钢琴协奏曲上。在他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最脍炙人口

的一部。作为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法国作曲家，圣桑的钢琴音乐在继承了古典乐派

的创作风格之后，融入了法国人的巧智与幽默，戏谑的性格与清晰的形式，形成

了他独特的的钢琴音乐风格，并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福雷与拉威尔的音乐创作．

本文主要针对圣桑最为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进行演奏与教学分析。文章分

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法国的文化、历史背景，圣桑其人以及他对法国音

乐的影响，圣桑的音乐创作特点及他的美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通过旋

律、和声、调式调性、节奏节拍等参数对圣桑这部协奏曲的创作手法和音乐形象

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发现圣桑在协奏曲结构上的一些创新之处．在第三部

分对该曲在演奏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双钢琴的合作上提

出了一些建议。对今后演奏者深入理解和更好的诠释这部作品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创作手法参数分析结构分析演奏与教学要点



Abstract

The French composer Camille Saint—Saens composed many piece，his

mainly contribution to piano music is piano—concerto．In his five piano

concerto,the second piano concerto in g minor is the most popularity。

In the 19“century ending French composers。the Saint—Sachs’s piano

music inherited the classical style，melts into French’s skillful wisdom

and humorous，the disposition and the clear form which teases，has formed

his unique piano music style．His music influenced afterwards French

composer Gabriel Faure and Manrice Ravel．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sis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teaching in

Saint—Saens’s second concerto which is the most famous piano piece．The

article divides into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introduced French

culture，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Camille Saint—Saens’s biography and

his influence to French music， Saint—Saens’s music cre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his esthetics thought content and so on．The second

part analysis the melodys。harmonious，keys，rhythms and so on．through

these research．analysis Saint—Saens’s some innovations place in

concerto structure．The third part proposed some own opinions which should

pay attention at the piano performance and some suggestions in two piano

cooperat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thesis would have helpful

significance to those who are going to learn the musical style and basic

playing methods of Camille Saint—Saens．

Keywords：Creation technique，Parameter analysis．Structure analysis，
Performance and teaching mai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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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卡米尔·圣桑(Camille Saint-Saens)——十九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时

期的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管风琴演奏家。他创立的民族音乐协会为法国民族音

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圣桑有着百科全书般广博的知识修养，对文学、哲学、科学、绘画甚至天文

学都极感兴趣。在音乐创作上他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几乎涉及音乐的

所有体裁和形式。他对钢琴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在钢琴协奏曲上，共作有五首钢琴

协奏曲，其中以第二首‘g小调钢琴协奏曲》最为优秀，可以称之为圣桑钢琴音

乐的典范之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曲中那优美的旋律，

活泼的节奏律动深深的打动了我，从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圣桑在钢琴音乐上还

有如此动人之作，并开始对圣桑进行研究．然而，在中国，对圣桑作品的研究并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所熟知的仅有他的‘动物狂欢节》和《第三交响曲》等

作品。我国学者对圣桑的研究很少，仅有武汉音乐学院的朱爱国教授对圣桑其人

及其创作风格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著有‘圣一桑》一书。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世界著名钢琴协奏曲精选续集’

(-F)，是目前国内唯一能找到的一本公开发行的这首协奏曲的乐谱，发行时间

不长，虽然这部协奏曲在国内教学中已开始被采用，但是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国内外其它资料上，对这部作品的详细分析还很少，例如前面提到的吉林

大学出版的这套教材中对该曲有一些简单介绍；在‘最新名曲解说全集卜协
奏曲Ⅱ》(李哲洋主编，台湾大陆书店民国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行)一书中，

仅对该曲三个乐章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作了简要的介绍。

本文主要运用了‘音乐分析基础教程》(彭志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中提到的分析方法对乐曲的旋律、节奏、和声、调式调性以及节奏节拍、曲式结

构等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对演奏与教学中易出现的问题，如对音色的把握、对

踏板的运用、对力度层次的处理以及一些技术上的难点等方面作出一定的指导，

对于双钢琴在合作上也提出了～些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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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圣桑与法国音乐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近一百年间，法国是在革命与复辟的不断交替

中度过。“19世纪法国自己的浪漫主义可能是受外界影响而引起的，但它主要是

由本国的源泉哺育起来的。”1法国的浪漫主义也就更多出自革命与斗争精神，充

满了奔放的热情和对现实的不满。欧洲的文化艺术在1848年以后，发生了一次

巨大的变化，各种流派相继出现，另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以来，浪漫主义思

潮有了急剧的变化，消极的、颓废的因素显得特别突出，这在1848年推翻了七

月王朝的法国表现的特别明显。

法国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之前，法国音乐以前所具

有的朴实性被夸张的宏伟性所压倒，歌剧在法国音乐中占据统治地位，民众对于

器乐音乐，特别是法国人自己所写的器乐，反而漠不关心。这就是圣桑所面临的

法国音乐局面。

圣桑1835年10月9日出生于法国巴黎，自幼丧父，由母亲和祖母共同抚养

长大，并从小跟随祖母学习钢琴。虽然他从小就有结核病，但是他仍然活到了

86岁。他一生酷爱旅行，足迹遍及欧洲各国、南北美洲(为乌拉圭写了国歌)、

北非和西亚。1886年，在前往维也纳的旅途中，他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度过狂

欢节，并在节后发表了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动物狂欢节》。1921年12月，

他在阿尔及利亚去世。

儿时的圣桑便已显现出他在音乐方面惊人的天赋。1852年，圣桑结识了李

斯特，受其影响，在交响曲和协奏曲的创作中开始运用主题动机发展等标题音乐

的创作手法，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皇拿破仑三世率领将帅向德国人投

降，随后，又经过巴黎公社的打击，法兰西第二帝国彻底崩溃，这极大的冲击了

法兰西帝国自拿破仑时代就产生的傲视欧洲的自豪感。整个法兰西都强烈要求改

变这种现状，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传统的歌剧和芭蕾舞音乐开始走向

低潮。

圣桑作为一名法国人，也鞭策着自己去创造法兰西的新文化和新音乐。1871

1引自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杨燕迪、顾连理、汤亚汀，张洪岛翻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2002年，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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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在巴黎创建了。民族音乐协会”1，并得到了当时乐坛上一大批立志要复

兴法国严肃音乐人士的支持如塞扎尔·弗朗克2、爱德华·拉罗3(1823--1892)、

巴德鲁4(1819--1887)、福雷5(1845--1924)等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该协

会成为法国音乐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协会鼓励法国作曲家创作自己的民族交响

乐。并将它们带上法国的舞台，使法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国内重新获得了活力和发

展，圣桑和他的朋友们所创作的音乐在其他国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演出和赞誉，

并逐渐走到了欧洲音乐的前列。到20世纪初，由德彪西和拉威尔为代表的法国

音乐，逐渐走向欧洲乐坛的中心，成为欧洲主流音乐之一．

(二)、圣桑的创作风格和美学思想

。圣桑的作品清澈、严谨、均衡而精致，继承了法国的伟大的古典传统。但

他的风格多变，又可以说是所有作曲家中最难以捉摸的一位。”尽管圣桑的创作

风格多变，形式多样，但他也代表了19世纪法国的保守传统。“他尝试了19世

纪的每一种音乐体裁，但他最成功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基于维也纳模式的，也就是

奏鸣曲、室内乐、交响曲和协奏曲。”s

圣桑在巴黎音乐学院就读时，他的作曲老师是阿列维，但在某种程度上，他

却受到弗朗克的影响，他的一些旋律时常会立即将人吸引住，‘动物狂欢节》中

的‘天鹅》就是一个代表。而学院维也纳式的教育除了研究古典主义巴赫、贝多

芬等人的作品外，还包括当时法国音乐传统，如沙龙音乐、法国歌剧，圣桑也模

仿法国17世纪的音乐风格，创作了一些舞曲，如布列舞曲、加沃特舞曲、小步

舞曲等。1853年至1855年圣桑受到舒曼的影响，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既严肃又雄

心勃勃，各乐章之间的主题运用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如‘第一交响曲》和‘钢琴

四重奏》(作品14号)。

中期的圣桑创作风格多样，在他的音乐中时常能看到李斯特、瓦格纳以及欧

洲各国民间音乐对他的影响。‘c小调第三交响曲》和‘b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1民族音乐协会，1871年由圣桑，比希内等人共同发起，协会提出了。高卢的艺术”一口号．协会的宗旨
是：热情鼓励，积极组织演奏法国年轻一代作曲家的新作品．
2法国19世纪管风琴家．

3法国19世纪作曲家．

o法国19世纪指挥家．

’法国19世纪作曲家．圣桑的学生．其创作风格受到圣桑美学思想的影响．
6引自来爱国，‘圣一桑'．东方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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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运用的就是主题循环发展的手法。19世纪70年代，圣桑的四部交响诗‘奥姆

法尔的纺车》、‘法厄同》、‘死之舞》和‘海格利斯的青年时代》采用了主题变形

的手法。《参孙与达利拉》、‘动物狂欢节》等作品中，圣桑使用了动机贯穿手法。

在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所作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中，采用的就是地道的西班

牙风格的节奏贯穿。1870年之后圣桑大部分作品属于沙龙音乐，如玛祖卡、华

尔兹等，尽管这些舞曲还不大成熟，且不像德彪西、拉威尔的帕凡舞曲和小步舞

曲那样具有独创性，但他们都反映了圣桑对发掘与再现已被人们怀念的17世纪

法国音乐传统的极大兴趣。

圣桑晚期刨作思想偏向于保守，对新兴的。印象主义音乐”1甚至抱有偏见，

与德彪西发生了长期的争执。

圣桑的创作风格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第一，圣桑的一些旋律风格流畅婉转。

同时又是严肃而刚健的。例如他受到舒曼影响创作的‘第一交响曲》。第二．在

一个乐章，或是一个乐句内采用交错重音等手法变换节拍，喜欢重复有节奏的典

型乐句，以显得错落有致，如‘a小调第二交响曲》(作品55号)和‘bE大调第

--,J,提琴奏鸣曲》(作品102号)。第三，圣桑和声对位手法高超，这在他的三首

钢琴赋格作品(作品第99号、作品第109号和作品第161号)中得到充分的展

示。第四，他惯用的转调手法是二度、三度关系转调，这显然是受到了浪漫主义

音乐风格的影响。

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特征是夸张的表达情绪。为了更好地描绘意境，浪漫主

义时期的音乐家采用了主导动机、主题循环等手法来创作标题性音乐。

而圣桑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极力倡导浪漫主义时期李斯特等人

强调人文精神的标题音乐，运用主导动机、主题动机发展等标题音乐的创作手法

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在内心中还是以纯音乐为主的，他认为作曲家所创作的

作品，如果缺少优美的旋律线条，那么这个作品就算不上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位

作曲家也算不上是一个艺术家。音乐作品应能始终保持音乐的本色，音乐就是将

悦耳的声音和谐的组合在一起。他追求纯正的音乐风格，以及完整的音乐形式。

却多少有些忽略了人的情感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他的这种美学思想，漠视音乐

中的感情因素，使他的作品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过分讲究作品形式的完美，

法国19世纪束加世纪初音乐流派，代表人物是德彪西与拉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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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艺术家的热情与动力。如歌剧‘参孙与达利拉》的成功，最闪光的东西就是

其纯净的音乐美。可以说圣桑的作品中所有美而优雅的特点都集中在这部作品中

女主人公达利拉的几首咏叹调里，那精巧的配器手法，优美的旋律线条吸引了圣

桑的绝大部分注意力。

圣桑的作品不仅继承了法国音乐精致、典雅的人文精神，甚至还代表着一种

对法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沿革和审美品位。在那个德奥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圣

桑极力追求本国民族音乐特色的精华，而圣桑的追求对后人的影响，也正如一些

专家所说，“与其说他的音乐，不如说是他的音乐美学观点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学

生福雷和晚些时候的拉威尔。”1

弓l自朱爱国，‘圣—桑)，东方出版社出版，19蛔年．第5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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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手法和音乐分析

(一)、概述

圣桑一生创作了5首钢琴协奏曲，专家们认为，从他的整个钢琴音乐创作来

看，他的钢琴协奏曲远远比钢琴独奏曲好的多。圣桑的钢琴协奏曲打破了传统的

协奏曲形式，开刨了协奏曲创作上的新风格，并极大了影响了之后的法国音乐家

福雷、拉威尔等人的创作。

。最初的三首钢琴协奏曲，可以看作是法国早期钢琴协奏曲的典范。尤其是

第二首的第一乐章在曲式结构上有别于典型的奏鸣曲式，并且这三首作品都有一

个花哨的终曲，这在当时也是风靡一时．”1

1868年，圣桑应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约请，创作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由于当时的鲁宾斯坦急于在巴黎安排一场由他自己指挥

的音乐会，使自己能够以指挥家的新身份与巴黎的听众见面，但时间非常紧，希

望圣桑能在三个星期的期限内完成；结果。作品前后只用了17天时间便完成，

并于当年5月6日在巴黎公演，圣桑自己担任钢琴演奏，鲁宾斯坦指挥，演出获

得了极大的成功。

“就这部协奏曲，‘俄罗斯新闻报》1875年11月30日刊载了柴可夫斯基的

评论： 一

圣桑先生在我们这里初次演出了他的‘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

十分美妙、清新、优雅并有着非常感人的细节．从中也反映出作曲家对精典范作

的深刻理解(圣桑从这些范作忠吸取了形式的平衡和完整的非凡技艺)以及异常

独特的创作个性。圣桑作品中的民族性格的一切动人特征：真切、热情、诚挚、

睿智，是我们从这位客人的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到的。圣桑先生的协奏曲具有很独

特的形式，它没有慢速度的中问乐章。为代替慢速度的中间乐章他写了动人的、

十分活泼的谐谑曲。在谐谑曲中，也正像在末乐章中一样．表现了出色的配器艺

术以及织体上的许多幽默、幻想和机巧。圣桑先生在第一乐章里仿佛让听众了解，

他是多么崇拜巴赫，并在巴赫的影响下写成这部作品的。值得注意的是圣桑先生

虽然属于十分重视强烈外在效果的法兰西民族，却如此善于在这部辉煌的作品中

运用形式和配器的程式化手法，而作品的成功多半是依靠这些手法的。处处显示

引自朱爱国，‘圣—桑'，东方出版杜出版，1998年，第46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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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绝无哗众取宠之风的卓越音乐家，这种哗众取宠之风并无伤人之意，是

许多能人未能摆脱的，其特点是运用一些尖锐的效果使听众惊讶和受吸引，虽然

并非出于形式上的要求。”1

正因如此，这首作品才在圣桑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显得如此重要，它恰恰体

现了圣桑的音乐美学思想——追求纯粹的音乐美，和圣桑对于浪漫主义音乐创作

手法的运用。

(二)、参数分析

l、主题，旋律

这首协奏曲从总体上看三个乐章各有特色，但是乐章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

系。这显示了圣桑对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运用，以及对纯音乐美的追求。

(1)、音程的选择

这部协奏曲的三个乐章的主题在音程的选择上具有一致性，旋律音程主要由

分解和弦与二度级进音程两种因素构成。(谱例1)

谱例11

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I

1

．．，～L ft硝}I障习l—乇宣茹萄。《端主连I簧哆蔗摹鬻!
芍砷 S邕撑P¨E；。：妻掣{目。矧当日· }·’·}≠S岛{芏刍

摘自朱爱国，‘圣一桑)，东方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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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副部主题：

第二乐章主部主题：

j蜊拱
U

擅!重二岜!I

尹醣爨础
芝斑簧 一

第二乐章副部主题：

I

第三乐章主部主题：

l

1本文的谱倒均采用白英国G．schirme(公司1967年出版的双钢琴版乐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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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三乐章副部主题：

!‘椭慵妇。
蝗兰-、．．1 p．．． 静_-扣”} o

(2)、旋律线条的走向

从上面的谱例中可以看出圣桑这部协奏曲的旋律采用的是扬抑格，旋律先上

后下，或短上长下，均以下行级进旋律为主(谱例2)，这样的旋律具有叹息性．

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主张抒情性的美学观点。

谱例2

第一乐章主部主题、副部主题线条：

第二乐章主部主题、副部主题线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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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主部主题，副部主题线条：

(3)、动机的发展

以第一乐章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圣桑在主题动机发展上的巧妙运用。

主题旋律动机：

●

连接部主题动机节奏变形，二度级进因素：

I

中段华彩旋律部分运用二度下行音程因素：

再现主部主题之后的钢琴华彩段旋律将动机的后半部分扩大：

I

，-Cadenza·，，l"Ⅳ I．，_一 ．—J

‘，，馆4m I
～ ‘

．

习瞪霎磅未萼盔再鼋每甓窜唼蕈茹蜂茎i壶}垡至i。．拦鳓。·!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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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部连接段3旋律部分主题动机再现，低音动机节奏扩大一倍：

主题旋律的动机不断发展变化，由次可以看出，圣桑19世纪60年代受李斯

特等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的影响，在创作上运用主题动机发展的手法进行创作的

方式。

2、节奏、节拍

当代音乐理论普遍认为，音乐“首先是由时间和时间的划分组成的”，“音乐

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节奏”，。对于音乐的研究，必须从节奏的理解开始；

而对节奏的研究，又必须回到对时间的理解上”1。

第一乐章的节奏设计打破了古典音乐传统常用的规范节奏，而采用大量的切

分节奏，这样颠倒了强弱拍的位置，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幻

想的浪漫风格。

主部主题节奏

副部主题动机变形

第二乐章采用的是以八分音符为主的节奏律动。主部主题和展开部具有舞曲

性律动节奏的使用，也与乐章一开始的速度标记：谐谑的快板(Allgro sc：herzando)

符合，使整个乐章机智、典雅，“是钢琴协奏曲史上写得最好的谐谑曲之一”2。

乐章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节奏类型：

主部主题节奏型

‘转摘自‘音乐分析基础教程)，彭志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l版．第％页．参见乔治·渡尔
‘序列作曲和无调性'．秦元平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出版。

2引白‘西方钢琴艺术史，。周蕞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1钮页第9行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圣桑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奏与教学分析

副部主题节奏型

展开部节奏沿用副部主题节奏律动

这一乐章的主题动机是建立在主部主题节奏基础上的，节奏动机由两个因素

一======≠]鬲牢=雠
组成，一个是=韦==F，另一个是t=匕f．

第三乐章的节奏丰富多变，圣桑将主部主题塔兰泰拉6／8拍的节奏律动建立

在414拍的基础上，大量三连音的使用，使节奏律动仍以八分音符为主。主要采

用的节奏动机是：

主部主题节奏

副部主题节奏

第三乐章主部主题的节奏与第二乐章的节奏律动十分类似，恰好是第二乐章

=====一—■‘—●‘—一——：—。‘—。：●

两个节奏动机因素的倒置。t=匕r在前，弓==F在后。副部主题平稳的节奏

暗藏着圣桑在塔兰泰拉舞曲运用上的深思之处，t—卜卜十—节奏暗示着第一乐
—●———●‘●L——●-一

—●‘+

章主部主题的节奏动机—Ej．。

全曲节奏丰富多变，但是乐章之间又有一定统一性。第一乐章的动机律动因

—■‘■‘_．_—■‘+
素是．t昔甘和甘，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的动机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一等分三个八分音符。而第一乐章动机的后半部分附点律动—巴}发展为斗==F。
j兰王=≠j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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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l 动机2

第一乐章 —●卜'卜——_ 军覃——■●‘■●■■●r 1=j一

第二乐章 拜 管
第三乐章 管 拜
3、调式调性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更追求音乐的色彩性，已不满足于古典主义时期音乐

强调功能性，运用四、五度关系转调的创作手法，到了贝多芬后期、李斯特等浪

漫主义作曲家常用的转调手法则是更为强调音乐色彩的三度、二度关系转调。

圣桑在这部作品中更是大量采用二度关系转调，甚至是小二废半音级进，运

用模进的手法进行转调．

如在第二乐章第157—180小节(谱例3)，圣桑采用模进的手法形成了二度

关系上行转调。157小节a小调一16l小节bb小调一165小节b旋律小调一169

小节c小调一173小节6D大调。

谱例3；

I

l
t 孓 N i掣乒7
i耵井调，蛔甲涵． ● 五

一垂 ． 年
二

．

、n· ●

．≮{．⋯．#气：喜醛’n．．堆．。，吣查
}吐 I 。二F 一。

I蚕 一l’’F —19‘ 矗：·
·

÷

■ 一 ，

l‘口 ■-小一
，-O． ． ●． 。址 ． _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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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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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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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I

I

。／‘。．。。廊缕鹰
．磊 一一一 l乞u—吲一一二；净。。I仁：一h·：-·。!’；一·≤ItF”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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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分析

圣桑这部协奏曲句法上以规整的4小节为单位；调式转换上多以模进手法二

度级进转调；整体结构上突破了古典主义传统协奏曲快—慢—快的结构形式，并

改变了传统奏鸣曲式的结构形式。

第一乐章，持续的行板(Ancl皿te咖uto)，g小调，414拍子。乐曲的第
一乐章在曲式结构上有别于典型的奏鸣曲式。

乐章取消了乐队呈示部分，由钢琴即兴性的华彩揭开了整首曲子的序幕。呈

示部没有结束部，直接由副部的38—40小节3小节扩充代替展开部引入，直接

进入到展开部的中心部分．再现部的变化则更大，省略了副部主题的再现，短小

的主部主题再现之后，音乐由四个钢琴华彩的连接段进入到尾声，结束全衄。

引子 呈示部 展开部 再现部 尾声

小节1—10 1卜40 41—60 61-97 98—117

主部连接部副部

11—18 19-28 29-40

句法 10 8 4+6 9+3扩充

调性g g rc-g龟

材料

小节

句法

调性

根音关系

主部 连接1连接2连接3连接4

6l—68 69-73 74—80 81．87鹊-97

8+4+8 4+4 5 7 7 5+5

g v／g c g g g

主部材料连接部材科主部材科

展开部4l—60

41-48

2+2 2+2

G VIC C：16 y／-A

G F 龟

53—∞

4

v／g

D

二度下行级进模进

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奏鸣曲式，弱化了德、奥奏鸣曲式乐

章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强化了作品的色彩性，表现了音乐犹如幻想曲般

的气氛。这种仓Ⅱ作手法，打破了一直以来统治法国音乐的德奥音乐思想。并影响

了后来的福雷、德彪西、拉威尔等法国音乐的创作。

o儿、

+

y

2龟龟

2+

2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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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改变了传统协奏曲的整体布局，设计为谐谑的快板(Allgro

schcrzando)，6／8拍子。这一乐章从传统曲式结构意义来说是一种创新，传统的

三个乐章的音乐作品的中间乐章，常规是慢速度的，而在这里却是快板；就其风

趣、优美的旋律来说，它可以说是所有的协奏曲中最活泼的谐谑曲之一。

这部协奏曲在曲式结构上也较有争议。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

‘世界著名钢琴协奏曲精选续集》(下)中提到该乐章是一个回旋曲式(该书最

后的作品简介中提出)，而李哲洋主编，台湾大陆书店民国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

日发行的‘最新名曲解说全集9一协奏曲II>中提到该乐章是一个奏鸣曲式．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从调性上来看，这个乐章的曲式结构应该更偏向于奏鸣曲式。

呈示部l一130

引子 主部 副部 结束部

小节1---4 5—74 75—∞9旷130

起始小节5 13 21 29 37¨ 41

句法8 8 4+4 8 4 8

主奏 Solo Orch S 0 Solo～～0rch

调性 -E t bE．B F c(引子连接)龟

I．．．．．．．．．．．．．．．．．．．_J

调性关系 五度调性模进

材料

起始

句法

主奏

调性

r——————1

75 87

12 12 8+8+16

0reh Solo Solo

-B -B v／龟

展开部131—220

引入 中心 属准备

主部主题 副部动机 引子动机

小节 131 139

8 lO

Ofch Solo

屯 ～

调性关系

r———————————————————————————-1

149 157 165 173

8 4+4 4+4 8

0rch Solo Solo Solo

～ 8+～ b+c -D

二度上行级进模进

181 199

18 22

Solo Solo

W、 v／t

：窨m姒。-|徽：。；|!l

o

。

五

的。妣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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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部221．304

主部

221．256

r—————————————————————1

起始小节221 229 237 245

句法8 8 4+4 4+4+4

主奏 Solo Orch S 0 Solo

调性 龟 屯 ．B 龟c

副部

257-280

结束部

2引-304

257 269 281 289 297

12 12 8 8 8扩充

Otch Solo Solo

．E 屯 V／■一V／tg—v／E—v／龟

(IV+．V+V)／龟

尾声305-346

小节 305-312 313．326 327-246

句法 4+4 14 20

材科 主部主题材科主部主题材科 引子材料

按照传统的德奥协奏曲创作手法来看，在充满戏剧冲突的第一乐章之后，第

二乐章往往是馒板或柔板，以缓和第一乐章所产生的戏剧冲突。而这首作品的第

二乐章则一反传统，以快速、活泼的谐谑曲代替了慢板乐章，并采用了完整的奏

鸣曲式代替以往的三部曲式。从整个协奏曲的结构上看，这一乐章倒像是第一乐

章。而前面的第一乐章则可以看成是一个又长又大的引子。这样的创作手法也更

加映衬了第一乐章幻想曲般朦胧的气氛。

第三乐章急板(Presto)，g小调．第二乐章的快板之后，第三乐章运用急板

的速度继续将音乐推向高峰。第三乐章使用的是圣桑所喜爱的体裁之～塔兰
泰拉舞曲，它因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塔兰托而得名．6／8拍子，这一舞曲形式在圣

桑‘c小调第三交响曲》第四乐章也出现过。塔兰泰拉舞曲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节

奏，它的节奏充满活力又风趣机智，肖邦、罗西尼、李斯特和门德尔松都爱在自

己的创作中运用塔兰泰拉舞曲，不过圣桑在创作中那略带沉思的幻想情调暗藏着

他自己的特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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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卜-78

主部1．24 连接部25-48 副部 结束部57-78

r——————————————————1 r——————————————1 r——————1 r—————————1

引子主题引子主题

小节l-4 5．12 13．16 17．24 25．32 33-40 41-48 49一弱 57-64 65．78

句法4 8 4 8 8 4+4 8 4+4 4+4 4+10

调性g g g g g d A F F F d bB d

展开部7卜190
r—————————————————————————————————————————————————————————————————————。。1
引入79．82 中心83．174 属准备171．190

r——————1 r————————————————————————————1 r——————1

中心I 83．114 中心Ⅱ115．174

r—————1 r—————————————————————————————1

小节83．114 115．138 139．154 155．170

句法4 8+8+8+8 4+4 4+4 4+4 4+4 4+4+4+4 4+4+8+4

调性d d V bE V／f f c g d A V／g

材料引子材料主部主题材料 副部材料 引子材料 连接部材料

再现部19l—268

主部191．214 连接部 副部 结束部247—268

r——————————‘————————‘1 r————————1 r————————1

引子主题 引子主题

小节 191 195 203 207 215．238 239-246

句法4 8 4 8 8+4+4+8(扩充)4+4

调性 g g g g g g

r————————————————————————1

尾声I 尾声Ⅱ 尾声Ⅲ

小节 269-292 293-312 313．343

句法S+8+8 10+10 8+23

调性 VIeV／dV／G g g

r————————————1

247-254 255-268

4+4 4+10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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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的曲式结构也与传统的协奏曲第三乐章不同。传统的协奏曲第三乐

章一般采用的是回旋曲式，而圣桑在第三乐章的创作上仍然选用的是奏呜曲式。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圣桑这部协奏曲以古典主义方整的4小节乐句为基础，

运用浪漫主义主题动机发展的手法进行创作，在协奏曲乐章与乐章之间、乐章内

部的结构上也有所改变。

第一，在乐章的曲式结构上，第一乐章取消了乐队呈示部，由中段的钢琴华

彩取代了展开部，省略了副部再现，直接进入尾声结束乐章。这样的结构削弱了

奏呜曲乐章的戏剧性，加强了主部主题，增加了乐章的色彩性。

第二，在协奏曲的结构安排上，第一乐章将惯例的快板乐章改为了慢板乐章。

第二乐章也不是传统的二部曲式慢板，采用了谐谑曲风格的快板乐章，这样的安

捧使协奏曲的戏剧冲突被延迟至第二乐章才爆发出来，增强了第一乐章梦幻般的

音乐气氛。第三乐章并未减缓第二乐章快板的紧张感，采用传统的回旋曲式，而

是一鼓作气以Presto的急板奏鸣曲式结束全曲，给人以听觉上的震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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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奏与教学要点提示

这部协奏曲为学习圣桑的钢琴音乐提供TN练思路和练习模式，对于掌握

圣桑的音乐风格、把握更全面的技术信息均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音乐表现要点

1、旋律与音色的把握

通过对旋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圣桑这部作品在旋律上具有向下进行叹息式的

浪漫主义抒情风格。但是三个乐章的旋律又各有特点，在演奏每一乐章时，触健

方式都各有不同。

第一乐章主要以切分节奏的律动为主(见谱例1)，这就改变了节奏律动的

强弱拍，增强了旋律的流动性与抒情性，为乐章增添了梦幻般的气氛。在触键上

应多用手指的肉垫部分触键，多用大臂力量，以演奏出柔和、优美的长线条旋律。

第二乐章以八分音符的舞曲律动为主，这就造成了这个乐章活泼、巧智的风

格(见谱例1)．主部主题部分，应多用指尖触健，跳音的奏法基本以手腕运动

为主．然而在副部主题中，圣桑采用的是弱起节奏，从性格上来说，弱起节奏较

之八分音符律动的主部主题西西里舞曲更沉稳、深思，因此，在演奏副部主题时

要注意控制情绪的变化，旋律可用手指肉垫部分触健，以大臂力量带动手腕运动。

引子部分模仿定音鼓的音色，在演奏时应运用手臂力量，指尖触键，演奏出低沉

而具有弹性的声音。

第三乐章热情，激烈，具有典型塔兰泰拉舞曲风格，这一乐章整体力度层次

几乎是在f----ff之闻，强烈的音响与快速的双音、八度相结合，增加了钢琴技术

难度。这一乐章触健方式基本与第二乐章相同。主部主题应注意重音的位置，将

塔兰泰拉舞曲的6／8拍律动表现出来(谱例5)．副部主题较之主部主题更沉稳些，

在演奏时应多用大臂的力量。但是，手指的灵活性也不能忽略，连续的颤音仍在

回味着塔兰泰拉舞曲的动力与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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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5

第三乐章主部主题

l

1

2、踏板的运用

(1)、右踏板与中踏板

第一乐章整体上是一个抒情的慢板，钢琴的华彩乐段与优美的旋律交辉相

应，主要是使用长踏板使音色丰富圆润，增加音乐线条的厚度与音乐气息的长度。

在使用右踏板上要特别注意手与脚的切换，由于旋律部分大都以切分节奏为主，

因此踏板的切换可以考虑半换踏板，这样既能使和声变换听清楚，又能不破坏旋

律的切分感。

如引子部分一出来就要奏出梦幻般的气氛，这就要求踏板既不能使音乐模

糊。又要有朦胧的音乐效果表达出来．在踏板的使用上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

第一个是只用右踏板。这种踏板的好处是可以清晰的表达出每一个和声变

化，但是对于低音的八度g则无法长时间的保持住。(参见吉林大学2004年12

月出版‘世界著名钢琴协奏精选续集(下)》)

第二个是右踏板加中踏板。这样的踏板则完全没有上面只用右踏板会出现的

问题，但是这种踏板要求钢琴必须要具有中踏板的功能，有些小型的三角钢琴则

没有中踏板的功能。

笔者认为，如果钢琴具有中踏板功能的话使用中踏板效果会更好(谱例6)。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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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6

Planol
(snA,Ij

(2)、右踏板半换

一些长线条且和声变换频繁的乐句虽然踏板标记为一拍换一次，但可以考虑

运用半踏板，以保持和声的清晰性与旋律线条的连贯性。例如第一乐章的副部主

题(谱例7)，乐谱上标记的是踏板踩后完全放掉，但是建议多用半踏板以及音

后踏板效果会更好．

谱例7

原谱上的踏板：

l

建议使用的踏板：

I

其中每小节第二拍使用半踏板，其余各拍使用音后踏板(即切分踏板)。

(3)、右踏板与左踏板

第二乐章力度层次在ppp—廿之间，同时，钢琴多处出现模仿定音鼓的音色，

为了拉大整个力度范围，以及模仿出定音鼓低沉、厚重的声音，笔者建议模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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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鼓音乐的地方应多使用弱踏板。

同时，第二乐章还有多处出现朦胧的犹如夜间精灵般活泼的音阶跑动，例如

在乐章的第128—130小节(谱例8)，为了演奏出轻巧，晶莹的声音，建议右踏

板与左踏板应同时踩住，在音阶过了中音区音色逐渐变厚，右踏板应逐渐放掉，

弱踏板则保持不变．

谱例8

11
／

I

(4)、模迸乐段使用左踏板改变音色

例如在第三乐章在第99—106小节是旋律的第三次模进，和声由第83小节

的V到第9l小节的V／Ⅵ56再到99小节的Ⅵ(谱例9)，形成了一个V一Ⅵ的阻

碍终止，因此在模进到最后一次，即Ⅵ级上的第三次模进时，可以考虑使用弱踏

板，增加力度的对比和音色的变化。

谱例9

第83—_90小节 第91---98小节 第99一106小节

v v／Ⅵ56 Ⅵ

unac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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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力度与声音比例的协调

协奏曲最富特色之处便是两架钢琴的合作，在力度层次上，两架钢琴此起彼

伏，有时第一钢琴突出，有时则第二钢琴突出，更多的时候则是两架钢琴的相互

竞奏，互相模迸。

这部作品多处第二钢琴演奏主旋律时，第一钢琴并不是像古典主义莫扎特时

期那样处于伴奏地位，而是更加的被强调，第一钢琴演奏炫技形的华彩段。如在

第一乐章高潮部分第6l-64小节(谱例10)，第一钢琴是绚丽的华彩段，一般应

是最为突出的声部，但是圣桑在此由第二钢琴奏出主部主题进入到再现部，因此

在演奏时，如果是钢琴与乐队的配合，乐队音量较大，能明显听到主部主题，若

是钢琴与钢琴的合作则要考虑到两架钢琴的声音比例。在声音的整体效果上应是

第二钢琴的主部主题旋律较为突出，因此，两架钢琴在合作时应多注意音乐的整

体效果，第一钢琴不能过强而盖过第二钢琴。

谱例lO

I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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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另外在乐曲第三乐章最后的尾声第33l—334小节(谱例11)，乐队部分奏

出的是第三乐章副部主题，而主奏钢琴则是激烈的二度级进八度音调，在演奏时

也要考虑到声音的整体比例，在力度层次上，以乐队部分为主．

谱例ll

。．9。J、九、鼻靠、拿娟，年门j龋j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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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技术要点

很多人在练习技术上较难的地方时，往往只练技术而忽略了音乐，这种练习

方法并不可取。在练习技术时应将音乐也带入在内，这样才能在演奏时更好的将

音乐表达出来。

1、双音与八度

很多人为了在快速和f时弹奏好双音和八度，手腕往往会特别紧张，这就更

加导致声音没有穿透性，而且手腕也容易受伤。下面将根据三个乐章双音出现的

不同方式分别举例说明如何演奏．

如第一乐章的中段是一个炫技性的华彩段，大致可分为3种技术类型。第一

种是右手的连续双音进行(第41．48小节)，第二种是双手相隔八度的级进单音

(第49-56小节)，第三种是双手八度的上行级进(第57-60小节)．第一种技术

类型相对比较难，在练习时可采用。双吐音”弹奏，即每个音重复弹奏2次(谱

例12)；第二种技术类型相对比较容易，只是很容易产生倒节奏的情况，在练习

时应注意节奏重音，放慢速度、把每一拍的第一个音加重弹奏(谱例13)；第三

种技术类型对体力要求比较高，而且双手相差一个三十二分休止，左右手先后交

替出现，双手交替时极容易出现两手同时弹奏的情况；尤其这是一个属准备阶段，

整个力度层次在行上，并且要求弹奏的很连，给演奏造成了很大的难度，而且

双手的力度要平均，不能出现一只手强一只手弱的情况，由于57、58、59小节

的第一个音都是出现在属音D上，因此这三个音D尤其要着重弹奏(谱例14)．

谱例12

建议使用双吐音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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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3

在练习时注意重音点

I 掣，考警茗圣鍪翟蚤兰

谱例14

I

I

—喜习；；-|喀—薄=呈；’：’I_．‘—曼三!=三一
U 靖婆差茹镉帷婺荔希颡
●新b 一嚣，jbj，J．．列日jh。_j_ll一 彳： j—i雌。1，_i—o：j—【4L麓端磊魏步一匡熙茹霉!薹岁一一

双音在第二乐章中主要是三、四度音程的跳进，手指需要在黑键与白键中连

续切换，稍有不慎便会碰错。因此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应长时间的慢练，力度不

需要太大(mr即可)，但要弹得非常放松。等到慢练完全掌握之后，以4小节为

单位，加入重音，加快速度；然后是8小节，直到把乐章中的类似乐句都处理好。

在第三乐章中，双音多表现为二度级进(谱例15)，最初的练习可以先只考

虑准确性，忽视力度和速度，慢速的弱奏。然后从两个音开始加快加强，加入音

乐层次的递进，再三个音、四个音、依次类推，直到整句都能在放松的状态下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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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5

I
掣 ■ ”鼍、■了’一 1P ￡～韶l；i蟾

∥

-，{．I， I￡j-，1i．j

I

2、音阶与琶音

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多为琶音跑动，由于距离远、速度快，很容易造成手臂

紧张，给手腕增加负担。因此在练习时应先放松、慢练。并且配合手腕运动，尤

其是手小的人，更应先将手指与手腕配合好，让手腕运动带动手指，使手指弹奏

下一个音之前手腕已经将手指带到目标键，而不能让手指带动手腕，否则会造成

手腕和手臂紧张。严重的可能会腕部受伤。

第二乐章主要是音阶的快速跑动，如第70．74小节(谱例16)，这些音阶要

求手指颗粒清晰，特别要注意的是指法和手腕的高速旋转能力。

谱例1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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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要注意的是第278-280小节(谱例17)，左手大跳，右手则是快速的琶

音跑动，比之前的双手音阶跑动又增加了些许难度。左手要注意准确性，并且低

音要有一定的厚度和深度，右手由于来回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跑动，因此特别要注

意准确性。这个版本的指法在参阅了许多乐谱之后，觉得比较合适，可供参考。

谱例1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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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钢琴合作的几点建议

一直以来，钢琴协奏曲在小型场合大都以双钢琴的形式出现，主奏钢琴与协

奏钢琴双方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这就要求在演奏中既要体现个性，又要有整体

的协和；既要有整体的统一，又要突出个人不同的个性和对音乐不同的处理方式。

双钢琴演奏是钢琴合作的艺术，两架钢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演奏双方的共同努力，来诠释音乐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涵。因此，双方

在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时，必须在作品的结构、演奏的配合、音乐的理解等方面达

成统一的共识，对于作品的呼吸、力度、乐句的安全都有精心的布局。

1、前期合作准备

(1)’总谱的分析研究

双钢琴协奏曲必须在对乐队总谱进行研究与分析，这将有助于演奏者把握音

乐作品的整体结构。演奏中能否体现对音乐的思考，揭示出作品的思想内涵，与

对总谱的分析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主奏与协奏钢琴的和声

和旋律线条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必须要正确的处理两架钢琴各声部之间的关

系。而且，在演奏该作品时，只考虑自己的声部是远远不够的，双方必须全面系

统的把握彼此所演奏内容的声部结构和音乐意义．因此，双方之间的交流配合与

默契尤为重要，这样才能更好的对作品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正确的诠释作

品。

其次要指出的是，乐队在协奏曲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协奏钢琴能否充分发

挥出乐队的效果(这里主要指和声和音响效果，以及对音色的模仿效果)，直接

影响到协奏曲演奏的整体水平。在圣桑创作的5首钢琴协奏曲里，圣桑除了注意

钢琴这一主角外，还充分体现了乐队的作用。如果不对总谱进行分析研究，就不

能理解每件乐器所饰演的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包括乐队中乐器与乐器间的，乐

队与双钢琴间的)相互对话，就不能对这部作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准

确、完整的演奏。所以，分析和研究总谱对于正确的诠释作品时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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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响的分析研究

统一的音响效果对于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音乐进行中，

织体、音色以及力度是音响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品的织体类型、音域的宽窄、音

质的特点和力度的变化等形成了音响的立体空间．音响中的立体感、空间感、层

次感，使可以通过分析演奏进行控制的．

在演奏‘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时．双方需要对音响作细致明确的分析研

究，不仅要各自做好自己的部分，还必须要一起研究，以统一的标准，将两架钢

琴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只有认真分析音响，才能通过对音色的控制，改变声音

的色彩和明暗、薄厚；才能通过对力度的控制，把握声音的纵向线条；才能通过

对音乐织体的控制，调整音响结构的层次感，将这部作品真正的音响效果表现出

来。

2、默契的培养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双方密切的配合、默契的合作，才能完美的诠

释整部作品。而这，需要双方长期的磨合．合作初期，由于不熟悉彼此的演奏习

惯和艺术美感，不能做到配合默契，容易导致节奏感和音乐律动上的差异，不能

根据手的弹奏速度及动作来协调彼此的气息和节奏。因此，在日常合作练习时，

需要着重培养合作双方统一的节奏感，并通过练习，培养敏锐的听觉和内心节奏

律动。这时，双方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眼神的交流都极其重要，瞬间的交流对理

解、掌握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宏观的结构—一声部

双钢琴演奏中声部的控制，是指两架钢琴结合时纵向声部层次的控制。双钢

琴协奏曲是由两个大谱表记谱的，分别为第～钢琴部分和第二钢琴部分，如果将

两个钢琴部分分开来看，他们又相对独立。在分别练习时也能感觉到各自结构的

相对完整性，但在声部的许多地方，又有一些互相对话的空问(这是作曲家在创

作时，为对方声部留下的施展空间)，在音乐进行中，两架钢琴之间互相对话与

交流，主次交替，相互辅助与衬托，共同表现了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因此，

两架钢琴间的声部控制与配合尤为重要。

两架钢琴的声部之间可以形成很多种逻辑关系，两架钢琴部分之间的结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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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要有：对应式、对比式、对抗式和齐奏式。

下面将详细举例说明：

A、对应式：古典时期莫扎特式的对话式音乐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演变为

对应式结构，是指第一钢琴与第二钢琴之间在演奏时形成回应，前后呼应，增强

音乐的语气。

在第一乐章第35—40小节(谱例19)，音乐出现了对答式的回应．

谱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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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话出现在两架钢琴上，这就要求演奏的双方将音乐的音色、力度与

速度控制一致，才能形成音乐所要表达的效果。

B、对比式：对比式结构是指第一钢琴与第二钢琴形成对比，造成音乐的紧

张感．

第三乐章连接部中(第25．32小节)，第一钢琴与第二钢琴有4次短小的对

比(谱例20)．第一钢琴是快速的三连音级进，第二钢琴则是刚健的和弦下行级

进。

谱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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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抗式：是指第一钢琴与第二钢琴形成了强烈的对抗，双方互相竞奏，

增加了音乐的张力。

在第一乐章第19．22小节就是用竟奏式的连接部连接了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

(谱例21)。两架钢琴之问以2度级迸模仿的形式将旋律移高或者移低，加强了

演奏中的紧凑感，促进了音乐旋律的律动。也为演奏双方的情绪变换和高涨提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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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动力。更将音乐攉向了一个小高潮。这一段由于休止符和音符比较密集，在合

作上有相当大的困难，另外钢琴与乐队之间的模仿也要尽可能的保持一致，低音

从E、F、G，F、G、A、B一直二度级迸，加强了音乐的张力，在弹奏时要注意

音乐应向前走，逐渐加快加紧，尽量使钢琴与协奏钢琴的奏法、力度、和音色保

持一致。

谱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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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以上三种竟奏式结构部分时，双方应时刻注意声部间的语气呼应，主旋

律与和声旋律之间的音色应统一、协调。只有双方形成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对话，

才能将正确的音质传递到手指。

因此，演奏竞奏式结构时，双方应保持演奏技术上的～致性，在各自弹出准

确、清晰的音质的同时，也要仔细聆听双方的步伐是否始终保持一致，将意境、

情绪、形象的刻画统一起来，使两个声部之间的竞奏模仿犹如一个声部，巧妙的

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美妙的和谐。

D、齐奏式。到了浪漫主义时期，齐奏已经不单单是第一钢琴与乐队共同奏

出相同的旋律了，更多的是钢琴与乐队相辅相成，将音乐推向高潮。在第一乐章

的高潮部分再现部第61-64小节就是这样(谱例22)．关于力度层次的控制已在

前面第22页中提到，在此要特别提示的是，主奏钢琴有一个音与第二钢琴形成

了一个d,-度，因此在演奏的时候，第一钢琴不可将这个音弹得太响，需尽量避

免不和谐音程的出现。

谱例22

(2)、微观的层次一乐句
如果说声部的控制是针对声部结构纵向层次而言的话，那么乐句的控制则是

针对声部的横向关系而言的。双钢琴作品中，乐句结构的完整意义，是通过双方

来体现的。乐句中蕴含的丰富的表情和细腻的语气，也需要双方共同完成。可见，

双钢琴作品中乐句结构的逻辑性和乐句内涵的表情性，与双方密切的配合是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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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演奏《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时，双方的语句配合是练习的重点内容，

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A、乐句之间语气的配合。第一钢琴与第二钢琴声部之间在进行乐旬的对话

时，双方必须进行乐句语气的交流和传递，乐句的起止应整齐自然。

B、乐旬之间的呼吸配合。演奏双方应当控制好语气与速度，互相协助，力

求统一。

C、乐句之间的情绪配合．双方在演奏相同意境与情绪的乐句时．思想需要

高度集中，使情绪能吻合；演奏不同情绪的乐旬时，双方更需要仔细聆听，在脑

海中判断对方的音乐走向，互相补充．

D、乐句之间的力度配合。双方在共同完成一个乐句的渐强渐弱时，应统一

起伏的位置与幅度，把握乐旬问的细致连接，做到协调统一。

例如在演奏第一乐章第34．-40小节(见谱例19)时就要注意两架钢琴的语

气与呼吸方面的配合

在第一乐章19_-22小节(见谱例21)时要注意两架钢琴在力度、速度等方

面的配合。

(3)、速度的掌握

正确、恰当的演奏速度对协奏的双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需有统一的

速度定量。共同演奏渐快、渐慢、还原速度时，更需要双方长期的练习、切磋，

训练及其灵敏的反应能力，保证动作下的速度极为准确，最终达到心灵间的默契

交流。如在谱例2l中提到的竟奏中的不断加速，就必须要两架钢琴保持一致的

速度向前．否则就会音乐就会脱节、断裂。

对于双钢琴演奏来说，这是衡量演奏双方配合默契与否的体现。在演奏中，

双方要掌握好节奏的自由性与统一性。思想严格一致，配合细致入微，时刻跟随

对方的思路，内心的听觉始终贯穿于整个音乐之中．

(4)，音色的控制

优美而富于变化层次的音色是每个演奏者追求的重要而困难的目标，音色说

明了演奏者千变万化的触键所能获得的永无穷尽的音响魅力。双钢琴演奏与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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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奏相比较，前者的音乐层次更丰富，音响效果更丰满。但就音色而言，双钢琴

演奏较之管弦乐队协奏还是比较单一的，它不可能像管弦乐作品那样，有着多种

乐器的音色变化和色彩层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在演奏双钢琴作品时，可以将

音乐中的各种层次，想象成各种不同的音乐层次，还可以将它们想象成乐队中的

各种乐器的声音，或是人声、自然界的某些声音，在一刹那阋改变角色、服装和

心理。钢琴家约翰·布朗宁曾说过：。必须懂得在钢琴键盘上以管弦乐队的方式

进行思维的重要性。优秀的钢琴家弹奏的并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一首如同木

管乐器、弦乐器或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这使乐曲有了自己的色彩世界。”1

因此，想象的空间越丰富，发掘音乐音色的深度亦越大。圣桑的音乐自然流

畅、具有多变的音色以及丰富的力度层次．对于演奏者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

就双钢琴演奏圣桑的作品来说，音乐层次的对比、变化，是在两架钢琴之间完成

的，音乐层次的控制变化要以旋律、和声、声部结构的变化为依据，根据圣桑的

旋律所独有的性格、情绪、色彩以及旋律语句的特点进行变化。因此。双方都必

须密切注意旋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变化因素，如旋律中的重复因素、模进因素、

对比因素、和声因素、调性因素等都隐含着丰富的音色变化的可能性．

如在第二乐章的副部主题中，先由第二钢琴在低音区奏出副部主题，然后第

一钢琴整体移高一个八度进行模仿。乐队总谱中，第二钢琴的副部主题旋律由低

音大管(Basmm)以及中提琴、大提琴奏出．乐队总谱对于钢琴的演奏给出了

一定的提示。双方演奏相同的旋律，但音区位置不同，要求双方以不同的触键方

式演绎出不同的音色对比。第二钢琴在演奏表现低沉的低音大管音色时，需用手

指肉垫部位触键，手指尽量压低，贴键演奏，以发出柔和丰满的音质；第一钢琴

部分，音区较高，音色圆润清亮，需用手指指尖部位触键，触键点尽量集中，以

发出清脆、明亮的音质。以不同的音色、力度和语气来表现旋律。

在多声部结构进行中，音色层次的控制更为复杂多变。但总的原则是：旋律

为主线，其它任何声部应以突出旋律为目的，服从主旋律声部。

在第一乐章高潮部分第62、63小节，主旋律在第二钢琴上，而第一钢琴则

是绚丽的华彩段。这时，第一钢琴应特别注意对音色的控制，即要显示出钢琴华

彩段绚丽明亮的音色，又不能盖过第二钢琴的主旋律，加强音响层次的空问感和

摘自冯川，‘世界钢琴大师自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4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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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感，使之更精致、丰满(见谱例10)。

最后强调的是，双方不仅要控制好乐曲结构的布局，还要对乐曲的整体框架

结构进行严格控制，充分体现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美。小到乐句、乐段的衔接，

段与段之间的速度、音色、情绪的对比变化；大到段落的和声色彩、整体结构的

调性转换，局部小高潮到整曲的大高潮等等诸方面，都要进行整体布局，使双方

对整个构架有一个明确、整体的思路．经过长期的密切配合与合作磨练，产生共

性，又不失个性，在表现钢琴音乐固有音色与音质的基础上，诠释出音乐真正的

潜在意识，从深层次上揭示。双钢琴协奏”的含义。



结 语

通过对圣桑‘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分析，可以看出，圣桑在创作手

法上运用了浪漫主义时期常用的动机发展的手法；在协奏曲的结构上有所改变，

不再是“快一慢—快”的传统古典主义协奏曲结构；在音乐色彩上，主张强调音

乐的色彩性与对比性，拥护音乐的纯净美。

本文通过对该曲旋律、主题、节奏以及调性音乐参数的分析研究，从音乐

的旋律、音色、踏板、力度与速度等几个方面着手，对该曲的技术难点和双钢琴

的合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在演奏与教学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因此在学习和演奏这部作品为学习圣桑的钢琴音乐提供了训练思路和练

习模式，对于掌握圣桑的音乐风格、把握更全面的技术信息均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在练习与演奏时需注意动机的发展，圣桑在模进手法运用上的特点，以及双钢琴

协奏的特殊性，从整体上把握圣桑的钢琴演奏技术以及他的钢琴音乐风格，并能

通过这部作品对今后深入了解、掌握圣桑的钢琴音乐演奏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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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圣桑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教学方案

教学时间：一学期，十八周，45分钟，节

第一周：

教学目标；对该曲进行大致介绍与分析，并着手针对第一乐章难点进行训练

教学内容：1、该曲的结构分析，参见论文的结构分析部分

(约15分钟，每个乐章5分钟)；

2、圣桑的创作手法等简要介绍，参见论文的第一部分

(约5-10分钟)：

3、第一乐章的技术要点，并针对技术难点提出相关训练方法．

参见论文第三部分谱例12、13、14。(约15—20分钟)

第二周：

教学目标：讲解主奏钢琴如何弹奏好第一乐章

教学内容：1、引子部分音色、呼吸，速度、踏板的处理．参见论文谱例6

(约20分钟)．

2、对比引子与尾声，从触键、音色、力度上调整尾声部分的弹奏

(约10分钟)；

3、检查上节课提出的第一乐章技术难点的训练成果，进一步解决技

术问题(约15分钟)。

第三周：

教学目标：解决第一乐章的旋律、音色、触键等问题

教学内容：1、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部分的处理，包括乐句，呼吸、旋律的线条、

踏板，声音的层次等，参见论文谱例7(约10分钟)；

2、再现部连接段落的处理，三个连接段所引用的素材以及材料动机

的发展(约15分钟)；

3、分析呈示部连接段以及副部主题后半的扩展部分代替展开部的引

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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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直接导入展开部，这两个乐段速度、音色的处理以及可预见

的双钢琴在合作上将出现的问题，参见论文谱例19、21

(约20分钟)

第四周：

教学目标：检查复习前两节课布置的技术、音乐表现上的问题解决情况

教学内容：1、关于技术上的问题(约15分钟)

2、关于音乐表现的问题，包括触键、音色、踏板等(约25分钟)

3、机动时间5分钟

第五周：

教学目标：从整体上把握第一乐章，包括双钢琴合作部分

教学内容：1、听学生与合作者演奏第一乐章(约10分钟)；

2、重点就第一乐章双钢琴的合作难点进行讲解，参见论文谱例10、

21、23(约25分钟)；

(1)、呈示部连接段19"28小节(约10分钟)

(2)，副部主题后半的扩展部分35—40小节(约5分钟)

(3)、再现部主部主题61-64小节，(约10分钟)

3、再次完整演奏第一乐章，检查前面的教学成果(约10分钟)。

第六周：

教学目标：确定第二乐章的指法。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教学内容：1、标出指法(约10分钟)

2、右手双音、音阶的准确性训练，见谱例16、17(约20分钟>

3、左手远距离大跳的准确性训练(约15分钟)

第七周：

教学目标：第二乐章音色、踏板、乐段层次的处理

教学内容：1、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音色层次(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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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接部分和展开部的处理，如踏板，参见谱例8(约15分钟)

3、慢练时的节奏节拍的把握(约20分钟)

第八周：

教学目标：继续疏理第二乐章，检查前两节课的回课情况

教学内容：1、关于技术的问题：双音、右手的音阶快速跑动结合左手大跳

(约20分钟)

2、关于音乐表现的问题：包括踏板、音色等(约10分钟)

3、再次演奏全乐章(约10-15分钟)

第九周：

教学目标：第二乐章双钢琴合奏

教学内容：1、听学生与合作者演奏第二乐章(约15分钟)；

2、重点就第二乐章双钢琴的合作难点迸行讲解(约30分钟)：

(1)、两架钢琴在副部主题音色上的衔接(约10分钟)

(2)、主部主题结束部的双钢琴合作的节奏问题(约10分钟)

(3)、尾声部分的合作(约10分钟)

第十周：

教学目标：解决第三乐章的相关技术问题和指法

教学内容：1、节奏节拍的问题：连续三连音与四拍子的切换(5分钟)

2，大段落的颤音演奏，参见谱例18(约10分钟)

3、八度、三度、六度的训练，参见谱例15(约15分钟)

4、标出这指法并固定(约15分钟)

第十一周：

教学目标：初步疏理，检查上节课内容

教学内容：1、针对上节课提出的问题回课检查(约20分钟)

2、慢速弹奏第三乐章(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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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钟时间机动

第十二周：

教学目标：第三乐章主奏钢琴部分回课

教学内容：1、从整体上对速度、力度的把握(约20分钟)

2、重音、乐句、呼吸的处理，如175-190小节连八度下行音阶、

239—254小节注意乐句的呼吸等(约15分钟)

3、弹奏全乐章(约10分钟)

第十三周：

教学目标：第三乐章双钢琴合奏

教学内容：1、听学生与合作者演奏第三乐章(约10分钟)；

2、重点就第二乐章双钢琴的合作难点进行讲解(约30分钟)；

(1)、连接部及相关部分双钢琴合作中的节奏问题(约10分钟)

(2)、尾声部分的合作，注意乐队部分的旋律声部(约20分钟)

3、5分钟时间机动

第十四周——壤十七周；

教学目标：背谱及进一步磨合双钢琴合奏，调整两架钢琴的声音比例

第十四周：重点回课第一乐章

第十五周：重点回课第二乐章

第十六周：重点回课第三乐章

第十七周：对全曲进行最后的整合、疏理

第十八周：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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