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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的演奏技能 

     内容提要：文章着重从句法结构、音色塑造、踏板运用三个方面对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的演奏技

能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句法结构；音色塑造；踏板运用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章标识码：A  

      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的演奏需要多方面的技能，关于演奏技能中的速度布局与力度表现部分笔者

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过专门论述，本文着重从句法结构，音色塑造，踏板运用三个方面对肖邦钢琴作品抒

情性旋律的演奏技能进行分析探讨。 

一、抒情性旋律的句法结构 

    1.旋律的句法：乐句是表达完整乐思的较小音乐结构单位，是音乐作品句逗、段落划分的形式标志之

一。准确地寻找句逗，正确地划分段落，将影响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在肖邦的钢琴作品中，除了根据旋

律“显见”的标志(如长音、休止符、和声终止式等)及“潜在”的标志(如“顶真”“贯穿”等)来确定句逗

以外，还要注意根据肖邦的句法特点来划分句逗——浪漫主义脱离了对古典形式美的追求，而把注意力放

在生动的情感表现上，对传统曲式和句法结构的突破是浪漫主义音乐追求情感表现的特征之一。肖邦在抒

情性旋律中，散文化的句法结构是一大特点。如前奏曲的第四首作品Op.28No.4，全曲的曲式结构为： 

                  a                                     a1

                 12(句)                              13(散文化句) 

                 4+4+4                                 4+3+4+2

    这首前奏曲是由两个大乐句构成的乐段，但半终止两边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发展。第一乐句可分出排句关

系的三个乐节，而后乐句表现为散文化性质，不易明确的地划分乐节。两个大乐句总的特点是追求连绵不

断的长句气势，而且在两个乐句的断分之处用间奏性质的乐汇进行填充，加强了前后乐句的连贯性。象这

种由方正性乐句与散文化乐句结构相结合的乐段在肖邦前奏曲的第三首、第十八首、第二十二首，奏鸣曲

及叙事曲等作品里也有所体现。 

    2.旋律句法的处理：句法的处理是指演奏者对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旋律的线条和乐句表情诸因素综合处理

的能力和方法。如上所述，传统的方整性乐句已不能满足肖邦那种“自我抒情式的”主观情感表达，“潮

长潮退”散文化的句法结构就构成了肖邦抒情性音乐的一大特点。因此，这一技能要求我们必须从肖邦钢

琴作品的整体构思出发，进而细致理解每一乐句中的不同音调表情意向，主要以力度的起伏、音色的明暗

变化、节奏上细小的伸缩等等来体现音乐“语气”的变化，将旋律线条细腻的情感感觉化为具体的因素。

这些因素就形成了音乐进行的倾向性，由于这种倾向而形成了高潮点。但有时由于音乐表达的需要，高潮

点的出现并非音乐渐强使然，它恰恰出现在力度本应减弱的地方(见例1)，这是肖邦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的体

现。因此，在肖邦抒情性旋律句法的处理上，在音乐进行总的倾向中仍包含着小收句、局部小起伏、个别

重音、休止连续的三连音等诸多因素，使句法处理更接近肖邦钢琴作品的“元事实”。 

    例1《夜曲》Op48 N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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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潮点的布局：在通常情况下，乐句中的力度起伏仅是全曲力度涨落过程中的一个局部过程。所以，

在演奏上我们必须从整体范围来安排高潮点。在肖邦的钢琴作品中，不同的乐曲对高潮点的选择不同。如

在《bE大调夜曲》(Op9Nr2)中高潮点位置就安排在结尾部分，主题在经过几次的装饰变奏后，在快结束

前才掀起了一个短小的高潮，音乐便很快在华彩中恢复了平静而结束了全曲。又如在《夜曲》(Op55Nr1)

中，乐曲的高潮点则安排在中段，到再现段时，呈示段略带忧郁的抒情性主题只做了四小节的再现，音乐

便在主音上自然引申为长达21小节的由三连音组成的器乐性华彩。可见，对高潮点的确认，要对具体作品

进行具体分析。 

    由此可见，对抒情性旋律乐句的处理不仅要安排好局部旋律力度的起伏，音色明暗的变化，节奏的细小

伸缩，乐句的起止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从音乐作品的整体出发，来安排力度的变化和音色的变化等等。 

二、抒情性旋律音色的塑造 

    对音色的选择，是由音乐内容来决定的。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音色的塑造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

容： 

      1.在单层旋律中弹奏出优美如歌且丰富细致的音色变化：肖邦钢琴作品的抒情性旋律在音量与音色上

都有很大的变化与对比，为了达到不同的力度与音色，则需要不同的触键。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对此近行说

明。 

    (1)从总体上讲，由于肖邦抒情性旋律“声乐性”的特点，钢琴演奏不能只限于古典时期多用手指弹奏的

演奏方法，而要求演奏者从手指到大臂始终保持保持一种“通感”。演奏者不仅要有优美的“连奏技术”

(在演奏连奏legato的抒情性乐曲中，应用手指肉较多的指面触键，触键要深，触键的速度要慢而均匀，手

指要有充分的准备，指触的方向可用不同的角度触键，以发掘音乐中需要的各种音色层次来)。还需要内心

的歌唱，这样才能达到肖邦抒情性旋律所要求的宽广悠长.优美如歌的特有韵味。 

    (2)华彩经过句是肖邦抒情性旋律中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少则三五个音，多则几十个音，且音域活动较

宽，在演奏时，琴键一般只能弹到大约3/4或4/5处，主要靠指尖用力，触键速度较快，这种触键方法能获

得华彩经过句所要求的轻巧华丽的音响效果。但肖邦这种“器乐性”的华彩经过句在本质上还是“声乐

性”的，因此在演奏时应注意手腕手臂的协调及正确的呼吸，让那些如瀑布般的音流也歌唱起来。 

    (3)肖邦在装饰音的运用上在古典装饰性的基础上朝前发展了一大步，使其成为旋律发展的有机组成部

分。因此在演奏时，应把装饰音作为旋律的组成部分来处理，而不能过分强调装饰音与旋律线条的音色对

比。 

    (4)在旋律中如出现无限延长记号时，可用特殊的演奏方法处理，这种触键方法要求声音柔弱纤细，不要

有音头，以形成音色上的明暗对比。 

       但在实际演奏中，音色的变化则比上面几种要丰富得多。由于旋律句法的起止，音调的倾向性，高潮

点的布局，感情紧张与松弛度的变化，在音色变化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层次。 

         2.在多层织体中弹奏出层次分明且富于立体感的多层音色。具体方法是： 

        (1)旋律声部清晰，手指能准确达到音乐所要求的音量级别。 

       (2)根据音响造型，分别给予低音、伴奏声部以不同于旋律声部的力度分配。 

       (3)注意伴奏声部中的复调因素，对隐伏旋律要与主旋律形成音色上的明暗对比。 

       (4)通过触键变化及踏板的使用有效地控制泛音的多少。 

    以上几种不同因素及其复杂的相互组合关系使钢琴音色在一个同一体内千变万化，声韵无穷。但 在实际

演奏中，人们对多层音色的感知主要是感性的，但同时也有理性的成分。重要的是从整体音响上去把握，

通过多变的触键，出色的控制来获得具有审美效应的多层次音色。 

        3.“旋律力度变化的多样化”[1]——即同一音乐主题在整个乐曲中反复出现，而每次都用不同的力度

来表现。抒情性旋律音乐主题的装饰变奏是肖邦常用的作曲手法之一，因此在演奏时，如乐曲中抒情性主

题多次出现，可根据作品中织体、音区、速度、力度等因素的提示来获得丰富多采的音色变化。 

    总之，在塑造抒情性旋律的音色时，谱面是依据，触键是手段，音色是结果。 

三、演奏抒情性旋律踏板运用 



    肖邦的抒情性旋律极大地发掘了钢琴音色变化的可能性，而作为音色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踏板，其使

用方法也更丰富，更精细。通过对肖邦钢琴作品不同版本的观察，分析肖邦在抒情性旋律中使用的八种踏

板用法特点，现就其中的四点进行说明： 

        1.延音踏板 

       (1)长踏板：钢琴的物理属性决定了钢琴不能使已经发出的声音延续或渐强，但肖邦的长踏板把基础织

体中，相隔很宽的和弦音连接起来，使音响丰满，色彩感很强。有时把不协和的和弦外音甚至两个不同和

弦用长踏板复合在一起，从而使上方泛音饱满宏亮，用协和的或不协和的和声音响烘托旋律。这是肖邦使

用踏板的独到之处。 

       例2《夜曲》Op27Nr2 

      (2)旋律踏板：当旋律在中低音区徘徊，难以从同在中低音区律动的多声部伴奏织体中凸现出来时，作

者就要求以每个旋律音为单位，频繁地更换踏板，而不是象通常那样，以整个乐句为单位或以和弦变换为

界限更换踏板，这样旋律线条便会更加清晰、明确。这也是肖邦使用踏板的特色之一。 

    例3 《练习曲》Op10Nr3 

     (3)浅踏板：这种踏板法主要用于华彩经过句的演奏，即不把踏板踩到底，而是主要根据音区的变化把

踏板踩到1/2，2/3，3/4等不同深度，使华彩句在不同音区的音量得到平衡，音色得到美化，从而使作为

肖邦钢琴曲重要特色之一的华彩经过句更加富有光彩。 

    例4《夜曲》Op15Nr2华彩句 

      (4)颤踏板：如果旋律在低音区或旋律为快速乐句时，一般的踏板法容易造成浑浊的音响，而使用颤踏

板，甚至在快速乐句中做到每个音都换踏板——则可以保持低音旋律的清晰，而不至于使音响过分堆聚。 

    例5《夜曲》Op35Nr1 



       2.弱音踏板：在肖邦抒情性旋律的演奏中，这种踏板法不仅作为音量对比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成为音

色调节器，不但整个段落，整个乐句使用它，还可以在华彩句的某几个或某一个特定音时使用。 

    在肖邦抒情性旋律的演奏中，踏板的动用要根据抒情性旋律音乐表现及音响变化的需要而定。上面只是

列举了几种主要用法，在实际演奏中则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肖邦的抒情性旋律的演奏是一个极为广泛、复杂而重要的课题。它不但要求演奏者具备良好

的连奏技术，内心的歌唱，同时，演奏中正确的速度选择，恰当的力度运用、丰富多变的音色，再加上色

彩性的踏板用法，适当的节奏伸缩和变化，才能使抒情性旋律的演奏更加富于魅力。 

四、结  语 

    肖邦的抒情性钢琴音乐自问世以来，一直常演不衰，它除了其永恒的美学价值外，更是世界各国几代钢

琴演奏大师们对它不断诠释的结果。无论这些大师们的演奏多么富有个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均根

据音乐作品中所提供的各种明显的或潜在的有关信息，才获得了自己的演奏逻辑。 

    实际上，在演奏中，我们已不可能忠实地再现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钢琴音响，但我们可以根据肖邦钢琴作

品的“元事实”去尽力接近肖邦，走进肖邦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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