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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赫三套世俗性钢琴组曲的风格特征及演奏技巧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巴赫《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帕蒂塔》这三套世俗性钢琴组曲的基本特征，概括性地阐

述了组曲的组织形式、一般特性与演奏技巧。  

     关键词：巴赫；钢琴音乐；组曲；舞曲；《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帕蒂塔》；风格演奏；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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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赫(J·S·Bach 1685~1750)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宗教性音乐作品。1717年在巴赫被任命为安哈尔特-科腾宫廷乐长期

间，因科腾亲王的兴趣不在宗教作品，因此，科腾时期巴赫创作了大量的世俗性器乐曲，被称作"室内乐"，它们包括古钢

琴、器乐独奏和乐队合奏作品。有人认为，在巴赫的时代，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教堂的、戏剧的和室内的。而"室内

乐"一词，在当时泛指教堂、剧院或其他公共场合以外的音乐，不同于现在特指的重奏音乐。当时，在各种形式的室内乐中，

组曲是最流行的一种。这种组曲来自以库普兰为代表的法国古钢琴学派的传统。它一般由若干首舞曲连缀而成，通常包括流

行于欧洲各国的各种舞曲。在文艺复兴时期，器乐曲式的发展已显示组曲形成的基本素材，在十七世纪时，只是把一些已出

现的舞曲有系统地组织起来而已。巴洛克后期的组曲中最基本的舞曲有四首，通常的排列顺序为：(德)阿拉曼德舞曲(Allema

nde)、(法)库朗特舞曲(Courant)、(西)萨拉班德舞曲(Sarabande)、和(英)基格舞曲(Gigue)。在萨拉邦德舞曲和基格舞

曲之间，惯常再加入一首或数首其他舞曲。这些随意加人的舞曲有：加沃特舞曲(gavotte)、布雷舞曲(Bourree）、小步舞

曲(minuet)、英国舞曲(Anglaise)、鲁尔舞曲（loure) 、波罗涅兹舞曲(polonaise)、利高东舞曲(Rigaudon)和帕斯比耶

舞曲(Passepied)等。这些组合起来的曲子统称为组曲(Suites或partitas)。此外，在组曲之前和中间，还惯常加入前奏曲

或其他一些非舞曲性的乐章，例如抒情如歌的"旋律"、赋格曲、变奏曲等。有些舞曲后面还有同一旋律的变奏和装饰性重

复，被称为"复奏"(Double)，这种"复奏"有时不止一个，演奏者可任选其一。 

  古组曲乐章的数目、形式和次序并没有固定标准，大多采用古二部曲式写成。巴洛克二部曲式皆由二部分构成，各部分

通常加以重复。一般第二部分明显长于第一部分。各乐章的调性布局几乎都是相同的，第一部分从主调转至属调或关系大

调；第二部分由对比性的调开始，最后转回主调。巴赫创作的三套大型世俗性键盘组曲，每套都由六个组曲构成，《法国组

曲》、《英国组曲》、《帕蒂塔》（又称“德国组曲”）。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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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套组曲中，英国组曲可能是创作最早的组曲，虽然具体的时间不能确定，但知道它们完成于1725年，并且很可能写

于1725年之前的十年中，同时期还有大量的管风琴作品。法国组曲是较小型的套曲，而且没有前奏曲，创作的时间也可能晚

一些。而帕蒂塔（唯一在巴赫生前出版的组曲）是作为他的第一部分键盘练习出版的，是巴赫的作品一号。它单独创作于17

26-1730年之间，完成于1731年。《法国组曲》和《英国组曲》，前者是指该组曲沿用法国风格写成，后者则是因为手稿

上有“为英国人而作”的题词(据说可能是为访问科腾的英国军人写的)。帕蒂塔是以键盘乐器为主的作品，从德国兴起，由巴

赫将它发展到顶峰，因此就有了“德国组曲”之称。无论那一种名称，都不是由巴赫自己命名的。 

  在这三套钢琴组曲中，各种世俗的、民间的、宫廷的舞曲既精致又浓缩，曲中那娴熟的技巧，高贵的艺术品质，在此表

现得淋漓尽致。法国组曲的优雅，英国组曲的人性，德国组曲的个性，同时触及到更深层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巴赫在组曲

领域里树起的丰碑。而三套组曲又各具特色，如：《法国组曲》短小、精致，旋律非常优美；《英国组曲》每组都有一首精

美的前奏曲；《帕蒂塔》则极富创意，采用不同风格的序曲或幻想曲和托卡塔作为组曲的开始，而舞曲之外还加入了滑稽

曲、诙谐曲和罕见的回旋曲，第二组曲用随想曲替代了基格舞曲，这是巴赫钢琴组曲中具有创新意义的体现。这些组曲充满

了巴赫特有的乐观而幽默的情绪。 

二 

  巴赫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一样，指导演出他自已的作品，并且能想方设法使他同时代的人们理解他的意图。所以他在乐

谱中很少写下有关演奏处理的解释来引导我们。在教学中，老师们常说：“按照乐谱所写的来演奏”。但实际上乐谱中什么

提示也没有，这就形成了人们在寻求音乐构思解释上的根本争论。从这些组曲的原版乐谱中上，似乎只能看到舞曲的标题、

节拍、节奏、音符、调性、指法等内容。认识乐谱中更深层的东西，则需要更多的乐谱之外的音乐理论知识。“你必须很深

很深的进入到乐谱中去。你不能只用自己的眼睛，你必须用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你必须是一个有渊博知识的学者，具有尽可

能广泛的理解力，才能演绎好这些作品”。（罗莎琳.图雷克语。摘自世界钢琴大师自述）。巴赫运用古老的组曲形式，采用

精炼、生动、朴实、深刻的音乐语言，创作了这些世俗性的、富于创意的组曲，我们必须从音乐本身来认识和理解巴赫。 

  巴赫在构成组曲的乐章时，不同于19，20世纪的音乐作品，依靠主题、节奏和情绪上的尖锐对比，而是依靠开始陈述的

基本主题乐思。这些形式多样的主题——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无论是活泼还是宁静，巴赫都会用最精炼的方式，在以后的

音乐段落中不断的加以体现并发展到极至。 

  巴赫的钢琴组曲就像小提琴或大提琴的古组曲一样，使用舞蹈来传达一系列的表情，每一首舞曲都以自已的方式反映着

各乐章的气氛，以其各自特有的音乐性格存在于组曲中，并形成乐章之间鲜明的对比。阿拉曼德性质严肃、从容、平稳，旋

律如歌、优美、流畅；库朗特则有着流畅轻快的性质，节奏鲜明，活泼生动；萨拉邦德速度较慢，略带感伤意味，音调庄重

严肃。基格则情绪活跃，速度较快。另外加沃特舞曲小巧可爱；布雷舞曲爽朗活泼；小步舞曲风格雅典；鲁尔舞曲优美温

和；波罗涅兹舞曲高贵堂皇。巴赫还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不同的舞曲，从而形成某种相对固定的形式。不仅如此，在

巴赫的音乐中还经常出现来自外国的舞蹈节奏的世俗魅力，他善于从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吸取新的东西。巴赫多采用自由对位



或自由模仿的复调手法来表现阿勒曼德舞曲。在表现西班牙风格的萨拉班德舞曲时，巴赫则采用更为丰富的手法,有的声部层

次轻灵，极赋歌唱性；而有的则显得厚重，和声十分丰满；有的采用复调手法，而有的则具有主调性。库朗特和基格舞曲则

溶入了法国式、英国式和意大利式多种风格。在库朗特舞曲中，巴赫采用了法国式和意大利式两种方式。前者多采用复调手

法，声部进行十分精致，后者则以快速装饰性进行为特点，追求一种华丽、轻快的效果；而基格舞曲则采用了英国式和意大

利式两种风格，前者多为赋格写法，后者以和声衬托为主。巴赫常用赋格手法来加强基格舞曲的热烈气氛，造成全曲的高潮

直至整个组曲的结束。英国组曲的前奏曲虽然不是舞曲，但它却是非常直率的乐曲，音乐常常是欢快有力的，充满使人惊叹

的对位法和优美的线条，多采用赋格或近似赋格的形式，这是技巧性较强的乐章。而组曲中的其它舞曲则舞蹈性更强。 

  这些乐章中舞曲的特色不仅是象征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它们的节拍特点、节奏特点和速度特点，那自然的节奏

强音写得一清二楚。在阿拉曼德舞曲中，只有第二帕蒂塔的阿拉曼德，巴赫采用了2/2拍子外，其余全部采用4/4拍子的舞曲

节奏。旋律多从弱拍上的最后一个十六分音符开始，十分自然地突出了阿拉曼德舞曲的节拍节奏个性。在表现意大利式的库

朗特舞曲时，多用快速的3/4或3/8拍子，而表现法国式库朗特舞曲时，一般用中速的3/2或6/4拍子，旋律多由弱拍开始。

三套组曲中的萨拉邦德舞曲，除了英国组曲第六组曲的萨拉邦德采用了3/2拍子，其余全部采用3/4拍子。旋律保持了萨拉邦

德舞曲从强拍开始的特点，但萨拉邦德舞曲的基本节奏型，只有在法国组曲的第六首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其余的也只有少数

几首部分的体现其基本节奏型，多数都采用较灵活多样的节奏手法来表现。巴赫在基格舞曲中用了3/8、6/8、12/16等多种

节拍形式。多数突出了基格舞曲从弱拍开始的特点。组曲中大部分的库朗特舞曲、小步舞曲、布列舞曲、加伏特舞曲和吉格

舞曲都好象是在农村碧绿的田野间翩翩起舞。如同法国组曲第四首吉格舞曲，在这首活跃的“猎歌”中，体现了一种欢快的

节奏和粗犷的情绪。 

三 

  巴赫钢琴组曲中的舞曲性质，决定了演译中的节奏感觉。这些多数以舞曲为基础的组曲乐章，无论速度是快还是慢，无

论旋律是愉快的还是忧伤的，其舞曲的节奏特点都是很鲜明的。而各乐章的特点和情绪在乐章内部都保持着一致性，它是单

纯、统一的。它们的对比性是在乐章之间形成的。因此在乐章内部这种舞蹈的节奏律动应该是一致的。即使是在最慢、最沉

思的萨拉班德舞曲中，也不能离开原来舞曲节奏的脉动。而且萨拉班德舞曲既不是浪漫曲也不是柔板，它是一种西班牙的舞

曲，教堂里也常演奏它。塞维拉地方至今还跳这种舞蹈。每一小节里三个四分音符是坚定而有节奏的步态，不能失去每一拍

子之间的联系。处理虽需变化和多样性，但必须坚持节奏的连贯性。有些慢板像是散板——但是在小节之内，没有打乱舞曲

的特点，散板却不散。 

  在这三套组曲中，各旋律声部的装饰音十分丰富，装饰音的奏法也非常复杂，而这正是巴赫的键盘音乐乃至所有古典音

乐的特色之一。准确的演奏各种装饰音，是把握这些作品风格的关键之一。而在十七、十八世纪中，所有装饰记号都是各种

装饰音的简写，演奏者只能根据经验和个人品味来演奏这些装饰音，而这样难免出现不适当的装饰音奏法。当时有些作曲家

包括巴赫本人，曾列举过装饰音的正确弹奏法，而后人专门研究装饰音奏法的书也不少，如：C、P、E、巴赫《论键盘乐器

演奏之艺术》（C.P.E.Bach,True Art of Playing keyboard Instrument）；瓦尔特、艾莫利《巴赫的装饰音》(Walte

r Emery,Bach’s Ornaments)等都是很好的书，它能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演奏巴赫的装饰音。 

  在这三套组曲中对力度控制的要求是很高的。众所周知，巴赫的全部键盘作品都不是为“现代意义的钢琴”而写的，巴

赫时代的“钢琴”与现在的钢琴完全不相同。现代钢琴能赋予演奏者丰富的力度色彩，同时也造成许多困惑，问题不在于是

否结合古钢琴或羽管键琴的特点，弹出其声音和音响来，而是在于是否表达了巴赫的力度特征，是否符合巴赫作品内容的某

种音响和表情。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瓦尔特.基瑟金曾建议：“所有巴赫作品的力度记号都要按比例降一级，绝不要超过中

强，因为当时的乐器与现在是不大相同的”（摘自《钢琴家论演奏》P 29）。我们可以从古老键盘乐器的特点中，从巴赫的

音乐作品中，找到巴赫音乐力度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的用现代钢琴来表现古老的巴赫。巴赫的力度渐变一般是缓慢

的、长时间的或大段落的，其作品结构不允许有小的波浪式力度，力度的对比多在明显的句逗或段落之后。力度的变化还要

符合巴赫旋律、动机的结构逻辑，因为动机的结构是巴赫的奏法、乐句的处理和力度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巴赫还常常通过

变化织体和增加声部来表现力度的增长，因此这也是演绎中力度变化的依据。此外，巴赫作品中诸如：语句重音、强调语

气、叹息音调、和声变化等等细小的处理是十分丰富的。但所有的力度变化都必须符合巴赫音乐的声部逻辑和结构逻辑，必

须符合巴赫音乐的风格要求和感情的需要。 

  总之，在巴赫的组曲中，每个乐章都有着不同的音乐情绪和感情的变化。我们在诠释这些作品时，不能把它们的精神和

形式分割开，我们要有机地去体会它们。我们可以对它有不同的处理，但绝不能缺少深刻的意义。要按照巴赫音乐所要求的

那样，用细致的手法和深刻的表情演奏慢板乐章，用开朗明快、精力充沛、欢快活泼、自然流畅的情绪来演奏快板乐章，对

每一个主题都要有见识和富于感情，真正做到“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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