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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钢琴表演艺术之要素 

□ 宋 杨 

           钢琴演奏者要有将军的霸气、指挥者的全盘操纵力、军师的头脑、帝王的风范、体育健将
的体魄、诗人的灵感、建筑师的结构，只有多种感觉要素汇集才能进入钢琴“表演”的最佳状
态。 
    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学生：你们知道钢琴演奏与钢琴表演的区别吗？ 
    小学生回答：一样啊，都是在钢琴上弹； 
    中学生回答：有些区别，演奏是在家里，表演则是在外面； 
    中专生回答：演奏是给小范围的人听，而表演是给很多人听； 
    大学生回答：演奏是按照作曲家的意思来弹奏的，而表演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弹奏的。 
    听到这些回答后，我觉得都不够全面，因为他们并没有把钢琴“演奏”与钢琴“表演”区
别开。 
    钢琴演奏者完整而准确的弹奏能使作曲家的意思通过优美的旋律表现出来；而钢琴表演则
是在演奏原作的基础上融入演奏者意愿的一种再创作，使演奏者与作曲家有时间跨越上的沟
通，并让作品得到新的更广泛的延伸。演奏要演奏出原作的意思、意境和效果，是表演的首要
环节；而表演是演奏的一种高层表现形式，即要在原作的基础之上，表现出演奏者对于作品的
理解，属于再现环节。如果说作曲家属于一度创作，那么演奏者就是二度创作，听众便是属于
三度创作，最后才能达到作品的完整再现。 
    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钢琴的表演艺术。 
    一、 首先要有技术。“技术”是以实现钢琴演奏艺术为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古人云“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炼技术就是掌握钢琴表演艺术的“器”。 
    二、 其次就是乐曲的风格。“风格”渗透了各个不同时期钢琴音乐作品的个性与特点，
构成了演奏的实质内容。然而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演奏家又给了作品不同的音响效果和表现
方式，对音乐风格的理解更是体现了演奏者所需要的准则，是演奏者对音乐总的观点反映。 
    三、 然后就是表演。“表演”包含了从作品的识谱开始到上台演奏的全部内容，是演奏
者艺术概念、艺术品位和艺术层次的酝酿过程。 

技 术 

    开始阶段的一些技术要点是非常关键的，要注意细节并且要熟练掌握其间的关系和作用。 
    “断奏”是在弹奏一些顿音、音程、和弦、八度的时候，大臂打开，用重量下落的弹法来
演奏，其声音效果要浑厚、饱满。 
    “连奏”是在弹奏音阶性句子、琶音、半音阶等音型的时候所采用的演奏方法，其声音要
像水晶一样透明、清秀，如同水流下来一样明亮、干净。 



    “跳音奏法”是在演奏短促的小句子时，不用连贯的效果，所采用的奏法、音色要表现出
短促、紧张、欢快、精练的感觉。 
    “非连奏”是在弹奏呼吸较长的几个单个音连接时所采用的手法。弹奏复调的作品时这种
奏法较为普遍，其音色有大呼吸的及延长的断奏之感。 
    而对于演奏者最为关键的就是准确性。首先，琴键的准确性主要是指演奏过程中的错音，
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够避免出错，提高舞台演奏者的心理素质；其次，对乐谱的忠实表
现、准确表达主要是指演奏作品时要强调严格按照乐谱上的表情记号进行，作曲家的创作过
程，就是把自己的内在感受和构思通过音乐形式表现的过程；而音乐的各种感情记号就是对其
表现内容的具体说明，使演奏者能够在弹奏乐谱的同时通过感情记号来进一步明确作者的创作
意图和情感，以达到更准确的表达音乐内容的目的。 

风 格 

    作为一个钢琴演奏者，乐曲的风格和绘画的风格是一样的：巴洛克时期的典雅、优美，古
典时期的稳重、华丽，浪漫时期的流畅、唯美，现代派的夸张、豪放……这些都是音乐表现风
格的具体特点。 
    演奏音乐之前，首先，必须严格按照谱面上的记号来完整的演奏出曲子；其次，必须要了
解所演奏的曲目是属于哪一个时期的作品，速度属于哪一类；第三，要知道所需要演奏的时期
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及其特点，掌握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第四，对于乐曲中所有乐句的要
点、难点突破，加以掌握、运用；第五，聆听大师演奏的唱片，学习实践演出经验。 
    所以，在除了演奏钢琴之外应多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在乐曲
的演奏中充分理解和掌握音乐的风格特征。其次，音乐演奏者应多阅读诗歌，音乐描写的是一
种意境、一种情感，诗歌同样是意境和情感的表达，同样有风格上的变化。人们常说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音乐同样可以说是诗中有乐，乐中有诗。其实音乐中有画也有诗，有着一切艺
术美的完美体现。 

表 演 

    表演可以理解为“表”和“演”。表，就是内容；演，就是诠释，即表演就是把内容诠释
出来。演奏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有特定的人群的时候来演绎、诠释、解析作曲家在
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心感受和构思，而演绎的同时也必须与自身的创造个性相结合，注入自己的
情感与思想，赋予音符以生命，只有如此，才能圆满完成演奏者的艺术使命。 
    连奏可以用来表现“流畅”，断奏可以用来表现“稳健”，跳音可以用来表现“轻快”，
装饰音可以用来表现“灵活”和“圆滑”，顿音可以用来表现语气的斩钉截铁，重音可以用来
表现“肯定”和“果断”，渐强可以用来表现情绪逐渐激烈的过程，渐弱可以用来表现情绪逐
渐的平静的过程，强可以用来表现激烈、激昂的情绪，弱可以用来表现安静、小心的情绪等。
当这些细节组合起来之后，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表演元素。如果把乐曲的音符都去掉，再去看
各种感情标记时，就会发现各种感情记号连接起来后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情感线条，贯穿于整个
乐曲，而这就是在表演时要特别注意到的“表演语言”。 
    一、 要把音乐形象化。通过演奏过程中的细节表演，把音乐的情感线条连接在一起，这
样每个细节就会像人的表情一样展现出来，听众也可以从乐句跌荡起伏的发展过程中体会演奏
者的内心感受，它是直观的、具体的、共通的。而最能够把音乐形象化的就是舞蹈，可以说每
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都可以用舞蹈的画面来表现，比如快的乐句有快的舞步、慢的乐句有慢
的动作、强的乐章有宏大的场面、弱的乐章有细腻的腰身、对比的段落有舞蹈技术的展示、平
缓的段落有肢体的线条延伸，这些都是音乐用舞蹈的画面所展示出来的形象美。 
    二、 要把音乐生命化。生命中必不可缺的是空气。音乐要有生命，就要让每个乐句“呼
吸”，只有让乐句“呼吸”，音乐才会有生命，听众只有和有生命的音乐沟通后才能够感受到
真实的艺术享受，感觉如同在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流——并且是内心深处的交流。这时的
演奏者就不仅仅是在演奏，而是在通过自己的手指构架一条作曲家与听众之间跨越时空的桥
梁。这些就是音乐生命化的最好体现，也是音乐演奏者至高无上的境界。 



    三、 要把音乐艺术化。提到“艺术”这个词，很多人会理解到“与众不同”“个性”
“特别”等，可是，真正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很少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抛开音乐属于艺
术这个范畴，其他领域都会捉到“艺术”这个境界，比如穿着打扮，很多时候都会把个性当作
是艺术；对于人的头发，男士只要是长头发就会被人认为“他是搞艺术的”；甚至烹饪、体
育、飞行等和艺术不沾边的专业只要达到某种较高水平，就会被称之为“很有艺术感”。可
是，这些所谓的“艺术”只是泛泛的指某种感觉。音乐中的艺术需要演奏者把自己的人性、品
位、思维、习惯、性格、脾气统统都融入到演奏中，这时的演奏才是艺术化的表现。而对于演
奏者本身来说，这些不仅是全方位的考验，也是演奏者能力最完美的展示。 
    综上所述，只有做到集各种感情因素于一身，才能经受住观众的检验，真正走上钢琴表演
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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