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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钢琴的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都要接触到巴赫的作品。

众所周知，巴赫的作品有其独特的风

格特点。这主要是由独特的思想及其所处

时代所决定。巴赫一生不追求功名，其作

品意在抒发自己的情感。他的作品大都不

是为广大听众而写，而是为他自己、家人

以及为他的学生演奏而写。有人说巴赫的

作品有如下红果太极拳，或者是一位老人

娓娓动听的和你交谈，细细品味，似有几

分道理。因此，在演奏时要注意气质的内

敛含蓄，情感的有节制而非戏剧性。另外，

巴赫的全部作品都不是为钢琴而作，从平

均律标题的字义来看，这些是为 Klavies

(clavies)而作。这个词是当时各种键盘乐

器的总称，它们的发声原理与今天的钢琴

根本不一样，羽管键琴是一种有键盘的拨

弦乐器，音色脆亮而短促，而古钢琴与今

天钢琴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弹奏的

巴赫作品都是从它们身上移植到钢琴上

来的，演奏时需用心加以调节，不要有过

强或过弱的对比，也不能极端地渐强和减

弱，力度的变化幅度有限。此外，巴赫作品

中的跳音、踏板、装饰音的使用也要引起

特别的注意，它绝不同于其他作品，还有

他触键敏捷、颗粒均匀，决没有投掷或击

落的感觉。每个音型、各声部的线条都能

自如的表达出来。

我们较多接触到的巴赫的复调作品

有《二部、三部创意曲》、《平均律钢琴曲

集》，其弹奏的必要性已不需多加解释。

如何弹奏巴赫的作品，我觉得应从理解的

角度考虑，从易理解的作品入手。

巴赫的复调作品之所以不太容易被

理解，可能是由于以下情况：他生活在音

乐史上由复调走向主调音乐的时期，是复

调音乐最后一位大师。它采用的音乐形

式，如赋格和清唱剧，以后就很少有人采

用，说明这些形式已经过时，不为人所喜

闻乐见。到了今天，更相隔久远的年代，赋

格的主题必须较短和高度凝练，否则很难

加以发展，因此也比较欠缺感性力量。

巴赫不易被理解的原因还在于性格

内向，他只为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作。他的

思想甚至还有一点保守，尽管他乐于吸取

同时代法国和意大利音乐家的优点，但一

生足迹从未出过德国。跟与他同年出生的

亨德尔相比，这就显得更加明显。

巴赫的音乐更多的是为自己定的，不

考虑听众。我们只能以平静的心境才能领

会其中真谛。他去世以后一百多年里，很

多人还是不了解他，直至十九世纪中叶，

在门德尔松和舒曼这样一些有识之士倡

导下，巴赫的巨大价值才逐渐被发掘出

来，直到有了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在西

方尚且如此，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听众还隔

着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不理解巴

赫不足为怪。

下面笔者以巴赫《创意曲集》为例，

谈谈巴赫复调的演奏和教学研究。

一、创作背景及其音乐特点

《创意曲集》创作于巴赫在科腾任宫

廷乐长期间。其间创作了许多键盘乐作

■康萌妍

【摘要】巴赫的复调作品风格复杂、较难理解，对我们的弹奏造成

了一定的难度，文中对巴赫作品的风格、理解分别进行阐述，并以《创

意曲集》为例，进行详细说明、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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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创意曲集》、《勃兰登堡变奏

曲》、《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等。而这

三十首创意曲是巴赫在教其长子弹琴时，

为了使其在手指训练上不失去耐心，同时

获得一定作曲知识而创作的键盘乐曲。创

意曲采取半音和声等新手法。同时还吸收

了德国音乐的粗犷、意大利音乐的歌唱性

以及法国音乐精致的装饰音，使《创意曲

集》的艺术价值得以体现。

二、结构特点

“创意曲”（出自 17-18 世纪音乐实

践） 指一种结构自由而运用复调手法写

成的短曲。其中情感因素不占主导地位，

而音乐内部结构的均衡与美感显得特别

突出。

创意曲结构主要成分：

（1）主题或动机

（2）动机的模仿或再现

（3）对题

（4）间插句与终止式

三、基本演奏原则

1、断连性（Artcrlation）

断连性断音、连音及介于断连之间的

各种不同奏法。从变现形态讲，可以把种

种不同的分句法、触键法统称为 “断连

法”，它是发挥演奏者创造能力的一个重

要方面。向下又可分为分句法与触键法。

C、P、F 巴赫对如何正确分句提供了一个

重要原则：“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细听完

整的歌唱即唱出器乐旋律”。同样，各种

触键法有许多细微差别，是有依靠耳朵鉴

别，找出最适合的触键法。

2、力度

力度是音乐及其音响定性不可或缺

的基本成分之一。要想全面认识音乐，正

确理解音乐，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作品的艺

术风格，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巴洛

克时期囿于乐器本身局限性，不可能产生

像古典派过渡到浪漫派时代的戏剧性力

度，而只能采取与那个时代风格相关的阶

梯式力度变化，即弱音乐段和强音乐段之

间的对比，使每一乐段形成一个固定的色

彩区。那么弹奏者应如何处理各个声部的

力度关系？

（1） 二部创意曲只需将每条旋律起

伏变化弹好，同时注意声部之间的音色、

力度对比。由于两个声部常轮流担当主要

角色，左、右手力度变化应做到敏捷替换。

（2） 散步创意曲在力度上需强调主

体的开始进入。主题在高声部与低声部是

都容易弹强，最困难的是主题在中声部且

由两只手完成时，应注意力度协调一致，

且勿被高、低声部压倒。

（3） 不总是突出主题也具有一定意

义。因为除主题外，其他声部都有独立意

义，其中不乏生动的节奏型，可适当地加

以强调。（如二部 NO.3 第 13—18 小结）。

3、指法

两世纪以前的人弹钢琴基本上只有

中间三个手指，而巴赫推广了拇指和小

指，使指法运用更臻完善。每一位成熟的

演奏家都懂得指法选择得当，可以充分保

持长音的时值使弹奏变得方便。《创意曲

集》中较为常用的指法有：

（1）垫指

（2）无声换指

（3）同音换指

（4）滑指

如何选择合适的指法呢？

其一、尽量运用顺指弹奏，大拇指少

上黑键。

在困难段落或装饰音处，可多

用较强的手指（如二指、三指）。

其二、模进片段大多用相同指

法弹奏。（如二部 NO.1 第 3—4 小

节 Landshoff 版）

其三、选择适合该曲速度的指

法。

总之，所谓正确的指法，并不

意味着唯一的指法。

4、踏板

巴赫时代的古钢琴虽然没有踏板，但

由于其发声有一定的自然延长，所以在用

现代钢琴演奏巴赫的作品时，使用踏板是

必要的，但要首先保持作品中复调的清晰

特征，故应谨慎使用踏板（多用于手指连

奏）。

踏板的使用是极其复杂的，作为学习

者刚开始弹《创意曲集》最好不用踏板，

先把音乐中所要求的句法、奏法弹好，然

后再根据需要使用踏板，切不能影响各声

部横线条进行。

5、速度

速度的含义有两个：A、某一作品所

需要的速度；B、演奏者处理这一速度的方

式。

巴赫的《创意曲集》中无任何速度标

记，只有根据动机或主题的性格及和声的

变化幅度决定速度。如和声变化多，速度

可稍慢（如二部 NO. 11）；如和声变化少，

亦可适当快些（如二部 NO.8 和 NO.10）。

不论怎样，弹奏上须始终保持均匀、平稳

的律动，既不能快得含糊不清，又不能慢

的冗长、拖沓。

6、装饰音（[英]Ornament,[法]Agr-

ement）

它是为了使旋律更美、更富趣味性，

再在重要的音符上附加一些小音符。对巴

洛克时代的键盘乐器而言，装饰音不仅弥

补了当时乐器的局限性，而且扩大了音乐

表现幅度。巴赫说：“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使音符连接起来，使之生动，使内

容明显化……”。

《创意曲集》 中装饰音大致分为五

种：颤音、波音、回音、倚音、滑音。一般在

乐段终止处，附点节奏音型，常在附点音

符上使用颤音。再者，长音在二部创意曲

中，多加上颤音以华彩的形式出现。

巴赫《创意曲集》是学习钢琴复调音

乐不可缺少的基础教材，而其中值得研究

的问题较多，值得我们不断探求。

借用著名钢琴家霍夫曼的话来结束

本文吧：“巴赫的作品对灵魂和肉体都是

有益的，我建议你永远不要与他失去联

系。”■

（作者单位：合肥市第五十中学）

责编：程世来

171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