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笋颧 肖邦是为世界人民所

易 耀熟悉
,

所热爱 的钢琴家与
澳

瞩麒麒葬作曲家
。

他在音乐创作 和

演奏艺术上
,

是一位保持着古典主

义音乐传统的浪漫 主义大师
。

在钢

琴表演艺术上
,

肖邦和李斯特一样
,

创立了划时代的新学派
,

用全新的

艺术手法
,

以前所未有 的表现力极

大地丰富了钢琴演奏
。

同时
,

肖邦

也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教育家
。

据音乐史料记载
,

在二十年的

时间里
,

肖邦把许多精力都花费在

他上课仍然很耐心
、

很热忱
、

很顽

强
。

每一次上课都使我感到幸运
。

有好几次是在星期天
,

我在肖邦那
‘

里从下午一点弹起
,

一直到四点才

结束
。 ”

肖邦把教师的责任范围看得非

常宽
。

他力求使年轻的音乐家们热

爱并理解音乐
,

他既关心学生们的

艺术修养
,

也关心他们的思想修

养
。

肖邦要求学生以严肃认真的态

度对待音乐艺术
,

并要求他们关注

音乐创作与表演艺术以及相关方面

了
。 ’

�村茨立刻意识到 自己讲话太

不知分寸
,

但 已经晚了
。

�肖邦拉着

长腔
,

从衣袋里掏出表来
,

用最客气

的 口吻说道
� ‘

那么您找我做什么

呢� 请您把您跟李斯特学的给我弹

弹吧
。

我还有几分钟的空儿
。 ’

⋯⋯
”

虽然 肖邦对于 自己的玛祖卡舞

曲被过多地渲染上李斯特的经过句

色彩感到不快
,

但是村茨的演奏还

是进行得很顺利
。 “

好
,

我答应给您

上课
。

您读些什么书
,

做些什么事 �
”

这个问题村茨早就准备好了
,

所 以

谈钢琴教育家肖
� 梁 媲

钢琴教学工作上
。

他的学生多数是

巴黎的音乐爱好者
,

但也有许多把

音乐当做职业
、

当做终身事业的钢

琴家
。

在肖邦的这些学生中间
,

卓

有成就的有
�
匈牙利少年卡尔

·

费

尔奇 � 波兰钢琴家威尔尼克 �钢琴教

育家米库里 � 巴黎音乐学院教授马

提阿斯 � 在日内瓦音乐学院任教的

李斯别尔 �俄国钢琴教育家舒曼 � 俄

国著名钢琴家卡列尔吉斯
·

姆哈诺

娃以及格列奇
·

科洛格 里沃娃
,

车

尔尼舍娃 �肖邦的升 � 小调前奏曲

作品第 � � 号就是献给她 的 �
,

舍列

梅切娃
,

奥勃列斯科娃 �肖邦把自己

才气横滋的 � 小调幻想曲献给了

她 �
。

在短短的二十年中
,

能有诸多

学生脱颖而出
,

是与肖邦全面
、

系

统
、

科学
、

行之有效的教授方法分不

开的
。

在进行教学工作时
,

肖邦永远

是全力 以赴
、

全身心投人的
,

甚至在

病魔缠身
,

身体极度虚弱时
,

也是如

此
。

他的学生史特莱赫尔回忆道
�

“

唉 �他病得太厉害了
,

虽然如此
,

但

的发展
。

他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各门

音乐理论科目
。

为了培养良好的乐

感
,

肖邦要求学生们要常听音乐
。

通过音乐欣赏
,

来提高学生对音乐

的感受力
,

从而达到对音乐作品更

深层次的理解
。

同时
,

肖邦通过要

求学生弹合奏
、

四手联弹
,

使学生的

协调能力
,

音乐思维能力
、

对音乐的

立体化的感受能力以及敏感的反应

和控制能力得到 了全面的大幅度提

高
。

肖邦认为学生的文化和思想修

养是从事音乐艺术事业的重 要基

础
,

所以他非常关心他的学生都在

做些什么和读些什么书
。

李斯特的朋友村茨拿着李斯特

的介绍信第一次去拜访肖邦
。

他回

忆到
� “

肖邦不立刻请我坐下
,

我像

在一个君主面前一样地站着
。 ‘

您

找我有什么事吗 � 您是李斯特的学

牛�是位艺术家吗�
’ ‘

我是李斯特的

朋友
,

我希望能在您的教导下学习

弹奏您的玛祖卡舞曲
。

我已经跟李

斯特学弹了几首您的玛祖卡舞曲

脱 口而出
� “

我最喜欢乔治
·

桑和卢

梭的著作
。 ”

肖邦开心地笑了
,

因为

卢梭是 肖邦最敬爱的作家之一
。 “

这

是李斯特预先教你说的吧 � 我看得

出您是一个很听 话 的人
,

这 太好

了
。

我希望您准时上课
,

我的时间很

紧
。 ”

从 以上有趣的叙述
,

可以看出

肖邦对学生的思想和文化修养是非

常重视的
。

作为一代宗师
,

肖邦有着一整

套自成体系的
,

完整的演奏法则
,

但

他更重视任何有创造性的
,

新颖的

表现
。

钢琴演奏是对音乐作品的二

次创作
,

而追求新意
,

追求新的境界

则是一切创作的主题
。

肖邦常对学

生说
� “

这不像我弹的那样
,

但弹得

很好
。 ”

肖邦在教学中所使用的曲目范

围极广
。
在各种曲目中

,

肖邦最重视

巴赫的作品
,

他要求所有学生都要
多 下 功夫弹奏巴赫的前奏曲与赋

格
。

他 自己在练习 中也是这样做

的
。

在每次为 自己的音乐会做准备



时
,

他都连续两个星期闭门不 出
,

不是练习 自己的作晶
,

而是练习巴

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

他说
� “
这

是训练音乐家的最佳手段
。 ”

除了

自己的一 系列作品外
,

肖邦在教学

中还使用亨德尔
、

斯卡拉蒂
、

海顿
、

莫扎特
、

贝多芬
、

克列门蒂
、

杜什

克
、

菲尔德
、

洪梅尔
、

里斯
、

韦柏
、

莫

什列斯
、

吉勒尔
、

塔尔贝尔格
、

门德

尔松
、

舒伯特的协奏曲
、

奏鸣曲以

及其它作品
,

还有李斯特的少部分

作品
。

通过接触多种风格
、

多种技

术形态的作品
,

能够全面地培养学

生的音乐感知力
,

拓展丰富演奏技

法
,

从而逐步形成学生自身的演奏

艺术与技术体系
,

形成完普的音乐

演绎模式
。

通过肖邦学生们的回忆
,

我们

能够了解 肖邦是如何对年轻的钢

琴家们进行技术训 练的
。

肖邦在 触键中采用 了多种多

样为触键方式
。

他认为
。

乐音在作

品的进行中
,

其排列组合以及速

度
、

强弱
、

音色的变化是无限的
,

而

触键方式必须完全符合这一变化

的要求
,

进而触键的方式也是无限

的
。

有多少种音的类型
,

便有多少

种与之相应的触键
。

无论是手指
、

手掌
、

手腕
、

前臂
、

上臂以及身体其

它各部位发出的力量
,

都要根据乐

音在作品中节奏的要求
,

音的位置

以及演奏者 自身的随机状态为转

移
。

换言之
,

只有
“
变

”
才是唯一不

变的
,

演奏者必须具体问题
,

具体

分析
,

在变化中
,

根据实际情况来

把握一切
。

、

在多种触键训练 中
,

肖邦又是
以 烧�咖�连奏法�为核心的

。

他非

常重视演奏中音与音的连接质量

以及曲调进行中完美的歌唱性
。

要

通过钢琴键盘均匀地连接各种音

型
,

进而表达完美的歌唱性曲调
,

一向被认为是最困难的综合性技

术
。

如果肖邦评价学生说
� “

他不会

把两个音符连接起来
。 ”

那就是对

年轻钢琴家最严厉的批评
。

为了在连奏中达到最佳音响

效果
,

肖邦在演奏技法方面摆脱了

,’� 日学派
”

的束缚
,

对连奏法施行了

三项重大革新突破
。

其一
,

肖邦在

黑键上大量运用一
、

五指
。

这在旧

学派中是禁止的
。

其二
,

他认为音

阶和琶音要弹得流利均匀
,

在上行

和下行倒指时
,

手腕做微小 的侧向

动作是必要的
。

旧学派则要求此时

手腕不要动
。

其三
,

肖邦不满足于

倒指中传统的换大指的方法
,

而大

量运用五指换到三
、

四指
。

由于这

个原因
,

他特别加强训练三
、

四
、

五

指
。

肖邦本人的三
、

四
、

五指有着极

强的机能
。

根据米库里的回忆
,

肖

邦在弹大量经过句时
,

完全不用一

指
,

而只用三
、

四
、

五指求得丰富而

完美的旋律
。

利查尔斯基也说
� “

他

只用三个手指
,

便可 自如地演奏
。 ”

由于肖邦新技法的使用
,

对学

生的技术训练也 提出 了 新 的要

求
。

为了使学生更全面地掌握多种

技术
,

肖邦经过充分思考
,

制定出

一系列基本练习和练 习曲
。

除他本

人的练 习曲外
,

他也分阶段地运用

克拉莫
、

克列门蒂
、

莫什列斯等人

的练习曲
。

他要求学生认真练习音

阶
、

琶音和练习曲
。

运用多种变化

的方式进行练习
。

既用慢速
,

也用

中速和快速
,

还有由慢逐渐加快的

方式
。

采用强与弱
、

跳音与连奏的

变化和 加附点 的变 化节奏型 等

等
。

他强调的是练习中的一个
“

变
”

字
,

通过
“

变
”

来全方位感受各种技

法
。

在把握节拍与速度这一基础的

同时
,

要求有柔和饱满的音质和清

晰度
、

颗粒性
、

均匀度
、

准确性
、

手

指的独立性及轻巧
、

优雅
、

控制细

微的触键感觉
。

肖邦强 调手指 的伸张能力在

演奏中是至关重照的
。

他创造出专

为练习伸张动作的许多基本练习

和练习曲
,

甚至还发明了一些训练

伸张的体操
。

经过这样训练的学

生
,

手指伸缩自如
,

也就能够灵活

地运用肖邦创造的全新的技法
。

肖邦对学生的严格训练
,

是为

了使学生学会
“

用钢琴歌唱
” 。

为

此
,

他同时还劝告学生尽可能多听

著名歌唱家的演唱
。

在弹奏回音及

其它装饰音时
,

他建议学生们向意

大利杰出的歌唱大师们学习
。

肖邦

作品 中
,

有众多细碎的经过句
,

这

些经过句并非是装饰性的
,

而是旋

律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

每一位演

奏肖邦作品的人
,

都应细心体会其

经过句异乎寻 常的旋律性
。

只有这

样
,

才能进入其
“

诗
”
一般的境界

。

肖邦在颤音训 练中也是很有

特色的
。

他要求颤音速度不要 太

快
,

但必须非常匀
。

肖邦本人弹奏

颇音大多从助音开始
,

结束时非常

稳
,

丝毫不匆忙
。

肖邦非常强调 触键中要奏出

柔和的音色
。

不论是 自己或学生的

演奏
,

他都不容许发 出强烈粗暴 的

音响
。

在上课时
,

他不时地说
� “

柔

和些 � 柔和些 �
”

为了训练学生弹出

柔和的音色
,

他让学生弹夜曲
,

并

且 自己反复示范
,

说明如何流畅
、

柔和
、

抒情地弹出极富歌唱性的曲

调来
。

肖邦是钢琴音乐创作的 艺术

大师
,

是钢琴演奏的巨匠
。

同时
,

他

又是对学生的艺本及技术发展 关

怀备至
、

悔人不倦的杰出的钢琴教

育家
。

如果不是早逝中断了他的钢

琴教学活动
,

他无疑会给世界培养

出更多的钢琴家来的
。

在钢琴教学上
,

肖邦给我们留

下 的宝贵财富是他的一整 套教学

体系
。

首先
,

在演奏中
,

他创立了新

的学派
,

采用了全新的方法
,

创造

了震憾人心的音响效果
。

这 导致 了

全方位 的技术 训 练 方法 上 的革

新
。

同时
,

他还善于 向自己 的学生

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
,

并用超然 的

技巧来武装他们
,

使他们具备创造

新的艺术境界所必须的强 大技术

手段
。

他为每一个钢琴教学工作者

和每一位钢琴演奏家提出了这样

一个艺术创造的法则
�

在艺术境界

上不断升华
,

在技术上永远追求创

新突破
。

让我们一起为追求艺术与

技术的完美统一这一 最高理想 而

继续努力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