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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巧训练——钢琴家专业技能的基石

钢琴演奏要求演奏者掌握一定的技巧手段。这是一个相当广

泛的能力和技巧库，钢琴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培养这些技能往往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30]。然而，“钢琴技巧”这一词语以及相关

的钢琴家培养内容至今仍然常常被赋予功利性的含义。在这种

理解下，“钢琴技巧”往往被简化为手指的流畅性和一系列技巧 

类型。

同时，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这个词本身源自希腊语，意指

“艺术”，因此艺术成分应占主导地位，而非机械成分 [26]。

第二个与钢琴技巧相关的重要问题是，钢琴是一种触动即发

声的乐器。也就是说，触觉领域——即触摸部分——应当成为钢

琴教学初期的关键所在 [22]。

这看似平凡的论断实际上与钢琴课堂的实践存在差异。在钢

琴上，若具备足够的注意力和听力，似乎可以绕开这一问题。然

而，这种想法也会导致学生在学习初期忽视自身音准的训练，使

学生习惯于机械化的演奏过程 [20]。他们会忘记音乐艺术的基础是

音准，而不是动作技巧。在此，鲍里斯·阿萨菲耶夫简洁而深刻

的定义显得尤为切题：“音乐是音调意义的艺术”[19]。

第三个问题是，钢琴演奏与协调技能的培养密切相关。众所

周知，钢琴是一种音域宽广的超级乐器 [2]。协调和控制双手在不

同速度和平面上的多向运动，并使其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幅度也是

相当困难的。这首先要求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进而要求激发反思

性学习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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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作品在钢琴课堂教学曲目中的应用

俄罗斯著名音乐学家 Т.В.切列德尼琴科曾形象地将20世纪

的音乐称为由“昨天”和“明天”组成的“连续日历”[31]。这是

指不仅在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中，甚至往往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

既存在20世纪传统的延续，又有“新视野”的开拓。例如，斯特

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施尼特凯的作品 [1]。

可以说，这种风格的折衷主义成为了20世纪音乐的主要特

征。在这一点上，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音乐则显得更加单一。浪

漫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强烈个性化创作的范例，20世纪则延续

了这一趋势 [23]。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作曲家创作中民族资源的增加。在此前未

曾于学术音乐领域崭露头角的国家中，新的作曲家不断涌现。这

反映了两种对立趋势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人们对民族认同、民

族音乐和国家历史的关注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多极化

的客观进程也在不断推进 [9]。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习20世纪各民族流派的音乐不仅提供了提

升钢琴演奏技艺的新机会，也使他们得以接触其他文化、不同的思

维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节奏和音型 [5]。当然，这要求演奏者调整

演奏设备，发展新的演奏技巧，探索能够准确表达作品艺术内涵、

民族特征和体裁特性以及作曲家个人风格的音乐表现手段。

例如，吉纳斯特拉的钢琴组曲《三首阿根廷舞曲》在音乐会舞

台和教学实践中广为流传，它是二十世纪演奏家作品中最耀眼的典

范，也是培养学生掌握重要演奏技巧以及形成专业化和个性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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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关键作品 [8]吉纳斯特拉与阿·皮亚佐拉和埃·维拉 -洛博斯

并列为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三首阿根廷舞曲》Op.2是

他的早期创作之一，同时也是他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三、学习吉纳斯特拉的钢琴组曲《三首阿根廷舞曲》

Op.2时的钢琴演奏任务

（一）乐谱的视觉结构

乐谱的视觉结构往往是钢琴家与一部陌生作品接触的第一

步 [10]。这一初步“印象”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即使是对乐谱的

简单浏览，也能够获得关于作品重要特征的宝贵信息——例如预

期的音响密度及相关的连音线、动态层次、音乐素材展开的戏剧

性、作品的结构形式及各个组成部分——并由此推测出可能存在

的技巧难度：

吉纳斯特拉组曲的第一乐章在表达手法上极具图形性。实际

上，这是一段单音旋律，穿梭于双手之间。右手的三音群并不追

求沉重的“和弦感”，而是呈现出富有表现力、弹性十足、充满

活力的音点，宛如快速旋律线中的戏剧性“结点”。这条线时而在

同一位置盘旋，时而“穿越”整个键盘，但始终保持不变。乐谱

本身“暗示”了一种干脆、轻盈的演奏技巧，要求手指轻快地从

琴键上弹起，但指尖离键的高度幅度极小。

第二舞曲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乐谱，充满了浓郁的和弦、

低音，以及使用踏板的和声填充：

第三舞曲是一个托卡塔式回旋曲，仿佛象征着“永恒的运

动”。这是一支热情洋溢的舞曲，并以带有滑音的强烈高潮作为其

亮点，正因此一些译本将其称为“牛仔强盗之舞”。

（二）克服节奏难点

这组作品的韵律特点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八分音符的三

连音脉动和透明的织体使得这部分似乎“浮于表面”，从而有助

于重现三首作品的程序性特征 [14]另一方面，快速的节奏、频繁的

切分音和变换的节奏（右手二拍脉动与左手伴奏中的三连音同时

进行）则在第三舞曲中与这些程式化公式相对立。

在第二舞曲中，节奏上的难点与灵活性密切相关 —— 这一

乐章标题为《优雅的少女之舞》。因此，作曲家在标题 tempo 

rubato中做了说明：

第一舞曲的节奏难度最小，织体清晰简洁。难点主要在于停

顿部分，演奏者需在停顿时感受脉动。

（三）达到最佳音响平衡

尽管乐谱具有典型的“图形化”织体，但找到最佳的音响平

衡仍然至关重要 [21]。在此过程中，应追求以下艺术目标——即对

当下所需音量的把握 [3]。在高潮部分，左手的脉动伴奏无疑应当

在织体上填充右手的主题内容，帮助并支撑右手的演奏：

但在许多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左手力度，仅在第一拍上给以

强烈重音：

在第二舞曲中，演奏应以假定的舞池大小为依据，模拟舞者

时而接近、时而远离的动态效果：

（四）触觉领域的层次变化

从整套组曲来看，连音线的使用范围很广。例如，在第一和第

三舞曲的开头，使用了非常干脆、轻柔，但极为清晰的连音线技巧：

在最为展开且富有技巧性的第三舞曲中，第二主题在连音线

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技术难度。该旋律具有和弦性质，虽然具有

“标记感”和反复性，但同时也展现出连贯的特点和延续的旋律

线。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使用了相对较长的“低音踏板”。尽管总

体而言，第一和第三舞曲中的踏板使用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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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舞曲的主导连音技巧是连奏（legato）。灵活的腕部动

作是这一技巧的必要条件，左右手均需如此。这在中段部分尤为

困难，因为之前的单声部主题（在再现部以三度形式呈现）由华

丽而丰富多彩的和弦所代替，而原本的单声部伴奏在和声和织体

上也变得更加复杂：

（五）培养协调能力

协调钢琴演奏中各个技术要素是演奏这组作品的关键问题。

首先，即使是在富有抒情性的第二舞曲中，作曲家也几乎使用了

钢琴的整个音域——从低音大字组到小字四组。

此外，尤其是在第三舞曲中，有许多片段要求演奏者调动手

指的自主肌肉记忆和运动记忆。

当然，以上列举的技巧难点并不是阿·希纳斯特拉钢琴组曲

难点的全部。例如，连音线的选择不仅取决于预期的速度，还与

钢琴演奏者的技术水平、具体乐器的特性以及演奏厅的音响效果

密切相关。踏板的使用等也是如此。预期技巧任务本身的正确制

定对于后续钢琴演奏者在掌握《三首阿根廷舞曲》时的工作方向

确立至关重要，并且直接影响到其学习效果。

在现代钢琴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多样化学习曲目的

重要任务，其中涵盖对曲目历史风格、作曲家民族流派以及体裁特

征的学习 [11]。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曲目的重要性显著提升，20至

21世纪作曲家的作品正逐步成为教学音乐材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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