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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演奏是一项再现的艺术，他是把

中国古代诗词所表达出来的文化意境用双钢琴演奏的艺术

形式表现出来。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非常少，至今为

止只有几十首作品存在。最早存在的一首中国双钢琴作品

是《农村新歌》，这首作品从题目到所表达意境均符合当

时中国的时代背景。而中国双钢琴音乐被业内音乐家和教

育家注意到并重视起来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此之前

中国双钢琴音乐属于萌芽时期 [1]。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大量的西方音乐涌入，双钢琴创作进入到了初步发展阶段，

双钢琴作品开始从体裁、创作技法、音乐风格和演奏技法

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双钢琴作品也开始变得多元化，在双

钢琴作品的创作、改编和创编过程中，中国民族的因素也

大量加入进来，古诗词意境与双钢琴的完美结合让双钢琴

作品更加丰富。

由于双钢琴作品曲目的增多和日渐普及的双钢琴音乐

教育，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演奏也逐渐走近大众的视野，

并被高校老师和学生关注及喜爱，开始在日常钢琴教学和

音乐会上频繁使用与演奏 [2]。

2 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对钢琴演奏教学
的价值与培养策略

从双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价值上来讲，这种训练可以

提高学生们之间的合作能力，而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

还可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操，充满韵味的旋律带给学生们

美的感受，通过弹奏感受到古代文人诗词与音乐融合的意

境美，更能进一步提高学生们乐感、识谱和钢琴伴奏的能力，

让同学们从多个维度去感受音乐了解音乐，潜移默化中提

升了学生们的音乐素养。

对于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在钢琴演奏的培养策

略上，从大学课程设置上入手，双钢琴可以作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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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独奏技术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后，挑选演奏能力相

当的学生配对进行双钢琴训练 ，从而达到更好的训练效

果。可以通过给学生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双钢琴作品让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在两位双钢琴作品演奏的同学日常合

奏中，加强节奏和音乐性的训练，使两位同学提高合作能

力，互帮互助，互相学习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对双钢琴

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的学习 

愿望 [3]。

3 双钢琴作品艺术表达

3.1 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音乐艺术情感表达的内涵
音乐通过声音表达艺术，他能够表达出人类所有想表

达出的思想以及情感，音乐表现出来的行动轨迹，让人类在

情感上产生共鸣，随着他喜悦而喜悦，随着他悲伤而悲伤。

而通透的欣赏古诗词意境的音乐才能更好的体验音乐想要

表达得美好，这要求演奏者首先要理解所表演的音乐，作品

不仅是单纯的音符，他优美的旋律、丰富多彩的音色都要在

演奏中一一展现出来 [13]。

纵观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大都是中国民族性演

奏风格的作品，是作曲家们在借鉴了西方演奏技法后结合中

国特有的民族风情创作的双钢琴音乐。和声整体建立在中国

民族调式上，要求演奏者不仅要在钢琴演奏技法上结合古诗

词韵味，还要在音乐审美上更具民族性色彩。这要求在演奏

技法上旗鼓相当的两位演奏者，才能让音乐作品中的古风古

韵展现出来 [4]。

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音乐会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情感

体验，随着听者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心情，每次聆听都是一

种新的感觉，进而调节心情提升思想境界，让人每次都会有

所领悟。

3.2 使用恰当的钢琴演奏手法
技术服务于音乐，但是高超的手指技术可以让音乐更

加具有流动性，演奏者可以只专注于情感的抒发完全放心手

上的演奏状态。曲子较难演奏的地方一般是曲子的华彩乐

段，所以我们要针对技术难点部分做一些练习。例如，张超

作曲的双钢琴《山河颂》，其作品一钢和二钢均有大段手指

跑动的琶音部分，要求演奏者有一定的基础，手指具有快速

和灵活性。在手指跑动的训练中，我们强调一定的技巧性，

可以将手保持在自然抬起的高度，不要将手抬得过高或者压

低手腕，在手保持一定自然的高度同时要注意让大拇指跑动

的方向应该是横向进行而不是纵向进行，以气带力用小臂带

动手腕发力弹奏。手指弹奏琶音的跑动过程中，会出现声音

不均匀，颗粒性不够清晰，节奏不稳定的状态，尤其在加速

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我们就需要结合谱子进行几点基本功

的训练，可以将四个音、八个音为一组分别进行练习，把手

指力量转移，更强调锻炼四、五指的方法，这样声音会更扎

实节奏会更稳定 [5]。

3.3 用声音对作品进行诠释
声音对作品有着极大的影响，想要作品诠释得非常出

彩，演奏者就必须要去追求好的音色。例如，罗麦朔作曲的

双钢琴作品《胤禛美人图》，在作品第二章，作者就运用了

极具民族性的音乐旋律，让人们听到脑海中立刻浮现古代美

人图的唯美景象，仿佛古琴声的韵律，茶香袅袅，行走时衣

裾的飘动，这些画面都扑面而来。想要两台钢琴的配合下演

奏出这样的音乐，需要两位演奏者对音色的处理要求极高，

要如歌声一样美妙，还需要有高超的连奏技巧，要求手指在

第一个音弹奏下去后不要立即有抬手指的动作，落下第二个

手指才能松回第一个指尖，动作要连贯起来一气呵成。还要

求手指演奏之间不能有间隙，手的演奏动作和脑的思考同步

进行，音和音之间连接起来像唱歌一样让声音具有流动性。

演奏时除了指尖的要求，在力量方面也要着重注意，连奏时

两个手指的力量互相转移，除了要求手指的稳定性还要求手

部肌肉的稳定，控制住整个手部力量，让指尖在钢琴上顺畅

弹奏。虽然不同的演奏者会对音乐上有不同的处理，但是在

同一首曲子中音乐的规律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6]。

3.4 钢琴音乐审美情感的表现
听众在欣赏双钢琴音乐中，会受到不同曲调的影响而

产生情绪变化，有时悲伤、有时欣喜，音乐总是让人感觉充

满惊喜与活力，所以音乐的审美带给听众的情感体验也是富

有满足感的。例如《霓裳羽衣幻想曲》，这首古诗词意境的

双钢琴曲曲调悠长缓慢，音乐的意象来源于舞蹈《霓裳羽衣

舞》，这个著名的中国唐代舞蹈 [12]，白居易还曾描绘它犹

如仙女在跳舞；《四景图》中运用“东、南、西、北”四个

变奏描绘出城市荆门的景色，经过由强到弱四种不同层次的

音乐对比后逐渐降到最低音量，仿佛城市经过一天的喧嚣后

再次归于平静；《微光》是一首五声调性的双钢琴作品，音

乐刻画了生命由微小到强大的过程，仿佛带领听众用短暂的

时间去寻求生命的答案 [7]。

4 演奏分析

4.1 主动模仿我国传统乐器的演奏风格
在双钢琴演奏的过程中，要突出作品的古诗词意境，

就要求演奏者必须主动模仿如古筝、琵琶、二胡等我国传统

乐器的演奏风格，像琵琶的轮指、古筝的刮奏、笛子的吹奏

都可以通过作品中的装饰音、延音踏板或多元化的触键方法

在钢琴上演奏出来 [11]，营造出富含民族性的独特音响效果。

通过去模仿这些传统乐器的演奏方法，可以使旋律线条增加

更多修饰性的背景音，在主旋律的基础上弹奏出多声部的民

族调式，在听觉上让我们的感官更丰富。

4.2 合理安排音乐节奏
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往往具有非常明显的传统音

乐的风格特征，在演奏作品时会要求根据作品的风格去调整

演奏速度。在作品的重要乐段时，强调音乐的速度和演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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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音乐的强弱对比要突出。节奏风格多样，有舒缓、悠扬、

急促、激烈等，演奏者掌控好音乐中蕴含的这些艺术元素，

则能陶冶听众的艺术情操。把握好节奏演绎出传统音乐的风

格韵味，让音乐流动中的松散性、波动性更好地体现出来，

让音乐充满艺术感和自然张力 [8]。

4.3 正确运用装饰音
双钢琴《四景图——荆门民歌主题变奏》中的一钢和

二钢的装饰音相呼应，与左手低音“钟声”做对比，见图 1。

图 1 双钢琴

想要音乐更加生动有趣，我们必须要使用一些装饰音，

让旋律的色彩感更加丰富。装饰音的运用要规范，符合和声

的特点，不要突兀，结合中国五声调式常用的和弦音色，在

作品中突显出民族小调的特点。钢琴属于西方乐器，不能像

中国民族弦类乐器一样，有扫、捻、抹、滑的技法，因此我

们可以在钢琴作品中添加装饰音来模仿这些乐器，使我们的

双钢琴作品达到想要完成的古诗词意境的效果 [9]。

5 结语

在现代这些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双钢琴作品中，突显了

中国作曲家不光借鉴西方的音乐作曲技法，也逐渐被本土文

化所吸引 [10]。古诗词又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并背诵的传统文

化，他影响了我们每一代中国人，作曲家用独特的创作手法

结合古诗词的意蕴，让我们的双钢琴作品充满了民族独特的

风格韵味，既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又体现出了音乐内

涵。相信古诗词意境的双钢琴作品可以在中国发展前景无

限，受到更多演奏者的喜欢，在舞台上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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