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音乐漫步

钢琴演奏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它高雅而美丽，神秘而

让人着迷。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钢琴家，他们为我们演绎了不计

其数的音乐，这些音乐让我们为之感动、为之倾倒。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演奏都会给我们同样的感受以及感动。

钢琴演奏是音乐实践的一大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演奏者根据作品的文本理解和原创理解进行二度创

作，因为，不同的演奏者对于曲谱的认识、理解都是不一
样的，特别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奏者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

背景，他们对于作品的阐释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即使
是同样的一首肖邦作品，十位钢琴大师演奏出来的绝对

是十个不一样的肖邦。本文以傅聪和霍洛维茨以及李云
迪和基辛为例，对中西钢琴音乐的演奏美学差异进行些

许对比。

傅聪先生钢琴演奏的美有一种说不尽、道不明的味

道，其演奏风格不同于任何一位钢琴家，因为他把中国的
风韵带入了西方的钢琴音乐。傅聪从小就受到其父文学气

息的熏陶，在其父亲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傅聪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学习得到提高，在钢琴演奏中将中国诗词的格律、

诗经、文化观念等与西方钢琴音乐作品结合起来。 例

如，傅聪先生在演奏德彪西《西风说的是什么》这首作
品时，将钢琴曲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联系起

来，他说“杜甫的那首诗一开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
我 屋 上 三 重 茅 。 ’ 然 后 是 艺 术 家 不 可 或 缺 的

humannity：‘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最后是好几个的fortissino：‘呜呼！何时眼前

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伟大的

心灵！” 所以傅聪先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同西方

的钢琴音乐精神相结合起来，将西方的钢琴音乐发展到
了另一个层次，创造出了充满中国书画风格的西方钢琴

音乐，别有一番风味。
霍洛维茨，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滚滚长流的音符是他

代表性的声音。他的句子非常灵巧圆润，声部处理得非常
清晰明了，好像是把钢琴转变成了声乐的大合唱或者是其

他乐器的汇集。其音色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把钢琴这一
金属乐器本身的局限性缩小到最小，从而让钢琴在他的手

下产生了人声的柔美、流畅的音质，让人们为之倾倒。霍
洛维茨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把钢琴从打击乐器转变成歌

唱的乐器。唱歌的声音是有阴暗、色彩和对比形成的。秘

密主要在于对比。” 所以，有些时候，他会将极为浓郁
的戏剧性音乐与穷凶极恶的狂放不羁的音乐交织在一起，

使听众大为震惊。笔者认为，霍洛维茨的音乐魅力在于：
他能将钢琴转化成一个大乐队，一个大合唱团；他能用他

充满魔力的双手演奏出交响化的钢琴音乐；他能让打击乐
器的钢琴流淌出清新柔美流畅的旋律。他的音乐出神入

化，从第一个音就抓住了人们的心，让人无法不对他的音
乐着迷。

从“琴艺”上来说，以基辛和李云迪演奏的李斯特的
《钟》为例，基辛在技巧上更注重强弱的对比，触键更为

细腻，从曲子开头的八度就带着我们走进一种梦幻的意
境，在八度结束地方的收尾则通过些许的放慢给人带来了

些许悬念，让人意犹未尽，这体现出了他的敏感与细腻。
而李云迪则在高音区把音色控制得比较充盈，对于踏板

的运用，基辛的踏板比较简洁干净，李云迪则留得比较
多一些，意在创造余音环绕的效果。在节奏上，基辛很

注重重音的体现，他会在每四个十六分音符的第一个音
符上给出一些重音，使得该曲子的演奏更有立体的效

果，相比之下，李云迪也会对重音作出反应，但其处理
不如基辛的处理干脆，多了些柔情因素。

总之，笔者觉得，每个人对于作品的演奏都是自己的
情感特征的阐释，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不同，对生活的态

度的不同，以及个人的性格特征的不同，甚至民族属性的
不相同，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二度创作，即钢琴作品的

演奏。对于音乐的好坏，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评定标准，更
没有人能说了算。每位欣赏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和审美

需求来选取自己喜欢的钢琴家。
在看到西方钢琴音乐演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很高兴

地看到了我国钢琴演奏的进步。在提高技巧的基础上，更
多地将本国的民族文化融入钢琴演奏艺术之中，这将是我

国钢琴发展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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