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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雪丰有丰富的钢琴教学经验。
她立足表演艺术和音乐教育实践，力图提升到音乐美学理论层面来回顾实践，总结经验，探索规律。
她的研究课题聚焦于钢琴表演艺术的力度形态及其风格认知的规律与方法，认定这项研究对于音乐艺
术的立美与审美研究有基础理论意义，又预见其对今后的音乐教育实践将有指导意义，能将培育乐感
的进程具体化。
在我国音乐表演艺术理论整体上相对欠繁荣的当前现状中，周雪丰的探索努力、探索方法、探索成果
都引入注目。
　　音乐表演艺术是二度创作。
一方面必须依据作曲家提供的乐谱所呈现的音符组合样式（音符的音高、节拍节奏、和声序进、织体
状貌等规定性）以及力度标记、表情标记；另一方面还必须在这基础上进行表演创造，这创造是活态
的、生动的、即兴的，又是转瞬即逝的。
现代工业文明所提供的录音、放音技术让我们有可能仔细比较众多表演艺术家各有千秋的创造，这是
音乐表演艺术在当代的崭新发展机遇，也是音乐美学理论在当代开拓的新颖生长点。
周雪丰敏捷地捕捉这新时代的机遇，投入刻苦的听觉比较，作出了音乐表演美学理论建设的新型范例
。
　　这一研究课题的聚焦点在力度，在考察力度形态时，自然会遇到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对于力度形
态规定的区别与相互关系这么一个问题。
作为一度创作的成果，力度形态的规定呈现在乐谱上，有力度标记（f、p等符号），还有节拍、节奏
、句法、织体所决定的强弱不同等级，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人们十分熟悉的。
可是，作为二度创作的成果，力度形态的规定则呈现为直接诉诸听觉的音响的力度形态。
周雪丰注意到，由于音响力度形态缺乏常用术语，容易跟乐谱所规定的力度形态混淆，造成词不达意
、概念模糊的弊病，写作论文时就创设了一系列适于描述表演艺术力度规定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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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琴音乐的力度形态有何识别特征？
力度形态怎样与风格相连？
这是音乐美学与批评理论尚待解决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兼顾的难题。
力度所归属的乐感的模糊性是导致这些难题并进而影响到相关音乐美学理论（例如风格）难以具体指
导创作与表演实践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勃拉姆斯钢琴奏鸣曲Op.5》第一乐章与《勃拉姆斯钢琴间奏曲Op.117》No.1
的乐谱以及十二个演奏版本的乐谱与演奏、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演奏版本进行比较，从具体的音响感
性体验与描述、乐谱分析中获得实证材料，同时寻求技术史（福柯）、诠释学（加达默尔）、解释与
分析（格尔茨）的理论支持，并建立一个先描述后解释感性体验的分析模式，然后经过分析、归纳，
总结钢琴力度形态的审美认知规律。
    本书包括绪论、三章、结论与两个附录。
    附录一、二是笔者经过乐谱与音响分析（其间多次调整分析方法，尤其是音响聆听、记录、分析方
法）、记录、归纳、统计、推论形成的原始材料，研究就在文献与这些材料之上展开。
    第一、二章分别从两方面来总结力度形态的识别特征。
一方面诠释乐谱中的音符组合样式与力度标记，具体包括解读力度标记，解释节拍与节奏的动力，理
解和声与织体的力度意义等；另一方面从演奏中夸大、遵照或模糊力度变化等状况（例如渐变频率和
幅度、细化渐强层次、突出重音、减弱强位音与旋律中的最高音、忽略力度细节表现长线条句式等等
）来归纳音响力度形态的识别特征。
由于音响力度形态分析缺乏直接可用的方法与术语，本书以音势为核心概念，创建、组建了瞬间力度
形态、顺势、阻势、句式力度形态等分项术语，以此来表述音响力度形态。
    第三章阐释力度形态与风格的联系。
风格是特征的集合，钢琴音乐的力度形态与风格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这些联系是通过集合力度形态特征并对应或关联时代特征、情感特征与作品内涵来实现。
这集合是以力度形态为基础，经过对不同层面的概括、提炼形成的。
力度形态的历史特征、技术特征、技法特征可集合成具体的、可以客观描述的风格；力度形态的情感
特征及其引发的审美感悟可以集合成较抽象的、可以主观评价的风格。
力度形态特征的集合与音乐史材料、作品体裁、句式组合等蕴含的相关信息，是我们评述创作风格与
表演风格的依据。
    通过对具体作品个案的乐谱与演奏音响的比较，从感性经验中提炼出钢琴力度形态的审美认知途径
——运用分类分析与综合考察的方法，归纳乐谱与音响力度形态的可识别特征，并将这些特征的认知
与风格评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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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雪丰，2007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2009年至今在上海音乐学院做博士后。
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美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委员会钢
琴考官。
2005年晋升西南大学副教授，现任“音乐美学”、“钢琴表演与教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1986—2001年，先后师从穆同洽、周学涓、景宗模、薇拉（俄）、但昭义、伊比斯（美）、嘉莉
娅（俄）、吕德玉学习钢琴。
2001—2007年先后师从张碚、韩钟恩攻读音乐学硕士、博士学位。
举办过钢琴独奏音乐会；多次指导学生在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有《论
钢琴音乐之力度形态与风格的联系》、《论钢琴音响的细节力度形态——以勃拉姆斯Op.5与Op.117为
例》、《论高师钢琴教学的新视点——音响形态认知》、《音响与音场——浅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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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句首除了在旬中有起势的作用，从更大结构范围看，它们在德、奥等动力风格的作品中，常常成
为主题贯穿的线索。
句腹行势的展开手法中常常蕴涵着作曲家的写作习惯与演奏家在处理这些音符组合时所显现的个性特
征。
句尾收势在收束句式力度的同时，与旬式连缀紧密相连，演奏中对句尾处理的清晰与否，是该演奏结
构清晰程度的重要参照。
　　在句与句互相连接的时候涉及到前句句尾与后句句首连缀的问题。
前者的时值长度、音量衰减与后者的起音清晰程度、渐变力度倾向则是句式连缀的重点。
如果说乐谱可以使历时的音响在视觉中凝固成共时的“音乐建筑”，呈现出音乐的整体形态；那么，
音响形态则更强调音乐开始、发展、结束等时间过程，在“娓娓道来”的音流中逐渐呈现出音乐的整
体形态。
　　简言之，音响力度形态具有可识别性，而识别方法是：捕捉并分析由音高、音长、演奏力度控制
所致的音势形态及其发生的结构部位。
　　综观细节音响力度形态与句式力度形态，考察演奏特征，还可见源于钢琴发音特点的技法特征。
从演奏看，钢琴音乐的力度形态与一般的音乐力度形态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钢琴音乐的力度属于音乐力度的一部分，其主要特征与音乐力度大多可以通用，只在钢琴音点（钢琴
声音触发点）、音量衰减与踏板所致的音长力度与由触键产生的力度感上有特殊性。
钢琴发音之后音量衰减与弹拨乐器有相同特征、钢琴多声部织体形成的纵向节奏组合及其导致的力度
复杂化的情况和管弦乐类似。
因此，本书论述的力度形态在很多时候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音乐，但涉及触键、力度控制、音长调整
时，则基本只适用于钢琴音乐。
钢琴触键时，从键面到键底的过程大致决定了触键产生的音响效果。
当琴键触及键底之后（如果不涉及踏板），弹奏该音的过程基本结束，在此之后所发的音响一般不再
受演奏者的支配。
如果要使连续发出的音连贯，就必须使音与音之间的力度变化符合连贯的要求，即具有力度的倾向性
——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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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美视点：钢琴力度形态及其风格》是关于钢琴力度形态与风格的研究专著，从乐谱中的力度
形态、音响中的力度形态以及钢琴力度形态与风格几方面进行研究。
　　《审美视点：钢琴力度形态及其风格》立足感觉与认知，着力于个案研究，诠释形态与风格，有
利于表演批评。
笔者结合文献与实证，分析音符标记，捕捉音势形态，对应风格特征，统合概念思维。
　　涉及力度形态与音乐风格的相关性，作者以Brahms的两首钢琴作品的演奏样本为个案，作了详细
的比较。
就一度创作而言，Brahms的音乐风格宏大、威严、深沉、温馨，其力度布局深思熟虑，线条宽广，动
力充沛。
但《审美视点：钢琴力度形态及其风格》研究的重点不在一度创作，而在二度创作的风格特征。
该书对十名国际著名钢琴家的演奏录音进行了仔细分析，分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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