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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顿钢琴奏鸣曲集》与《全集版本》一样，本版本中出自海顿本人大字号，而所有其他加入的
记号均采用稍细稍小的字号。
海顿生前出版的版中所加入记号在此均采用较小的字号，而在以后版本中加入的记号则以括弧中的小
字号出现，其中包括本书编者加入的记号。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新加入的连线与表情记号，均设有采用括号，而是采用了细体小字号。
我的力度记号试图在考证研究的准则与对当今演奏家至关重要的&ldquo;音乐再创造&rdquo;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点。
处理速度变化时要极其小心；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各种触键处理能使乐曲更加生动活泼，那么这些
处理也不能算违背最严格的演奏风格理论。
　　指法也应该接近海顿风格，因此，本版中偶尔出现拇指弹奏黑键的现象。
其实，东方不亮西方亮，演奏者有很多机会在同一或相似段落中尝试指法。
要特别注意一些音符和装饰音&mdash;&mdash;即所有需要以&ldquo;非连奏&rdquo;弹出的优美音
符&mdash;&mdash;在反复时所使用的指法，这样才能保证现代钢琴&ldquo;被迫&rdquo;作出轻盈的反
应。
　　装饰音本身自成一体。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耗费心血的研究也很少能作出一个明确的诠释。
因此，一在些存在疑虑的乐段中，我出于对和声、旋律、节奏或主题的考虑，大胆地选择一种或另一
种版本。
其实，钢琴弹奏根本无法按某一种死板的方案进行，而且我也认为&ldquo;颤音总是先从上方音开
始&rdquo;这条严格的规则是错误的。
　　我从两个角度来确定装饰音：第一是本版本的实用目的，第二是现代钢琴更大的音量。
海顿本人喜欢琴声更轻盈、更纤细的钢琴。
　　在确定了上述两个出发点后，我就必须省略掉一些装饰音，或者省略掉装饰音中所使用的一些音
符。
当装饰音大量出现时，可能最好完全省掉其中的一两个。
装饰音应该使旋律更加活泼、更加轻盈，而不应该使旋律变得臃肿累赘！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偶尔也在装饰音的节奏性处理中采用三连音和五连音，以此来避免严格节奏中呆
板的&ldquo;装饰外理&rdquo;。
我还建议在反复同一个装饰音时，可以偶尔作一些变化处理，如&ldquo;从上方音开始&rdquo;
、&ldquo;从下方音开始&rdquo;、增添或省略音符、或改变节奏音型。
不言而喻，一首作品的速度或可以弹奏出的速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点，踏板记号只出现在必须运用踏板的地方。
只要小心运用，踏板常常能极大地改善琴声。
不过，海顿的装饰音和颗粒性是不能被&ldquo;践踏&rdquo;的，因此我建议尽量少用踏板，也尽量少
用任何其他细微的触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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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这个实用版本采用了卡尔·佩斯勒所编的杰出的《全集版本》为其蓝本。
　　与《全集版本》一样，本版本中出自海顿本人大字号，而所有其他加入的记号均采用稍细稍小的
字号。
海顿生前出版的版中所加入记号在此均采用较小的字号，而在以后版本中加入的记号则以括弧中的小
字号出现，其中包括本书编者加入的记号。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新加入的连线与表情记号（如mp@espre,dolce）均设有采用括号，而是采
用了细体小字号。
我的力度记号试图在考证研究的准则与对当今演奏家至关重要的“音乐再创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
处理速度变化时要极其小心；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各种触键处理（如legato，marcato，leggiero等）
能使乐曲更加生动活泼，那么这些处理也不能算违背最严格的演奏风格理论。
　　指法也应该接近海顿风格，因此，本版中偶尔出现拇指弹奏黑键的现象。
其实，东方不亮西方亮，演奏者有很多机会在同一或相似段落中尝试指法。
要特别注意一些音符和装饰音——即所有需要以“非连奏”弹出的优美音符——在反复时所使用的指
法，这样才能保证现代钢琴“被迫”作出轻盈的反应。
　　装饰音本身自成一体。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耗费心血的研究也很少能作出一个明确的诠释。
因此，一在些存在疑虑的乐段中，我出于对和声、旋律、节奏或主题的考虑，大胆地选择一种或另一
种版本。
其实，钢琴弹奏根本无法按某一种死板的方案进行，而且我也认为“颤音总是先从上方音开始”这条
严格的规则是错误的。
　　我从两个角度来确定装饰音：第一是本版本的实用目的，第二是现代钢琴更大的音量。
海顿本人喜欢琴声更轻盈、更纤细的钢琴。
　　在确定了上述两个出发点后，我就必须省略掉一些装饰音，或者省略掉装饰音中所使用的一些音
符。
当装饰音大量出现时，可能最好完全省掉其中的一两个。
装饰音应该使旋律更加活泼、更加轻盈，而不应该使旋律变得臃肿累赘！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偶尔也在装饰音的节奏性处理中采用三连音和五连音，以此来避免严格节奏中呆
板的“装饰外理”。
我还建议在反复同一个装饰音时，可以偶尔作一些变化处理，如“从上方音开始”、“从下方音开始
”、增添或省略音符、或改变节奏音型。
不言而喻，一首作品的速度或可以弹奏出的速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点，踏板记号只出现在必须运用踏板的地方。
只要小心运用，踏板常常能极大地改善琴声。
不过，海顿的装饰音和颗粒性是不能被“践踏”的，因此我建议尽量少用踏板，也尽量少用任何其他
细微的触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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