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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赵晓生学术著作系列”之一，本书现为第三版，从1991年的“初版”到1999年的“修订版”，
再到2007年的“新版”，每次出版时隔八年，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言。
近年来，赵晓生教授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的研究，始终未曾停止过，这次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的
“新版”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
全书五十万字左右。
新增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方面提出了“第一音质”与“第二音质”的概念；基础训练方面增添了
“节奏训练”，提出对听觉、和声问题的重视是钢琴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作曲家与作品方面增添
了大量新鲜的实质性言论，对“钢琴改编曲”另辟专节进行阐述，有很多创新。
本书应是钢琴师生的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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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生教授是一位集作曲、钢琴、音乐理论、音乐教育于一身的大家，曾先后在中国三十余个主要城
市、中国香港及美国等地举行近两百场钢琴独奏会和讲座；创作了《希望之神》、《简乐四章》、《
太极》、《阴阳三阕》等二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钢琴协奏曲、交响组曲、民乐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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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然而，演奏家需要尽快地缩短这一过程，尽可能迅速地进入自由之境。
 为了很快做到真正的投入，完全的投入，应当掌握好几个关系： ①热与冷。
钢琴家的性格各不相同。
有的热情、热烈，有的冷静、冷峻。
这都是合理的。
但是冷与热要相宜、适当，不能过分。
这自然又是一个相当难以掌握的尺度。
总体来说，浪漫主义风格的钢琴家偏于热情，现代主义风格的钢琴家偏于冷峻。
每个钢琴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演奏风格。
作为当前成熟的钢琴家的共识，在舞台上首先需要的是严密而冷静的控制。
其准确性应当放在职业钢琴家的首位。
准确性不仅仅指准确地演奏每一个音符，而且指准确地传递作曲家在乐谱上记载的全部信息，准确地
表现音乐的风格和内涵。
只有冷静地、准确地、完整地做到这一基本要求，才能进一步注入演奏家本身的热情，以他特有的魅
力和创造性，去用音乐征服众人。
 ②情与理。
好的演奏应在情理之“中”。
但情与理终究不是一回事。
情是演奏家的激情，但在舞台上，激情不应是决堤之洪水，断缰之野马，无线之风筝。
激情应是有控制的激情，有克制的激情。
激情是内在的心理表现，要在理智的基础上控制激情的发展，才是演奏成功的保证。
理智还体现着对音乐作品所作的全面的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激情是急流，理智是堤坝；激情是骏马，理智是缰绳。
永远不要使激情脱离理性的制约。
 ③弹与听。
在台上，要自始至终跟着音乐走。
手弹固然重要，但耳听更具决定性意义。
只有保持耳朵始终敏锐地聆听自己演奏的每一个声音的质量，每一个乐句的起伏，每一个段落的清晰
，随时调整手与键盘的关系，随时用耳朵鉴别自己的触键，随时倾听自己弹出来的实际音响（包括琴
中发出的音响与从观众席背后传回的回响），才能有效地保证演奏按照自己预定的效果进行。
用耳朵倾听自己的演奏还有助于集中精神，排除杂念，放松肌肉，专注地投入演奏。
 ④松与紧。
紧张与放松是矛盾的。
在舞台上谁不想做到放松？
精神一紧张，肌肉也随之收紧，手指就会僵住，用力就会生硬，演奏困难的技术片断就会受到阻碍。
然而，上台常常会伴随着几乎不可避免的紧张。
除了平时多做深呼吸，学会控制气息的急缓与心脏的搏动之外，还需在舞台上做到精神上的外松内“
紧”和肌体上的内松外紧。
“精神上的外松内紧”，指神态上外部看来绝对放松，要表现得豁达、大度、平静、自然。
但思想中却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精神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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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琴演奏之道(新版)》是“赵晓生学术著作系列”之一。
近年来，赵晓生教授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的研究，始终未曾停止过，这次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的
“新版”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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