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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从发明到现在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钢琴的制作
工艺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完善，终于在19世纪登上了&ldquo;乐器之王&rdquo;的宝座，成为最受欢
迎的乐器之一。
　　现代钢琴有两种，一种是卧式钢琴，弦是水平布置的；一种是立式钢琴，弦是上下竖置的。
正常的钢琴无论体积大小，都有88个键。
它既能演奏和声与复调音乐，又能担任独奏、重奏、伴奏，而且它的结构复杂、音域宽广，表现力极
其丰富，并具有高难度的演奏技艺。
现今外语称钢琴为&ldquo;Piano&rdquo;，其实它的全称应该是&ldquo;Pianoforte&rdquo;，是&ldquo;弱
一强&rdquo;的意思。
　　钢琴的发明者是意大利人克里斯托福里&middot;巴尔托洛奥（Cristofwi，Bartolomeo 1655-1731），
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一位乐器制作师。
于1709年在佛罗伦萨用羽管键琴的琴身制作出一架击弦乐器，克里斯托福里为他所制造的乐器命名
为&ldquo;有强弱音的羽管键琴&rdquo;（graviceinbalo col piano e forte），而&ldquo;pianoforte&rdquo;的
称呼就起源于此。
在克里斯福里的第一架钢琴出现后的一百年里，拨弦古钢琴仍为人们所应用，但更多地是为演奏特定
作品而使用。
故以弦槌代替拨弦发音就成为当时键盘乐器的主要特色，亦是钢琴的标志与象征。
1709年后，克里斯托福里又进一步改革了原来击弦机的结构，他在这部机械中安装了一种与现代击弦
机的复震杠杆系统近乎完全一致的起动杠杆，使击弦速度比原来加快了10倍，而且可以快速连续弹奏
，音域也增加为4组，可以说这就是现代钢琴的雏形。
他的这一发明为以后的钢琴制作师们打开了通往成功之路的大门。
但遗憾的是，克里斯托福里的发明并没有得到他的意大利同行们及当时演奏家们的注意，却在异乡得
到了继承和发展。
　　钢琴的前身最早是拨弦古钢琴，也称羽管键琴和击弦古钢琴。
当时羽管键琴的发声法，是弹下琴键的一端，另一端就从琴弦下面拨响的方式，音量较大，音色明亮
；缺点是用键盘机械通过羽管拨弦，不能分出强弱，演奏者无法控制力度。
而另外一种也是现代钢琴前身的乐器古钢琴，则是从琴弦下方往上敲的方式，不过加在琴键上手的力
度，对琴声的强弱也没有什么影响，且发音闷而弱。
克里斯托福里制造的琴，具有凭着演奏者手指的触键去左右琴弦振动时的强度与音质的机能。
也就是说，演奏者除使用手指运动的技巧外，同时要考虑到自己弹出的声音的质量。
然而，从克里斯托福里设计制造的琴到现代钢琴的模样，几乎用去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并形成了
钢琴制作的两大流派。
　　18世纪中叶，德国琴师大多都致力于古钢琴的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增进其音量。
早期德国琴击弦机较为简单，直到1770年才有相同于克里斯托福里机件的德国式现代击弦机，但指触
较轻而浅，便于表现贝多芬以前的华丽性音乐，称为维也纳钢琴（德国琴），这是制造钢琴的一大流
派。
　　另一个流派是包括法国琴在内的英国琴。
他们采用克里斯托福里发明的击弦机，至1821年又经法国著名制琴师S.埃拉尔的改进而臻于完善。
英国琴指触重、琴槌大，音色厚实，富于歌唱性。
埃拉尔改进的&ldquo;复式进退结构&rdquo;，是对击弦机的杠杆机械装置的重大改革，使琴键在弹奏
快速的重复音时，即使轻弹也能灵活自如。
1825年巴布克科创造了整块浇铸的金属框架及斜向交叉重叠装置的琴弦设计，近代钢琴的各个关键部
位到此才宣告定型，钢琴的表现力被大大地提高。
那么，就从这时起，钢琴音乐和钢琴家的历史便真正开始了。
钢琴制造业的发展，又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是钢琴诞生、发展、辉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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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钢琴也曾以它多达两万多个零件的数量，荣登过&ldquo;工业革命之女&rdquo;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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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迄今为止内容最为详实的中文版钢琴百科全书，114位中外键盘类作曲家、109位钢琴演奏家生平
介绍及珍贵图片资料，2000余部钢琴作品内容及创作背景介绍，每部作品均附详细谱例分析，三种检
索方式：中文目录检索、外文索引检索、数据光盘检索，采用多语种音乐术语，适合广大钢琴教师和
钢琴艺术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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