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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乐（chamber music）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

最初主要是指在房间里或小空间场所，由四人甚至更少的人

完成的一种音乐演奏类型。十四世纪中叶，室内乐是相对于

交响音乐、歌剧、舞剧音乐而言的，它没有大型的演奏场所，

也没有高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乐器团队，演奏形式上更没

有声音宏大、场景震撼的特点。但是，室内乐却具备了演奏

形式的灵活性、多变性，其中钢琴作为室内乐表演的主要乐

器之一，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更让室内乐的表演更加充满

活力，保证了室内乐作品主题的诠释及演奏者情感的抒发。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钢琴能够独当一面，成为整个室内乐演

奏的焦点，赋予室内乐更多特色。舒曼作为德国著名的音乐家，

他创作了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其中不少有关于室内乐中钢

琴演奏的作品集，《舒曼幻想小品》OP·73 中就记录了大量

的室内乐中钢琴演奏技法，同时介绍了室内乐中钢琴与大提

琴、小提琴等乐器合作演奏的方法。本研究主要以《舒曼幻

想小品》OP·73 为例，分析其室内乐中钢琴与其他乐器合作

演奏的方式与注意事项，从而形成方法建议。

一、舒曼及其《舒曼幻想小品》（OP·73）的简介

1、舒曼生平简介

罗伯特·舒曼是德国杰出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评论家，

它是欧洲 19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音乐艺术创作的主要代表者之

一，被人们称之为“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浪潮中的核心人物”。

1834 年，他创办了音乐评论刊物《新音乐杂志》并任主编。

1843 年 F·门德尔松建立莱比锡音乐学院，舒曼应邀在该校

任教。1848—1849年德国爆发革命，舒曼受到革命浪潮的激励，

精神振奋，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舒曼一生中

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其代表作有《a 小调钢琴协

奏曲》《曼弗列德序曲》、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女人的

爱情与生活》及第一、二、三、四交响曲等，除此之外，像《蝴蝶》

《维也纳狂欢节》《新音乐杂志》《幻想小品》等作品，至

今被音乐家奉为经典。本文主要以舒曼的《幻想小品》（OP·73）

为例，分析其创作手法，解析室内乐中钢琴演奏的特点。

2、《舒曼幻想小品》（OP·73）的创作背景及其内容

根据史料记载，1849 年《幻想小品》（Op.73）问世，

此时不仅是欧洲浪漫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舒曼背

井离乡在德累斯顿工作和生活的阶段。在历史时代背景与作

曲家个人经历的双重催化下，《幻想小品》（Op.73）的诞

生似乎成了必然。《幻想小品》（Op.73）由风格各异的三

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细腻温柔，第二乐章活泼轻松，第三

乐章热情奔放。虽然三个乐章在情绪上的对比十分鲜明，但

作曲家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法对其进行了有逻辑的串联，递进

式的速度加快与情绪转变有效避免了由三个乐章直接并置所

带来的突兀感，进而使得整部作品听来十分流畅自然。该部

作品的结构安排十分巧妙，生动体现了“统一中有对比，对

比中有统一”的特点。就整体而言，三个乐章均使用了带尾

声的三部曲式结构；就细节而言，其中具体使用的音乐材料

则不尽相同，整体上来看，钢琴是整个作品演奏中焦点。

二、室内乐中钢琴与其他乐器合作演奏的方法分析

1、关注复合节奏的变化练习，强调音节内容调性把控

研究舒曼的钢琴音乐作品可以发现，几乎都呈现出一个

共同点，即：关注复合节奏的变化，强调音节内容调性的把

控。尤其是室内乐的钢琴演奏时，室内乐本身就有空间小、

乐器少、人员少的特点，整个演奏过程中，涉及多个复合节

奏运用，不仅需要钢琴演奏者注重钢琴节奏与其他乐器节奏

的重叠、交叉、复合，还需要保证钢琴本身节奏的调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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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舒曼幻想小品》（OP·73）第一乐章，乐段由 A、

B、A1、尾声四大部分组成，每个乐段下分为不同的音乐主题，

其中，在 A段主要以 a 小调为主，在 B段则转变为 C大调，

到了 A1 乐段，则由回到 a 小调，到了尾声阶段，演奏者需要

做到 a 小调向 A大调的平稳过渡。通过这一乐章特点就可以

很好地看出，《舒曼幻想小品》OP·73 中的第一乐章，注重

演奏者对调性的细节把控，整个演奏特点与节奏上偏向细腻、

收敛的风格。因此，基于这一乐章特点，在室内乐演奏时，

钢琴演奏者需要注重调性的过渡处理与把握，避免钢琴演奏

时出现音调大起大落的情况，要将钢琴与其他乐器充分融合。

尤其是处理乐段 A向乐段 B、乐段 A1 向尾声过渡时，演奏者

要保证每个乐段的小节稳定在对应的节数上，在按键时，要

保证手指有力、果断，只有下键时的指尖快速落下，呈现出

的钢琴节奏才能够更加清脆。

2、掌握演奏速度及合奏音准，注意钢琴节奏变化规律

室内乐中钢琴与其他乐器的合奏，极为关键的要素就是

演奏速度、合奏音准，但是，演奏速度、合作音准的把握，

并不是指钢琴演奏者仅从钢琴这一乐器本身出发，而是从室

内乐的整体环境出发，认识到钢琴只是室内乐演奏的一部分，

要跟随着音乐文本与其他乐器的演奏进程，去处理钢琴节奏

的变化，保证钢琴节奏始终围绕着音乐文本实施，避免钢琴

演奏与其他乐器节奏混乱的情况出现。例如：《舒曼幻想小品》

（OP·73）第二乐章，该乐章的特点是活泼轻松，整体上来看，

钢琴演奏规律与呈现出音律比较清晰、明朗、有力。而室内

乐也尤为强调乐器之间的节奏变化有规律，尤其是演奏速度、

合作音准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钢琴演奏者在处理该音

乐作品的第二乐章时，就需要去针对性的把控节奏变化与合

奏的音准力度，如：在本曲的演奏时，注意音质、乐章的每

一个细节连贯，注重乐曲层次感与和弦均衡、踏板方向感、

音符的长度。尤其是在处理本曲的滑音时，注重左右手节奏

的精准配合与连贯，在慢节奏、快节奏的交替变换中，从而

去感受钢琴音律的细节的交替，实现在钢琴练习时对音节调

性的细节把控。同时，演奏者注意室内乐现场中其他乐器的

节奏变化，在其他乐器出现节奏过渡与低音节奏向高音节奏、

慢节奏向节奏变变时，钢琴的落指速度、力度及踏板的踩踏

幅度有规律的调节，从而实现整个室内乐现场的音律、节奏

变化井然有序。

3、注重钢琴延音踏板的使用，重视各个音节紧密衔接

以舒曼的钢琴音乐作品为例，其显著特点就是钢琴演奏

时的节奏鲜明、音节紧密衔接。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的钢琴

演奏者而言，在实际的室内乐演奏时，要想做到音节的持续

紧密衔接是一项非常挑战性的任务，尤其是演奏那些本身音

节内容较长的乐段时，更对演奏者的精神力、体力有着很高

要求。例如：《舒曼幻想小品》（OP·73）第三乐章，该乐

章的特点是热情奔放，钢琴演奏时，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声音

干脆、节奏鲜明、韵律轻快，那么这一乐章演奏时，对钢琴

演奏者要求最高的就是落指速度，而落指速度就决定了整个

钢琴演奏时的音节是否紧密、衔接，并且，只运用到手指还

远远不够，也要求演奏者注意钢琴延音踏板的巧妙运用，手

脚并用，紧跟室内乐现场的演奏氛围，才能够将作品的灵魂

演绎出来。此外，根据这一乐章的特点，本研究也建议演奏

者尽量从室内乐中其他乐器的节奏变化上去把握钢琴韵律的

变化，主要根据乐器演奏现场的韵律进行。如何把握整体韵

律变化，每一个演奏者对钢琴的节奏把控方法有所不同，一

些演奏者擅长紧跟乐谱，时刻保持着钢琴的演奏紧跟在乐谱

的浮动范围内，一些演奏者则善于根据其他乐器音色变化，

做到钢琴音量、按键速度的调节，实现节奏控制。但无论采

取何种方法，其核心要素就是，必须保证钢琴的节奏与其他

乐器节奏处于同一个音律变化线上，避免钢琴演奏时脱离整

个现场的演奏节奏范围。

三、室内乐中钢琴与其他乐器合作演奏的注意事项

1、室内乐中钢琴演奏注意情感把握、身体姿势运用

室内乐中，无论是钢琴独奏还是钢琴与其他乐器的合作

演奏，除了把控好演奏音乐剧本外，实际上也与演奏者的情

感状态密切关联。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写道：音乐演奏本身就是一项灵魂工程，它是演奏者情感宣

泄的渠道，也由演奏者情感状态操控。实际上，研究国内外

著名的钢琴家，都非常注重个人情感状态的调控，正是情感

元素的运用，才赋予了钢琴演奏灵魂，将音乐情感表现出来，

演奏者配合默契，欣赏者比较仔细、用心地“深入”音乐，

才能对其中的妙处心领神会。另外，钢琴演奏时，演奏者对

身体姿势的把控也极为关键，对于身体姿势调节的运用，注

重两个要素：其一，提前摆正姿势，在演奏前，钢琴演奏者

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势，直至调整到适合自己的坐姿最

佳状态。其二，演奏过程中，注意身体姿势的摆动幅度，在

实际的室内乐演奏时，许多钢琴演奏者的按键动作及演奏形

态都非常夸张与怪异，实际上这就是演奏者运用身体姿势调

整演奏情感过程。因此，演奏时，就需要注重这些要素的显现。

2、室内乐中钢琴演奏注意乐章分析、乐段巧妙过渡

室内乐具有乐器少、人员少、没有指挥者等特点，整个

演奏过程，全靠演奏者自己去操控钢琴，既需要在演奏过程

中参考着音乐剧本，也需要在演奏过程不断调整自己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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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配合着现象演奏节奏。此时，就涉及音乐剧本的参考。

许多钢琴演奏者有着脱稿演奏的习惯，但是，本研究建议，

在实际演奏时，尽量不脱稿，在保证自己对乐本熟悉的情况下，

认真参考着乐本进行演奏，如此才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演奏失

误的情况发生。而且，钢琴演奏不仅要关注到自身的演奏技

法运用，还需要注重全场节奏把控，只有钢琴与小提琴、中

提琴、大提琴等乐器之间的巧妙配合，才能够保证室内乐作

品演奏质量。也只有将音乐剧本贯穿到钢琴的演奏生命线中，

才能够展现好室内乐的特色。尤其是像上文提到的《舒曼幻

想小品》（OP·73），这一作品涉及大量的乐段过渡点，每

个乐段的曲式特点各不相同，在演奏类似作品时，钢琴演奏

者需要在乐段过渡时，注意提前适应下一个乐段韵律与节奏，

避免乐段与乐段之间的过渡生硬，甚至是出现乐段过渡失败，

导致演奏中止情况发生。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室内乐作为一种主要的音乐演奏类型，钢琴

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很多情况下，钢琴作为一种常见

的室内乐乐器，都需要注重钢琴演奏技艺与其他乐器演奏方

法的融合处理，无论是钢琴作为整个乐器系统的辅助乐器，

还是作为主乐器，核心在于把控音乐剧本，重点在于演奏者

处理好乐章与乐章之间的衔接性，根据乐章的特点去处理不

同的调性。另外《舒曼幻想小品》（OP·73）作为众多室内

乐文献中的典范，研究它的演奏方法，解析作品中关于钢琴

在室内乐中与其他乐器合作的技巧与注意事项，对于促进我

国室内乐的整体发展来讲，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开展好相

关的教学与作品创作、研究等工作，也有着巨大意义。通过

上文对《舒曼幻想小品》（OP·73）中钢琴在室内乐中演奏

方法的分析，并形成一些演奏建议与注意事项，为今后的音

乐演奏与创作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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