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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介绍

在动荡和天才辈出的 19 世纪，大提琴独奏协奏曲体裁的

交响乐创作在舒曼、圣桑拉罗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中得到了

最清晰的体现。罗伯特·舒曼（1810-1856）亲手写了一首大

提琴协奏曲并非偶然，他对大提琴的兴趣无疑与他十几岁时

的印象有关，他年轻时亲自拉大提琴。这件乐器以悲歌般的

声音和温暖动人的音乐语言，在诗意丰富、音色亲切、表现

力强的特点上，与这位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创作个性十分接近。

舒曼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129）是他最好的器乐作品

之一，1850 年 10 月，作曲家在杜塞尔多夫用两周时间创作了

这首歌。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属于作曲家的第三个（成熟）时期，

内容非常深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协奏曲的形

式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有一个经典的连续三乐章结构（快、

慢、快），但这三个乐章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作曲家创作特点的单乐章协奏曲（我

们可以回忆起李斯特的交响诗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演示

部分没有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大提琴独奏在 4 小节中介绍

乐队后立即开始基本主题陈述。协奏曲的几个乐章形成了鲜

明对比：第一乐章充满了浪漫的激情，然后是鲁格的第二乐章，

最后是节奏突出、紧张和谐的最后一乐章。协奏曲的内容反

映了作曲家性格的双重性和德国浪漫主义的本质。快板乐章

是以古典奏鸣曲的形式写成的，它结合了抒情和戏剧性的情

感刺激的特点。在慢动作中，不同感觉的对比更加明显。第

一乐章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之间没有特别的对比，尽管前

者包含更多的情感刺激和戏剧性因素，而后者则有叙事表达。

两者都属于一般抒情范畴，且相对接近。然而，主部门和子

部门本身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比。大提琴在均匀摆动的小提琴

伴奏下唱出诗意的主题；作品部分包含着兴奋和不安的情绪，

这种情绪是在切分节奏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这句话之

后的快速、积极和激动人心的音乐丰富了大提琴声音所体现

的艺术形象。几个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模仿的复调结

构，低音区突出而独特的主题为音乐增添了新的色彩。在演

奏部分结束时，管弦乐团形成了一个高潮，力量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大提琴演奏的热情打断了高潮，直接导致第二乐章

的开始。第二乐章的慢板让人想起诗意的夜曲或浪漫的歌曲。

作曲家所表现出的表情符号强调了它的亲切和基本的抒情形

象：在乐章中间，双音大提琴独奏美妙地歌唱；乐队的大提

琴声也被加入。美丽的大提琴组合形成了浪漫的色彩，表现

力极为丰富。连接部分与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的诗意元素（由

everzeby 的抒情和幻想意象乐队深情地提出）和充满高度激情

的主题的延续（弗洛雷斯坦意象大提琴的热情回应）相反。

在 25 小节的长度中，画面和情感不断变化，这是协奏曲的一

个非常戏剧性的高潮。第一乐章中主旋律的出现（舒曼采用

了之前钢琴协奏曲中使用的技巧）有助于实现该组曲的完全

统一。大提琴再次演奏了第二乐章的基本主题，但它不再是

抒情和亲切的，而是充满活力和戏剧性的。在管弦乐团的背

论舒曼《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的演奏技巧
文 / 赵春旭



48 青春岁月

景下，可以听到独奏和木管乐器之间激动而断断续续的对话。

速度加快了，大提琴的叙述基调一直拉到最后一个乐章开始。

最后一个乐章是坚决而果断的，这是由清晰的进行曲节奏（标

点符号起着重要作用）和突出的重音决定的。副部门与主要

部门形成鲜明对比。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旋律因素、带有深刻

句子意义的重音转移，以及独奏乐器和木管乐队乐器的模仿

回声，都给了音乐一种兴奋和即兴的感觉，尽管它们没有破

坏音乐的平衡。节奏有时与美丽的情感相结合，有时充满幽

默的表达。有时在乐队中可以听到接近第一乐章主题的音调

（单簧管、号角）。从乐队开始，设立 a大调，以进一步强化

肯定生命的音乐情感，这种情感一直保持到增强的强度变化

结束。结尾前是大提琴展开的彩色部分。舒曼协奏曲要求演

奏者在艺术上要有成熟而富有表现力的歌唱方法，能够控制

各种动态变化，并熟练掌握乐器技巧，如精彩乐段的连续演

奏技巧，如分弓、跳弓、弓尖跳、“飞”弓跳、琶音、双音、

包括八度等；在演唱段落和传递句子的技巧上有很多困难，

这些技巧会沿着指板或琴弦快速跳跃。然而，协奏曲演奏者

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性地反映作曲家创作的一些充满浪漫

幻想的比较音乐形象，并高度有说服力地表达其诗意的情感

表达、戏剧性的激情、坚强的毅力和善良美的形象表达。对

于表演者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二乐章的结尾和

结尾部分“混合”一些表达方法的情况下）是揭示作品艺术

形象的音乐剧情节和交响乐发展，同时实现整个作品的完全

统一。

二、西洋弦乐运用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意义

在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育中加入西洋弦乐教学有助于提

高学生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欣赏国外

优秀的弦乐作品，进而提升欣赏音乐的能力。大多数的中小

学生在课堂中接触西洋管弦乐的机会少之又少，不能较好地

了解管弦乐作为音乐的更深内涵。它与平常音乐有所不同，

更加需要学生进行完整的系统的学习，了解它们的各个流派，

去理解和声、结构等部分。

我作为大提琴教师更有义务在中小学的音乐课堂中普及

西洋管弦乐知识，让学生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并且进一步

提高中小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在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

奏曲》中，学生能在第一乐章婉转、绵延的旋律中体会曲作

者对于战争的痛恨。在第四乐章激昂、振奋人心的旋律中，

体会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民众的激动之情。其次，我们在培养

学生对于音乐的审美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知识素养，

传承艺术文化，使学生深刻感受音乐艺术的情感内涵。比如

本文所分析的舒曼《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就是一

首既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审美能力，又能培养学生对于人

文知识和艺术传承的深层次的理解，它属于以极丰富的深刻

内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作曲家的成熟时期之

作。其中协奏曲的曲式也说明这一点。虽然它具有古典式连

续进行的三乐章结构（快一慢一快），三个乐章首尾相接而

不中断，构成具有浪漫主义作曲家创作特点的单乐章协奏曲，

更让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呈示部的主部和副部，独奏大

提琴在 4 小节乐队引子之后立即开始基本主题陈述。所以，

以此大提琴作品为例的音乐教学，教师应该向学生讲习关于

此作品完成发生的背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能传递人文知识，使学生能够从人文知识领域对音乐创作有

更深入的了解。

三、演奏技巧

在大提琴的低手柄位置，手指按压手柄位置的间隔相对

较大，按小手柄位置（小三度）和大手柄位置（大三度）按

压琴弦的姿势不同。因此，请分别解释这两种手柄位置。小

手柄位置：小手柄位置是指沿着手指的自然间隔每隔半小时

将手指按在绳子上，并在第4章中按左手的手指。大把手位置：

大把手位置比小把手位置大半色调。按绳子时，手指的距离

应比小把手位置长半个音。现在谈谈如何从一个小把位转变

为一个大把位。有两种方法可以从小姿势变为大姿势：第一

种方法是用第一个手指拉伸手指，第二种方法是用第四个手

指拉伸手指。伸出第一个手指的方法是伸直第一个手指，并

将其指向弦枕的方向按压到半（1/2）手柄位置。当第一个手

指向上伸展时，其余手指暂时保持其原始位置。在第一个手

指被压到手柄位置之前，它们不会被迅速提起。第一个手指

按压和弦部分，即指尖的一侧。如果手指较长，他们可以稍

微弯曲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并将其压在绳子上。这种方法非

常简单，主要指上半手柄位置和第一手柄位置的变化。伸出

无名指的方法是向前伸出无名指并按压琴弦的方法。因为它

包括第一个手指、第二个手指、第三个手指和脖子后面的拇

指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比第一个方法更复杂。当第四个手

指向前延伸时，第一个手指没有移动到位，此时，第二个手

指和第三个手指随着第四个手指的延伸同时向前移动，第二

个手指向前移动到第三个手指的原始位置，第三个手指向前

移动到第四个手指的原始位置。同时，脖子后面的拇指也随

着前面手指的移动而移动。此时，第一个手指根据原始位置

的琴弦形状变得略微笔直（指尖朝向琴弦枕），手腕和手臂

随着第四个手指的伸展方向略微减小，以辅助第四个手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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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这是将无名指从小变大的方法。改变手柄位置——当

改变手柄位置时，不要让手指远离绳子；放松绳子上的压力。

拇指在脖子后面移动，手指在前面，不要离开脖子。在改变

手柄位置时，虽然手指没有离开琴弦，但在手指移动的过程中，

当手指经过琴弦时，你仍然听不到声音，尤其是在快速拍子

中改变手柄位置时，动作应该非常果断。第四个手指和第一

个手指以及第一个手指和第四个手指在低位的关系应该改变。

最好先准备好手指，所有手指应首先接近第四指，使第一指

靠近第四指，然后使用第一指改变手柄位置。所有手指应首

先接近第一个手指，使第四个手指靠近第一个手指，然后使

用第四个手指改变手柄位置。现在我们介绍两种改变手柄位

置的基本方法：第一种是在其他手指的配合下改变手柄位置

（手指在改变手柄位置之前按下音调）。第一个手指首先从

原来的手柄位置滑动到支架中的小音符以停止，然后第二个

手指按压手柄位置以进行更改。第二个是用第二个手指配合

改变手柄位置，滑动到支架中的小音符，然后用第四个手指

按压要改变的手柄位置。第二种换把手是用换把手的手指直

接换把手的位置。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改变手柄位置的运动，

必须避免滑动声音。

八度音程——弹奏八度音程是用拇指和无名指将琴弦按

在一起，发出八度音程分隔的声音。第一个手指和第四个手

指用来在拇指手柄上弹奏，除大指和第三指按在琴弦上外，

其他第一和第二指也应放在琴弦上，不能抬起。第一根手指

应始终与拇指保持全色调距离。当倍频程移动到拇指手柄位

置时，拇指和第三个手指之间的间隔逐渐缩小，当倍频程移

动到低手柄位置时，拇指和第三个手指之间的间隔逐渐扩大。

当我们的手指用力按压时，基本上不应该像手指用力按压一

样放松。在颤音中，手指和掌关节应该放松，以使颤音快速

移动。不要故意把手指举得很高，然后用力敲击指板，以为

手的动作会很快很有力。事实上，手指的过度用力会导致肌

肉关节紧张，浪费大量能量。同时，由于手指的高度提升，

指板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因此没有接近指板的速度快。一

般来说，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手指的颤音动作相对较快，只

有第四个手指较差，震动不快。因此，我们应该耐心练习无

名指，并在常规练习中慢慢增强其力量。还有一种方法，因

为无名指的力量很弱，可用手腕来帮助无名指的颤抖动作。

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不太合适，因为用手腕来帮助手指的震颤

动作不是手指的动作，而是手腕的动作。然而，由于腕部是

一个可调节的关节，其性能与手指的快速运动无关，在颤音

动作中，手指头起直接作用的主要是掌骨关节。因为掌骨关

节和手指关节是非常精细的关节，表现非常敏捷，它们在动

作上比手腕快得多。因此，我们不应该用手腕的动作来帮助

练习复音，否则即使我们努力练习，我们也不会达到理想状态。

如果第四指完全没有颤音的能力，我们可以考虑用手腕来帮

助，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用其他手指代替第四指的颤音。

练习颤音时，先练习慢动作，然后开始逐渐加速。在练习过

程中，注意放松手指肌肉和关节以及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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