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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琴学习，不是单纯地培养演奏技术那么简单。
他要求学琴者在终日辛苦练习的同时，感悟音乐，回顾历史，理解文化。
现代钢琴自19世纪初传人我国，至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西洋乐器。
中国的钢琴教育在最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们不但拥有了一批具有国际声望的钢琴演奏家、教育家，而且拥有了数百万计的钢琴学习者，钢琴
这件乐器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
只要你走进都市、城镇的居民区，随处都能听到叮叮咚咚的弹琴声。
　　中国业已成为一个钢琴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钢琴强国的标准和水平。
因为，纵观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钢琴教育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学科在许多方面还显得
相当薄弱，对于钢琴文化的理解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面对这件“乐器之王”，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你是否熟悉这件乐器呢？
你了解它的发展轨迹和文化背景吗？
你对自己弹奏的乐曲果真了如指掌吗？
很显然，这些问题不仅会引起学琴者的反思，更是对众多教育人士的一种要求和提醒。
　　钢琴诞生于近代欧洲。
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
正因如此，我们学习钢琴演奏在客观上必然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
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在注重钢琴演奏技术培养的同时，却对于钢琴音乐的发展历史和艺术风格了解不
足。
许多学琴者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只顾每日按部就班演奏钢琴，处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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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业已成为一个钢琴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钢琴强国的标准和水平。
因为，纵观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钢琴教育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学科在许多方面还显得
相当薄弱，对于钢琴文化的理解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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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通常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看做是巴罗克音乐发展的巅峰。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在巴赫生前他所有的作品既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也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时，上面的
断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变得具有讽刺意味了。
确实，巴赫的作曲方式为他与始于18世纪30年代的莱比锡权威之间的相处，带来相当多的麻烦。
当时所产生的具有决定性且令他难以达到的变革，如同发生在以往任何一段音乐史中的一样深远，使
巴赫的音乐听起来无足轻重、艰深（当时限定用“learned”来形容），并且老套.对于巴赫自己来讲，
从善意的角度理解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儿子们却成为了新音乐风格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据推断，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浦.埃曼纽埃尔（CarlPhilippEmanuel）称巴赫为“旧式假发”，希望这是
出于敬意。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分析性注释表明，在18世纪30年代及其之后的时期，巴赫的音乐作品
显示出了他对新风格的接纳。
　　调查某个历史阶段的变革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在18世纪，因为有大量的材料及许多相反的观点，这里是旧观念的延留，那里又出现新观念早
期萌生的迹象，且常常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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