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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三百多年的钢琴艺术中，人们感叹于无数伟大人物留下的艺术瑰宝，这些作曲家中离我们最近
的一位也逝世30多年了，如今，我们只能用音乐和文字怀念他们。
　　这本书从17世纪巴洛克时代开始，记述了三个世纪以来钢琴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虽性
格各异，但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钢琴音乐史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种是传承，另一种则是颠覆。
这两种现象影响了音乐的发展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音乐才层层演进，成为今天我们看到
的模样。
　　一方面，我们能在每个作曲家的故事中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或是一段老师与学生的故事，或是
朋友与知音的情谊，他们相互影响，彼此带动，在音乐流派的承袭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另一方
面，每一个作曲家都善于破旧立新，他们并不满足于前人留下的成就，而是通过音乐写出自己的个性
与主张，于是，钢琴音乐在传承的同时开始向纵深发展，开始与更广泛的领域结合，开始建构出一片
广阔而自由的天地。
　　今天，在回顾钢琴音乐走过的道路时，这些作曲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沿着他们的创作
轨迹和生命历程再重新体味一次音乐发展，体味一次艺术魅力。
而且，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作曲家创作的音乐无疑是最好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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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钢琴欣赏十八讲》由康宁著，全书从17世纪巴洛克时代开始，记述了钢琴音乐三百年历史上里
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性格各异，但彼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钢琴音乐史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一种是传承，另一种则是颠覆。
这两种现象影响了音乐的发展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音乐才层层演进，成为今天我们听到
或看到的模样。

 《钢琴欣赏十八讲》适合音乐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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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生于北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多年来从事古典音乐演出策划及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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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来说，也许此生最幸运的莫过于拥有家族世代的音乐传统和自身与
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了。
感叹巴赫成就的人，总是不忘赞美巴赫是上天造就的奇人。
在巴赫故居旁的雕像前，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慕名前来瞻仰这位生活在三个世纪前的“音乐
之父”。
事实上，在仰视巴赫头顶上的光环时，我们也许更应该站到塑像的背后，认真思索他作为一个平凡人
所走过的学习历程。
　　1685年，巴赫出生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的小城艾森纳赫，与大多数人一样，他没有显赫的爵位
，家境朴实。
从巴赫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便有人以音乐为职业，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乐师。
在这样的环境中，巴赫耳濡目染，显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除了学习弦乐和键盘等多种乐器外，七岁
那年，他还进入当地一所教堂附属的拉丁语学校的圣歌队，在各种节日和仪式上唱宗教歌曲。
不仅这样，年幼的巴赫还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在家中的花园里练习小提琴的他，为了减轻长时间按弦
造成的手指疼痛，经常拔起身边的草擦拭手指，长此以往，草地被拔秃的面积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
个圆圈。
巴赫的幼年时期是充满快乐的，直到九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父亲去世，他才离开家乡，开始了波折
而艰苦的生活。
　　巴赫首先来到在奥尔德鲁夫生活的长兄家，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严格、系统的音乐训练。
在反复的练习和不断的学习中，巴赫越发感觉到音乐散发出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在音乐的洗礼中，
他能够进入另一个纯净世界。
奥尔德鲁夫是个小城市，尽管长兄能够提供的音乐资料甚多，但对于巴赫来说，听一场真正的音乐会
始终是个梦想。
当时，30公里以外的汉堡已经成为欧洲音乐的繁盛地，很多音乐家在那里尽展才华，各种音乐会令人
目不暇接。
巴赫经济拮据，在购买了最便宜的音乐会门票后，只能靠步行往返，如果连续两场音乐会难以取舍，
他就会选择在汉堡街头睡上一夜。
　　15岁时，巴赫为了生计离开长兄，只身来到德国北部音乐名城吕内堡。
多种乐器的学习经历加之纯净优美的嗓音使巴赫被当地圣·米歇尔教堂“优秀歌手”合唱团录取，同
时进入神学学校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巴赫管风琴演奏方面的技能凸显出来，于是他有机会担任了教堂的管风琴师。
虽然只有微薄的薪水，但是教堂的工作一方面可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可以为巴赫提供相对稳定的学
习环境。
　　在吕内堡的一家图书馆中，巴赫年轻的身影经常出现。
馆内珍藏的欧洲各国作曲家的乐谱使他感觉如获至宝，这些乐谱不但包括当时著名作曲家罗伯盖尔、
凯尔等人的手抄乐谱，还包括很多古德意志和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
在这里的潜心学习大大拓宽了巴赫的音乐视野，为其之后的创作打开了思路。
除此之外，他积极与当时有成就的音乐家接触，包括向约翰教堂的著名作曲家、管风琴家乔治·彪姆
学习请教；去汉堡听彪姆的老师——管风琴大师莱因肯的演奏；聆听德国歌剧作曲家凯泽尔的歌剧；
担任法国宫廷的临时乐师，了解法国古钢琴音乐的演奏技法，并研究法国最重要的巴洛克作曲家之一
吕利的弦乐作品等。
　　就这样，巴赫在圣·米歇尔教堂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短短两年时间，他读遍了吕内堡时存的所有
音乐会资料，建立了对欧洲各流派艺术成就的认识。
1703年，巴赫从神学学校毕业，离开唱诗班，来到魏玛的约翰·恩斯特三世公爵的私人乐团担任小提
琴手，不久后被任命为阿恩施塔特新教堂的管风琴手。
从此，巴赫有了正式的职业，并发表宗教音乐作品与键盘乐曲作品，开始了长达47年的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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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18年的曲折生活中，巴赫用意志畅通了今后灵感蓬勃而出的渠道，天赋指引他的音乐之
路，而天赋并非一路行走的保护神，曾经有人询问过巴赫有关他的天才问题，巴赫严肃而简单地回答
：“这是由于我下过一番苦功，谁若如我这样下一番苦功，他也会达到同样的境地。
”　　二、生命中的重要角色　　巴赫该感谢他的长兄约翰·克里斯多夫．巴赫——一位杰出的管风
琴演奏家，管风琴大师巴赫贝尔的学生。
父母去世后，巴赫投奔长兄，来到奥尔德鲁夫。
尽管在最初的日子里，长兄对于巴赫提出的各种音乐方面的问题反应冷淡，尽管巴赫极尽恳求长兄阅
读他的音乐手抄谱仍遭到拒绝，但是，在10～15岁这段最重要的时间里，跟随哥哥学习各种音乐技法
，甚至有幸受到哥哥的老师巴赫贝尔大师在古钢琴和管风琴演奏方面的帮助与指点，对巴赫的音乐生
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时候，人们误解巴赫与哥哥之间的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孤儿在长兄的家中，与五个侄儿一起
生活，经济条件又如此拮据，定会饱受寄人篱下之苦。
事实上，巴赫和长兄之间感情颇深，长兄克里斯多夫去世时年仅50岁，巴赫以管风琴谱写了一首《E
大调随想曲》献给他，并在悼念哥哥的讣文中满怀感情地叙述了一件事：因对音乐的浓郁兴趣，他要
求阅读长兄珍藏的音乐资料，而长兄拒绝后将罗伯盖尔等大师的手抄乐谱锁进书柜。
巴赫日思夜想，每日趁长兄熟睡，溜进书房，打开书柜，偷偷抄写乐谱。
时间久了，终被察觉，长兄愤怒之下将巴赫的笔记撕得粉碎。
而巴赫未因此记怨长兄，并且戏称这件事为“天真无邪的欺骗行为”。
确实巴赫与克里斯多夫之间的感情绝非能够如抄写的乐谱一样被撕碎，这种感情并不仅限于兄弟间的
手足之情、抚养之恩，更有作为巴赫音乐学习历程中指路者的师生之友谊。
　　巴赫一生与管风琴相伴，管风琴不但是最能体现巴赫艺术造诣的乐器之一，而且为他创作其他键
盘作品提供了契机。
巴赫打破了管风琴的传统演奏惯例，更加注重和声效果，首创五指并用的演奏技巧，并将踏板技巧与
键盘技巧紧密结合，甚至有时会在手脚不够时，用嘴衔起一根木棒触键，因此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音
响效果。
1714年年底，巴赫访问卡塞尔城，为弗里德里希亲王演奏管风琴时引起了轰动，有人这样回忆当时的
情形：“他的脚在踏板上飞行，仿佛长了翅膀一样，使得声音像暴风雨中的雷鸣闪电一样在回响。
”亲王被巴赫的演奏技巧所震撼，当即摘下手指上的戒指赠给他。
“就像希腊只有一个荷马，罗马只有一个维吉尔，德国也只有一个巴赫。
在管风琴和羽管键琴的演奏上，全欧洲迄今还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将来也不会有人能超过他。
”这句来自于三个世纪前的评价，至今无人能够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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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在回顾钢琴音乐走过的道路时，这些作曲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沿着他们的创作
轨迹和生命历程再重新体味一次音乐发展，体味一次艺术魅力。
而且，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作曲家创作的音乐无疑是最好的伴侣。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钢琴欣赏十八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