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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联弹,为钢琴二重奏的形式之一。自17世纪早期于英国

起源至今,四手联弹的演奏形式已历经近四百年发展史。其间,莫

扎特、舒伯特等作曲家将其推向繁荣, 20世纪的德彪西、拉威尔、

斯特拉文斯基和布里顿等西方作曲家亦为四手联弹贡献了不少力

作。四手联弹具有演奏便捷的优势—适用于小型聚会和家庭演奏,

从而备受作曲家和演奏者的青睐,曲目也更为广泛。与钢琴独奏相

比,四手联弹又为演奏者提供了亲密无间的交流合作机会,既增添

了无穷的乐趣亦是提升演奏者自身音乐修养。我国对四手联弹这

一形式的重视程度与国外比起来起步较晚，这种演奏形式于最近

几年之中，在我国的音乐专业院校中被引用在学习钢琴专业的学

生教学当中 ，笔者对现可检索到的专著、学位学术论文以及期刊

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后将研究成果分为六大类，现

将其综述如下。

1  研究现状

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可收集到的研究钢琴四手联弹文献来源

基本上是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还有各种

刊物等途径。而与钢琴四手联弹相关的图书也多是钢琴曲集等用

书如《钢琴四手联弹经典必弹中级-高级》123册，真正系统介绍

四手联弹历史发展与演奏要义的图书几乎为零。可找到的与之相

关的音响类资料有，进口CD，曲谱教材自带的教学示范CD如《四

手联弹钢琴曲集》。

通过在知网上对相关中文文献的精读与泛读了解到，目前我

国对于钢琴四手联弹的某一具体作品分析的研究占大多数，较为

熟悉的拉威尔钢琴四手联弹《鹅妈妈组曲》的研究近五年来有四

篇相关研究论文，其中学者邓啁啁针对此曲从多声部形态与重奏

思维的音乐分析和演奏要点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了分析研究归纳总

结。除了以上单部作品的分析一类，研究热度数量居于第二的便

是从教育教学课程相关方面着手的研究分析。

2  研究分类

根据以上简析，通过对2015-2019五年间中国知网发表的文

献的阅读分析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归纳。针对其研究内容所涉

及到的领域方向及趋势，还有各文献本身的性质体裁特征等等，

将这些文献分为了以下六种类别并分别进行简单的评述。具体如

下：

2.1特定作品演奏研究类

此类文献大多是集中于某一四手联弹作品或某一种音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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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研究，并且结合某作曲家演奏技巧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

特色等方向来论述的，其文献主体往往会做大篇幅的曲式分析。

刘念的《<花之圆舞曲>钢琴四手联弹演奏研究》也是从柴可夫斯

基的生平创作背景和该曲的曲式分析展开，并对音乐“交响性”的

表达、“交响语境下的声部交替”、“交响语境下的音乐表情术语服

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了剖析。另外，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开始

踊跃出大批发展弘扬中国民族作品的学者，四手联弹作品的创作

和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西方音乐。例如，唐坤娜的《钢琴四手

联弹<金蛇狂舞>演奏诠释》很好的介绍了《金蛇狂舞》是聂耳于

1934年根据民间乐曲《倒八板》改编创作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

并通过对这首改编曲的分析诠释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演奏技

巧上逐步探析了中国钢琴作品的独特魅力。类似这样的作品在弘

扬我国民族的音乐文化、并使之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有着的相

当大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审美特性,使得中华民族艺术特性在钢琴

演奏形式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就钢琴这一方面来说，研究主体不

单单局限于经典的钢琴独奏这一体裁，而把视野打开，放于其另

外的演奏形式中，才能更好的体现音乐的多元化。运用民族特色

和作曲理论创作钢琴四手联弹中国作品是再有意义不过的。

2.2音乐教育教学类

该类文献主要从四手联弹的演奏形式特征着手，探讨了它在

钢琴教育地位里的十分优异的价值意义。杨磊《钢琴基础课程中

四手联弹作品的运用及重要性》一文中讲述，钢琴基础课程高效

率行进不单单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艺修养,而且对人们的其他方

面的综合素质提升也有帮助。钢琴四手联弹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既

扩充了钢琴的演奏形态,亦使得人们对钢琴的学习兴趣得到了充分

的提升。还能够极大地提高学子们的音乐感知力和启发他们的音

乐兴趣音乐感觉。如张鸿舜先生曾经指出，将四手联弹形式融入

进学前教育专业音乐基础课程中是增强我国琴童普遍的钢琴基础

的最有效方式没有之一。以此得来，钢琴四手联弹这种重奏演奏

形式对学前到高校的音乐教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2.3演奏技巧类

这类文献为以钢琴四手联弹的演奏技法为主要探索对象。潘

静曾阐释过钢琴四手联弹的练习和演奏过程中,弹奏者双方应该习

惯于对乐感与技术的统一性等方面所做的一系列讨论,而且还要好

好的有效的提高合奏本领就要在两人之间的各个方面都达成协调,

最终得以完美实现四手联弹作品其无限魅力的关键所在。陈家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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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浅析钢琴四手联弹的演奏特点》强调了思索联想与听觉相

结合的重要之处,用各自的脑力去支持双手的协调度，运用器乐

齐奏的音乐感觉将双方弹出的音符串联起来从而达成将双方声部

融合。

2.4教授方法类

这类文献主要论述了怎样进行四手联弹教学及教学要领。李

虹梅《钢琴四手联弹的重要性及训练方法研究》主要阐释了作为

乐器之王的钢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严格的练习加强

弹奏者的基本功,另一层面的需求更是要加强科学授课方式的能

力。她所认为的是，钢琴四手联弹的教学，不仅仅局限在演奏者

的个体演奏技术，而是应该像合唱那样，首先做到去听，去想，教

学生听对方的音响效果，保证双方的触键和力度都基本保持一致。

毕晓鹏在《高师钢琴四手联弹的教学实践研究》一文中指出，近

几年,钢琴四手联弹的重要性已经逐渐显现,但当前高师钢琴教学

中有关四手联弹的研究论文较少,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中的钢琴四手

联弹教学还不够普及的问题，并对莫扎特的《军队进行曲》为教

学内容进行了钢琴四手联弹的教学个案分析。教育的主体除了学

生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一个教师的教授方式都是在教学环节中极

其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在钢琴四手联弹这一相对来讲还不算成熟

的演奏体系中其教学方法的科学性精准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2.5历史源流问题

对钢琴四手联弹的历史追根溯源，并把这历史轨道、演变过

程的整理是这类文献的重点。许怀真《钢琴四手联弹历史源流研

究》简析了西方音乐史上影响四手联弹发展的历史成因,论述了四

手联弹由来已久的教学传统,阐述了四手联弹的音乐会传统。联弹

形式的吸引力在于让弹奏者和听众既可以感受到独特的共鸣。这

种协调的美感钢琴音乐是伴随着高雅艺术迈向新旅程的。

2.6钢琴协奏综合研究

郭洪涛的《钢琴二重奏在钢琴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一文指出，

双钢琴以及四手联弹在国内外文艺舞台中频频亮相,极大程度上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高雅的艺术也逐渐渗透到了高校的钢

琴教学中,双钢琴以及四手联弹在专业角度统称为钢琴二重奏,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教学价值。唐静《钢琴二重奏在钢琴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结合钢琴二重奏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钢琴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并对钢琴二重奏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于

美娜《重奏训练于钢琴教学的实践和创新》又结合了钢琴重奏的

发展、状态,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探讨了钢琴重奏对于钢琴教学与

学习者素质培养的内容和意义。

3  问题及结论

通过以上对国内近五年钢琴四手联弹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

总结出来的是，目前我国研究者、教育者对钢琴四手联弹这一演

奏形式的重视程度较15年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在演奏实践方

面，近几年来，我国各个城市各地区开始开展各种室内乐协奏类

的比赛，其他钢琴大赛中也都开设了四手联弹，双钢琴的组别。在

理论研究的方面，四手联弹这一演奏形式愈发受到重视，去弹奏

的人越来越多，研究它的学者也就随之增多了。而且一些更细致

更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高价值的研究也相继出现。他们的研究

不单单再像从前一样，大多只停留于作品的曲式和表面上的一些

较为浅显的层面上。各学者研究者开始提出真正能解决演奏问题

的问题，从而去分析解决。这确实能使得我国钢琴四手联弹整

体演奏技术更上一层楼。

不过，从上述综述中仍能看出一些国内对钢琴四手联弹研究

的一些相对来说较为薄弱的环节。如特定作品研究类的文献近年

来迅速增多，虽专业性强，但方向略显单一，这些文献多是停留

于作品结构及曲式之上，并没能做到循序渐进的深入探究其内在

特征。另外，在切入点丰富多样的教育类型文章里来讲，极其地

重视四手联弹中合作性与脑力的重要性和强调教授者的科班性的

能力都是其侧重之处并且都丰富了钢琴教学。不过，对于钢琴四

手联弹这一演奏体裁的理论研究上，还是应该继续下足功夫，并

巧用，妙用 理论知识，从其艺术性艺术价值上深入探寻，从而体

味重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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