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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联觉探究

陈　贝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音乐舞蹈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准确而合理地诠释钢琴作品，构建其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联觉，是帮助演奏者充分理解作品和出色完成演奏的有效策略。

作者针对诠释钢琴作品时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联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分别在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关联性、诠释钢

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联觉的方法作用、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联觉的问题研究这三方面内容中展开论述，探究有效

的实践策略。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合理诠释钢琴作品提供了一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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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针对作品进行合理的诠释才能够在钢琴演奏过程中表现出

富有情感和生命力的演绎，才能够对作品展现出最为优秀的演奏效

果。但是，钢琴诠释作品也是钢琴演奏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很多演

奏者虽然拥有熟练的演奏技巧，却由于演奏不够感染力，欠缺灵感，

光彩不足，这就不能被称作好的演奏。寻求一种有效的提升钢琴诠

释作品效果的方式对于演奏者来说尤为重要，以下针对诠释钢琴作

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联觉及其策略展开研究。

一、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关联性

钢琴演奏是一种极具魅力和挑战性的表演艺术，对于演奏者来

说，需要拥有熟练的演奏技巧、卓越的音乐表现力、稳定的心理素

质、良好的舞台表演能力和驾驭能力。在钢琴演奏的过程中，音乐、

演奏者、听众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演奏者需要充分理解作品的内

涵和情感，才能带领听众进入美好的感官氛围中，并在此过程中获

得感动和艺术享受。因此，对钢琴作品进行合理诠释非常重要，演

奏者不仅需要让观众认知自己，更要引领观众了解音乐的魅力、内

涵和意图。	

鉴赏美术作品是指对美术作品进行尝试性分析，并系统地获得

美术作品的基本意识和相关内容。鉴赏美术作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对美术作品的认识与欣赏来自不同的角度和广度 ；其二，理

解并掌握对美术作品鉴赏的四种方式：①感悟式鉴赏；②形式鉴赏；

③社会学式鉴赏 ；④比较式鉴赏。四种方式互相渗透，有助于人们

更全面的喜爱和领略美术作品的特点。

通过研究钢琴艺术史可以发现，对作品进行合理诠释于钢琴演

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效地鉴赏美术作品则能以生动形象、直

观立体的表现形式，充分表现出钢琴作品内涵、精神和情感，使音

乐变得更加具体、形象和富有生命力。在钢琴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有很多优秀作品是从美术作品鉴赏中获得了灵感，例如俄罗斯

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西班牙作曲家格拉纳多斯的《戈

雅之画》、中国作曲家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等，便是以经典

美术作品为灵感线索与创作思路。听众在聆听此类曲目时，能通过

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而进一步了解音乐作品的背景和意境，而在彼此

的联动之间，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都能理解并感悟音乐中的情感、

精神和内涵，这就是透过鉴赏美术作品而充分诠释钢琴作品，体现

两者之间联觉的具体呈现方式。

二、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联觉的方法作用

所谓“联觉”，就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去感受不

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最终形成的产物。钢琴演奏者和听众可以

通过鉴赏美术作品，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并在心理形成一种独特

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相关人员的不同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

连环的环境反应，实现不同感官之间的共振，帮助音乐的演奏效果

和听众之间产生联想，对于钢琴作品的诠释起到显而易见的效果。

用钢琴诠释音乐作品和鉴赏美术作品之间的联觉的方法还有很多，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钢琴作品的内容为主题，选择与

主题相关的美术作品，通过一个或多个美术作品的鉴赏，来对钢琴

作品进行合理的诠释，满足不同演奏者和观众的理解程度，进而实

现诠释钢琴作品的作用 ；其二，通过鉴赏具体的著名美术作品来诠

释钢琴作品，通过音乐作品与美术作品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将戈

雅笔下的著名画作与钢琴作品《戈雅之画》联系起来，起到对音乐

作品的诠释 ；其三，通过生活中的画面与钢琴作品关联起来，使用

身边最为熟悉的“美术作品”来诠释钢琴作品。

三、关于诠释钢琴作品与鉴赏美术作品之间联觉的问题研究

( 一 ) 诠释钢琴作品与视觉效果的联觉

从视觉艺术角度中鉴赏美术作品对于诠释钢琴作品有着必不可

少的影响。钢琴演奏者能够借助与美术作品中意象的结合，通过借

助与亮度、空间和色彩的协调来提高对美术作品的鉴赏水平。由此

所产生的视听感受以及相关的联想，进而激发演奏者的创意思考，

让演奏者将声音和具体的视觉画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帮助演奏者累

积更立体、更形象的体验，并进一步理解和合理地诠释钢琴作品。

1. 与视觉亮度的联觉

听觉美学和视觉效果是音乐美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钢

琴音响效果和美术视觉亮度方面所产生的联觉，体现了有效的美术

鉴赏效果，让演奏者对钢琴作品的理解更立体和直接。在音响和色

彩联觉的对应关系中，音调越高则越易于引起光的感受，而音调越

低则更易于引起暗的感受。明和暗都能用音乐语言形象而生动的表

达，高音描绘了明亮、敞亮、光辉以及阳光的面貌，低音形容为漆黑、

昏暗、阴沉或阴暗的形象。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不仅是穆索

尔斯基的代表作品，而且是十九世纪最有独创性的乐曲之一，它由

与“图画”有关的十首乐曲，以及有间奏功用的“漫步”主题组合

而成，表现了作曲家在画家哈特曼的画展中漫步浏览的情景。在这

部宏伟的组曲作品里，包含了作曲家为哈特曼的十幅画作设定的十

首乐曲。其中，在第四幅图画《牛群》里左手的伴奏音织体均位于

低音区域，并采用了和弦顿音连奏，使整个曲子展现了较厚重和沉

闷的色彩 ；而在第五幅图画《未出壳鸡雏的芭蕾舞》中，右手则在

高音区演奏带装饰音的跳音音型 , 让音乐呈现了明亮、活跃、优美

的情感，这与《牛群》相比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因此所形成的

视觉亮度给人的直观感觉自然不尽相同。在音乐上将声与色、光与

暗联觉到一起，无论从听众的视角或是演奏者的视角，都能够清晰

的体会到音乐家的创作灵感。聆听钢琴作品的演奏虽有一定的抽象

性，而鉴赏美术作品则有较明确的具象性，这有助于人们在美术作

品的视觉效果中感悟钢琴作品的内涵和精神，使抽象的音乐表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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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转换成生动形象、直观具体的艺术感受，对于人们感受钢琴作品

的意图和思路提供必要的保障。

2. 与视觉色彩之间的联觉

不同的色彩表现了不同的情感，不同色彩也会人们带来了不同

的心理感觉。在钢琴作品中 , 人们往往把各类调式调性比作截然不

同的颜色，例如纯白色的 C 大调，代表着纯净、明亮 ；深棕色的升

C 小调，代表着呻吟、苦痛；淡红色的 F 大调，代表着热烈、温柔；

金色的 A 大调，代表着辉煌、灿烂 ；据此看来，美术作品的颜色

和视听艺术之间的联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图画展览会》就是一

部能够通过美术作品阐述的典型范例，其中，第一幅图画《侏儒》，

在原画中呈现出的颜色基调十分灰暗，而在素色颜料的衬托下，去

除角色之外其余的留白部分，则给听众留下一个忧郁紧张的心理暗

示，把奇怪而夸张的小侏儒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幅图画《古

堡》中，乐曲展现给观众的却是一个淡黄色般温馨、平和的颜色，

原画里质朴的颜色下，流淌的是宁静而自然的韵律。可以发现，用

视觉意象融合于作品诠释，体现了有效的美术鉴赏效果，用听觉艺

术来调整视觉意象的流程，将“声与色”奇妙的融合在一块，有助

于构建生动而立体的画面感。

( 二 ) 诠释钢琴作品与空间知觉的联觉

空间知觉是指对物体距离、形状、大小、方位等空间特性的知

觉，是从视觉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殊语言，也是鉴赏美术作品

的高端方式。将具体的空间感知与抽象的钢琴作品联觉到一起，使

钢琴作品在诠释上更加形象化、具体化，体现了有效的美术鉴赏效

果。具体的联觉形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与空间距离之间的联觉

空间距离本是指立体几何中三维空间中点、线、面之间的距离，

反映在音乐中则是指音响范围中的空间距离。音调越强，显现的空

间距离就越近 ；而音调越低，则表现出的空间距离就越远。例如，

德彪西笔下的《儿童园地》中，作曲家通过高低不同的音调来表现

音响范围中的空间距离，以《练习曲“博士”》为例，通过空间上

远近不定，音调上高低起伏，表现了孩子奔跑和嬉戏的情景，而在

结尾处一系列高低起伏的音调变化后，出现了一刹那短暂低沉而舒

缓的音调，仿佛孩子们发现了一个新奇点，忽然沉浸在探究思索中。

从演奏解读的角度来看，孩子之间的运动减少了，空间的变化也减

少了，而音调的变化减少了，音乐就会变得低沉和舒缓起来。在此，

作曲家用了各种幅度的反差，营造了由远至近而又走远的气氛，把

空间距离的感觉和钢琴作品的诠释巧妙联觉到一起。

2. 与空间延伸感之间的联觉

音乐的旋律长短和空间延伸感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紧密的。时

值越长，所表现的空间延伸感就越宽广，而时值越短，表现就越狭小。

例如在《图画展览会》的第九幅图画《鸡脚上的小屋》中，那些伴

随着装饰音的八分音符，呈现了短促而跳跃的声音效果，这显然是

为了模拟较小的物件，而将整个的空间延伸感大大缩小，仿佛视线

只停留在小鸡们快乐的舞姿中。这样的音响特点正好用于模仿小鸡

们跳跃的节拍，也能够模仿小鸡们奔跑时的旋律。在表现第十幅图

画《基辅大门》中那种沉重、有力、缓慢、长时值的声音时，展示

的则往往是壮丽、宽广、宏伟的景象。因此，掌握这种在音乐时值

长短和空间延伸感之间的联觉，也将有助于启发演奏者在描述不同

内容的作品中找到合理的诠释方向。

( 三 ) 诠释钢琴作品与视觉变化的联觉

视觉变化对于诠释钢琴作品时总能起到直接的影响，尤其是通

过了上述各个类别间的相互联觉可以发现，听力和视觉上的艺术思

想总是具有某些共同点，而“联觉”则恰恰发挥了彼此之间的共同

点，体现了有效的美术鉴赏效果，并在钢琴作品诠释以及表现对象

特征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合理地把这些作用转化为策略，便可以进

一步提高对钢琴作品的诠释水平。

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可以做到具象而直观，意味着美术中的所有

审美要素，包括：色彩、空间、曲线等都能够作为直观的依据。从古

至今，音乐家总是热衷于将有声与无形的音符作为传达情感的手段，

把高山、海洋、阳光等一些具体物质用音符元素把它拟人化，并在音

乐的感召下为世界上一切无生命的物质赋予生机和活力。法国作曲家

德彪西被认为是擅长将美术作品作为艺术灵感的媒介，并利用没有载

体的艺术元素和别出心裁的音乐语言，把天马行空的乐思加以描述并

刻画出来。以他笔下的前奏曲《西风所见》为例，作曲家通过在美术

作品的印象下所产生的视觉冲击，把钢琴作品中对标的人、动物以及

建筑都赋予了跃跃欲动的生机和呼之欲出的色彩。色彩是视觉艺术中

非常主要的一种因素，与音乐的联觉发挥着极大影响，是有助于人们

更直接地去体验音乐艺术元素的途径之一。现代钢琴可谓是近现代乐

器发明中最伟大的，它的音色优美，和声层次丰富多彩，人们往往会

如此描述：白色的、明快的大三和弦；紫色的、忧郁的小三和弦等，

而钢琴的音响幅度之大更是一绝。在作曲家笔下的另一首前奏曲《帆》

中，虽然音乐的节奏稍嫌弹性，段落结构也不对称，然而，作曲家却

巧妙地运用钢琴的音响特点构建了视觉造型和艺术形象，极好地营造

了一种空灵的声响效果，在美术角度上呈现了海上孤舟的形态特点，

而音乐中飘逸而神秘的韵律，却让听众无声无息地代入了音画同步的

想象空间里，仿佛亲临其境般领略其中的沧桑浮沉。

四、结语

在钢琴演奏中运用“联觉”美术作品这一核心理念，在视觉效

果、空间知觉视觉变化上与钢琴演奏手法进行系统的优化组合，有

利于演奏者在面对抽象的音乐内容时采用有效策略来解决问题，对

诠释钢琴作品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透过联觉钢琴和美术 , 能够有

助于演奏者更好的使“声”与“画”紧密融合一起，这同时也需要

提升演奏者的美术鉴赏水平，从而实现对作品进行最为合理的诠释。

参考文献

[1] 侯忆皓 .	视觉联觉艺术在钢琴教学中的实践 -- 以谭盾的

钢琴组曲《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为教学个案的研究 [J].	艺术教育 ,	

2019(3):4.

[2] 李妍奇 .	钢琴诠释作品与视觉美术作品的联觉 -- 以《图画

展览会》为例 [J].	歌海 ,	2015(3):4.

[3] 侯忆皓 .	视觉联觉艺术在钢琴教学中的实践 -- 以谭盾的

钢琴组曲《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为教学个案的研究 [J].	艺术教育 ,	

2019(3):4.

[4] 吴佩瑶 .	音乐与视觉艺术的结合——德彪西钢琴曲《金鱼》

诠释分析 [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	2011(3):19.

[5] 杨淋芳 .	钢琴音乐与联觉表现——基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

角 [J].	当代音乐 ,	2021(9):3.

[6] 魏素素 .	浅析德彪西作品中的联觉效应 -- 以《水中倒影》

为例 [J].	音乐天地 ,	2022(2):5.

作者简介：陈贝，出生年：1980 年，性别：男，民族：汉，籍贯：

广东省深圳市，现所任职单位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音乐舞蹈学院，

学校邮编 ：518060，职称 ：讲师，学历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

钢琴演奏与音乐教育。

（本文是 2021 年度深圳大学艺术学部跨学科融合项目《经典美

术作品在钢琴审美教育中的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