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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山昭钢琴曲两首 
——“微音乐”第 8 期沙龙课程综述（下） 

李乐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一、《漂浮在柠檬南瓜上的月亮》 
《漂浮在柠檬南瓜上的月亮》(Moon Floating on Lemon Squash)

选 自 汤 山 昭 作 品 《 音 之 星 座 》（ Constellation of Sounds Piano 

Fantasies）。1 

 
谱例 1 

这是一首很梦幻的 D 大调钢琴小曲，从谱例来看它需要非常连

贯的、柔和的去演奏，并且整首曲目都处在一个不断流动的状态当

中。对琴童的手指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参与沙龙的刘老师演奏完

毕后，针对谱例 1 的奏法要求，桑老师给出了指导意见，音乐术语

中提示的要求温柔的、柔和的去慢触键，是来展现曲目所描绘的“漂

浮”着的感觉，所以不光要求弹的连贯，并且触键时不能把这首作

品当作是手指练习一样，弹的那么扎实稳定，还举例我们中国人说

话是讲究咬字清楚的，但在音乐里有些时候是不需要字正腔圆的，

需做到的是让手指也有在随着音乐流动的感觉。右手的部分做流动

时，左手的伴奏也得促成柔和的情绪氛围，那么开头的这几个和旋

的触键就很关键了，在进入前就要想好是要跟随着去”漂浮”的，

所以手指落键要非常小心的控制手腕和指尖，轻柔地去触键，而不

能随意的通过用手腕和掌关节的力量让手指“没有思想的”落在琴

键上。谱例 1 中 1—8 小节高、低音谱表所展示的音乐线条都是相

反方向进行的，每个音符都像是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一样，但

从第 9 小节开始，仿佛在“飘着的”过程中又逐渐拥有了它的归属

感，在这一段触键时应该随着音的走向开始有了倾向性，桑老师说

能演奏出具有倾向性的声音，“一定要有一种感觉，它就像是我们

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一样，它们都是有连接的，如果有一个的连接不

是很到位的话，那整体的连接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就像声乐里讲

气息一样，声音是需要有情感走向的，伴随着呼吸在流动，将小乐

句的呼吸运用到钢琴中。桑老师向大家演示了带着呼吸和不带呼吸

去演奏的两种版本的示范，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音乐的倾向性，

同时也做出练习指导：1、在开始进入时，先吸一口气；2、伴随着

吐气的呼吸感觉手指轻柔的触键；3、保持这样的感觉，有倾向性

的去演奏剩下的音。 

 

 
谱例 2 

谱例 1 从第 9 小节开始，旋律线条转换到了左手部分，同样需

要呼吸着去做每个小乐句的“落--起”，到第 13 小节，此时的左手

还做带着呼吸的“落--起”，右手部分出现了向上做环绕的旋律线

条同样也使用“落--起”的方式，一指用“落”的方式触键，沿着

音的走向将力量放到五指时做“起”的动作，然后再回到二指的

“落”。15、16 小节也是同样的触键方式，直到下一句情绪的开始

时结束。桑老师提示大家第 17 小节的奏法是“in the key”，简单来

说就是手指在抬指时一定不能离键，贴着琴键且尽可能地不让琴键

完全回弹，将手看作是“不倒翁”一样掌关节控制着、随着乐句左

右摆动，像是感受不到音乐接下来要朝着哪里去走，很朦胧的状态。

桑老师举例说像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指尖像是有个吸尘器一样，

收着、吸着每个音走。 

 
谱例 3 

桑老师认为这首曲目是需要大量用到踏板的，但在谱例 3 中的

第 25 小节，这里的踏板稍踩 1/3 就足够了，否则这个负责过渡的小

乐句听起来就太浑浊了。第 27 小节开始出现力度变化，右手旋律

音不再像之前那样去保留朦胧的感觉，而是随着力度的变化像是要

逐渐跃出水面一样，而后又回到“漂浮”的状态。也是从这里开始

不再是仅和自己的对话了，而是用手指快触键来“说”出自己的感

受。 

 
谱例 4 

最后的结尾部分有渐慢的标记，桑老师也做了示范讲解，对比

第 65 小节左手部分做不同的触键后，对自由延长音会有什么样的

影响和改变。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曲目，整首乐曲是柔和的，跨越了三个音区，

音响效果是非常立体的，高音区部分似乎距离现实很遥远，飘渺绰

约，中音区距离我们很近，仿佛就萦绕在身边，低音区就像是已经

要浸润到了泥土里，深入地心。这首《漂浮在柠檬南瓜上的月亮》

虽不如《爆米花》给人带来的元素丰富多样，但它柔美的外表下可

以让我们更加细腻的去感受每一次细微的变化。 

沙龙课程接近尾声时，桑老师针对现场老师们的提问回答了以

下几个问题： 

1、三连音中的三对二，怎样练习比较好呢？ 

桑老师向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口诀“一二二三”，即用数数字的

方式去弹，“一”的时候左右手一起弹奏，第一个“二”时左手弹，

第二个“二”右手弹，到“三”时还是左手弹，按照读数字的方式

对应好位置之后就要听它们的声音了，此时需要内心听觉去构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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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然后用不同的强弱去对比左右两只手的节奏，慢慢练习后再加

快速度。 

2、《爆米花》中第 29 小节开始的多声部，以及 37 小节的 4/4

拍转 2/4 拍这里节奏的韵律感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关于多声部在练习时桑老师给出的建议是：乐句要分手练习，

需要特别注意指法问题，声部中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指法出现

问题，根据习琴者手指的能力去设定合适的练习指法会更容易演奏

乐句。其次是左右手的保持音要时刻检查有没有将音保留住。关于

节奏的韵律感问题，桑老师向大家做了将呼吸带入到乐句的示范，

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强调这里的重音记号会让乐句更好听。 

3、《漂浮在柠檬南瓜上的月亮》在第 17 小节开始，左手的小

连线是三个音一组，为什么要三个音一组写小连线呢？ 

桑老师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并向大家做了示范，她认为如果

按照音型来演奏，它的节奏很容易，但作曲家按照每三个音为一个

乐句来写的话，就会有一种在游荡着的感觉。 

4、《爆米花》第 9 小节，既有保持音又有跳音记号是什么意

思？ 

桑老师认为作曲家在这里想表现出的意图是，既想要表达俏皮

的感觉，又还想将它的俏皮留住一点，所以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记

号放在一起使用，并向大家做了只用其中一种记号的演奏和同时运

用两种记号演奏的对比示范讲解。 

二、结语 
笔者有幸能够聆听本次沙龙课程，收获颇丰，桑老师由浅入深，

无论从演奏角度还是教学角度都能够给大家以启迪，同时也深感从

事基础教育的钢琴教师们在面对这样具体又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

活动时是受益无穷的。一线教师需要有这样细致入微、生动灵活的

课堂来做示范教学，可以给一线教师们带来反思，能够更加规范和

完善自己的课堂。整场沙龙课程在热烈的气氛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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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技能练习，更多的是让群众了解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其修养的提升。各级文化单位要充分发挥

自身的职能，譬如公立的博物馆、艺术馆要定期举办音乐作品演出，

免费开放，让群众通过参观音乐作品演出，感受音乐艺术的美感，

提升其审美能力。此外，也要定期举办邀请音乐名家有针对性的开

展一些讲座或者免费培训，或针对中老年人，或针对学生，让群众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参与音乐欣赏和音乐学习当中。 

（三）开展公益性音乐培训 

除了在校园内开展音乐教育和政府机构举办相关活动以外，还

需要集中其他方面的力量，利用多种形式扩大音乐艺术普及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音乐艺术在群众中的影响。譬如通过政府机构和各

级音乐协会的合作，开展“音乐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活动，无论

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选择一个区域，定期开展公益性的音乐讲座和

培训，由相关政府单位组织，音乐协会和一些音乐爱好者负责讲授，

让群众对于音乐艺术产生更深入的了解，积极参与到音乐艺术的学

习当中，从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收到音乐艺术所蕴含的思想

内涵的影响，促进群众素养的提升。 

（四）大力开展音乐作品展，开阔群众视野 

普及群众音乐学习活动，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应想办法

让群众打开视野，广泛吸收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艺术精髓。文化馆

可以通过举办音乐作品展的方式，努力引进外地艺术作品，让当地

的音乐爱好者学习先进经验，与水平更高的人进行相互交流。通过

举办书画名家作品展，也开阔了广大群众的艺术眼界，提高了他们

的欣赏水平，激发了音乐爱好的音乐热情和创作自信心。音乐展的

不断举办，必将极大地推动包括广大专业音乐家和群众音乐爱好者

的学习和创作活动，进而能够促进群众音乐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

整体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结束语： 
音乐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然成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不

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

思想内涵，音乐艺术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

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同时在群众中普及音乐艺术也能促进群众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的

提升，促进群众整体素养的不断提升，从而构建更加和谐、更加文

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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