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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音乐作为人类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方式，在某种程

度上与语言相似，它有长句与短句的分别，在不同的情

感条件下其语意起承转合不同，能够通过独特的方式将

不同的情感或故事展现出来，所以音乐的表达也有交流

的意味，而在钢琴演奏过程中，呼吸方式的正确运用尤

为重要，能够使观赏者在循序渐进中，体会到音乐的思

想、感情和深刻内涵。

一、钢琴演奏中的呼吸

钢琴演奏中的呼吸通常与乐句和情感有关，对于钢

琴演奏者而言，需要在掌握全篇乐句含义与作用的前提

下，才能将其恰到好处的演奏出来。其中乐段指的是单

一主题陈述下的音乐结构，乐段可以分成两个结构，其

中就是乐句和乐句的划分。在演奏过程中，不仅要仔细

琢磨并感受整个乐曲的含义，还要将不同的音符与乐句

逐个推敲出来，这样才能明确它们在曲目当中的作用这

个过程需要演奏者具备良好的感知能力，有些乐曲因为

有着较为复杂的创作结构，可能乐句会难以理解，但是

所有作品的旋律都是通过乐句组成的，要想合理划分好

乐句，可以从和声的角度初步着手。

通常情况下，演奏者在进行呼吸上的调整时，需要

结合音乐本身的节奏进行，这个时候的着重点在于情感，

比如在展现较强抒情性的句子时，要注意保持节奏的稳

定。如果要呈现的是情绪强烈的句子时，需要加快呼吸

节奏，而到了演奏的高潮阶段，一般需要演奏者有着情

绪的宣泄，这个时候呼吸要带有一定的深刻性。总之，

无论旋律怎样变化，演奏者乐句要与自身的呼吸协调 [1]。

另外，演奏者可以在确保乐曲完整呈现的前提下，以清

唱的方式正确理解乐句，从而在情感表达的过程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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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乐句或者最后的演奏效果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二、呼吸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的重要性

正确的呼吸不但可以保证乐曲情感的正确表达与音

色表现，而且能够很好地渲染整体风格。在演奏的过程

中，为了使作品完美呈现，演奏者需要重视音色与踏板

等地方的处理，不过偶尔可能会因为着重点不同，影响

了“呼吸”的效果。因此，在演奏过程中要学会结合乐

曲带有的不同风格，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调整。

例如，在表达巴洛克时期的钢琴曲目时，演奏者要

对其层次结构与旋律声部进行初步了解，同时要明确巴

洛克时期的装饰音是怎样的。在演奏过程中，演奏者的

手指要保持轻柔，在实现指尖灵敏的同时，手部动作也

要简洁，所以呼吸上需要带有层次。当然，需要演奏者

经过系统全面的学习才能对其风格和特点产生具象和全

面的理解，也在呈现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作品的时候会更

加贴近时代特点和风格；而如果要表达的是肖邦的作品，

基于他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类型，在其作品表现

中需要注重精致考究，手指触键的时候要优雅而均匀，

音色的表达需要有巧妙的变化和层次丰富的情感性，尤

其是抒情性的作品，演奏者的呼吸要平稳而悠长 [2]。

因此，在作品的演奏之前，演奏者需要对不同的作品

特点进行仔细的分析与把握，从而确定呼吸方式，这样才

能准确表达出其中的韵味。同时在演奏过程中，还要结合

作品的内容选择恰当的弹奏方式、触键方式与呼吸方式。

演奏者的呼吸不但要与演奏曲目之间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

而且要结合其背景与旋律走向等重要元素来进行展现。例

如，如果是要呈现带有伟岸特征的音乐作品时，演奏者需

要保持呼吸沉稳，注重发挥腰部力量，从而迸发出一定的

张力，同时利用这样的状态来调整指尖在按键时的力度。

除此之外，演奏者对钢琴作品的音乐知识要有充分

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正式对相关文献或是演奏资料的

搜集与借鉴，从而对不同风格的作品产生更加深入的认

识，这样有利于思维方式的扩展，能够帮助自己掌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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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环境与不同地方对于作品风格的影响，在演奏的

时候可以处理得更加游刃有余。

三、钢琴弹奏中“呼吸”的实践表达

要想正确表达出音乐作品的内涵，需要对音符构成

的乐句和情感内涵有深刻的了解。就像是人们说话，通

过音乐语言将作品内容展现出来的同时，要将其中心思

想与内在情感正确地表达出来，通常情况下，钢琴演奏

中“呼吸”的实践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乐曲的特征与情感

每一首乐曲都带有其独特的音乐特点与音乐氛围，

例如，作品基调是有轻松欢快的，有安静内敛的类型，

有忧伤且浪漫的类型，也有激情洋溢的类型。因此，演

奏者需要对演奏曲目有正确的了解，在明确其创作背景

的基础上，研究作者在创作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接

着对乐曲当中的情感表达与细节处理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而确定适合的演奏方式来调整演奏中呼吸方式 [3]。

2. 乐句的正确表现

乐谱是作品创作者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精华，上面

记录着他们想要传达的所有信息，演奏者需要结合其创

作动机和主题形式，对乐句展开合理的划分，演奏的时

候，需要注重对那些重复或是相似乐句的处理，因为它

们在表达的过程中需要产生变化，就像人们在说话的时

候同样的语言文字却是为了表达不同的感情或含义。所

以在弹奏过程中随着语调、音量或者音色处理的一定变

化，从而引发听众共鸣，以免表达作品时显得呆板无趣。

同时更重要的是素材方面的积累，演奏者也可以在

闲暇之余找一些经典的好作品进行鉴赏，从而对趋同的

乐句产生新的认识，通过对其他演奏者在面对不同乐句

时采用的呼吸方式，不断改进修正从而提升自我。在分

析乐句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清唱与弹奏旋律结合的方式

来实现自我提升，反复的呼吸训练有助于演奏者对乐句

的划分产生更深刻的体会，尤其是旋律的表达，要注意

保证首尾衔接，前一段要自然地与后一段连接起来，这

个过程中呼吸的重点是结合演奏者手腕的相关动作进行，

虽然是基本的技巧，但是在任何阶段都需要锻炼，从而

做到演奏过程的自然灵活表现。

3. 明确乐句的上下起伏

乐曲的演奏之前要对乐句进行合理的划分，明确句

头、句中以及句尾的起伏点，从而有针对性的调整呼吸方

式。通常情况下，乐句前头的要使用强节奏，从而带领观

众迅速进入状态，不过这个强度要适度，主要是结合乐曲

的情感进行表达，不能太强，要能够自然地吸引观众的注

意力，而乐句的结尾部分则尽量弱些，不过一些附加特殊

表现特点的除外。例如，有着渐强标记的乐句和风格鲜明

的曲目中，在结尾处可能需要加强，而多数乐句则采用渐

弱的方式进行收尾，并巧妙“提起”，从而发挥承上启下

的作用，不但可以有效表达出前一句的情感，有可以自然

地衔接出下一句，引领观众渐入佳境[4]。优秀的演奏者能

够在收尾的地方很好的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音乐素养与情感

表现，同时可以设计出良好的结尾使整个作品焕发生机。

4. 重视表情记号

在演奏者对乐句和乐曲表达的情感产生了一定的认

识之后，对于它的结构与风格会有更加清晰的理解，这

个时候，还要注意对乐曲中有着表情标记的地方进行认

真的研究，这些地方往往与全篇乐曲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需要演奏者将每一个乐句的发展趋势进行仔细的推敲，

从而找到曲目的生命力所在，来探寻不同情感下的乐句

以怎样的呼吸方式展现出的效果最佳，在演奏的时候能

够更好地把握演奏重点。

5. 合理利用伴奏和旋律的辅助

演奏者通常对于曲目的旋律都非常重视，无论是自

己表达作品的时候，还是观赏其他人演奏的作品，都会

对这一点格外重视，事实上，伴奏也十分重要，因为伴

奏可以使旋律的表达更具魅力，实现锦上添花。一般而

言，伴奏声部的表达需要尽可能地清透，此时的呼吸要

放松沉稳，演奏者的手指贴近钢琴键盘，不过动作要小，

就算偶尔需要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节拍，也要结合旋律声

部不断调整优化呼吸力度，演奏者在明确了旋律与伴奏

的意义后，才会对乐曲的呼吸方式产生立体的认识，演

奏出的作品才会具备鲜明的主次关系与远近关系来形成

层次分明的整体，不然即便旋律的处理再巧妙，也很有

可能被不合适的伴奏影响整体效果，将乐曲的亮点蒙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钢琴演奏过程中的呼吸与乐句和情感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演奏的过程与人们说话的过程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乐曲的表达也想语言那样需要句子与句

子之间的呼吸停顿，同时呼吸也需要情感的支撑，不同

情感条件下呼吸的表现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钢琴

演奏过程中呼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践表达方式更

是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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