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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巴赫复调音乐演奏风格 
——以《E 大调前奏曲和赋格》为例 

◆李  遨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225） 

 
摘要：J•S 巴赫在欧洲史上影响深远，在复调音乐的领域更是发展到了高
度完美的地步，其创作的《平均律键盘曲集》更是广泛深刻地反应了其

艺术实质。其中《平均律键盘曲集》充分展现了巴赫对复调音乐技法的

高超运用，达到令人叹服的地步。《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九首《E 大调前
奏曲与赋格曲》带有了田园风味，充满了对上帝的崇敬之感，体现了巴

赫作品的宗教性和世俗性，是属于《平均律键盘曲集》中最基础的演奏

技法的一首曲子。通过本文分析研究此曲的风格特征、演奏的奏法以及
其音乐中宗教性的影响等来浅析巴赫的复调音乐演奏风格，希望以后能

够对演奏者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前奏曲与赋格曲；演奏风格 
 

 

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E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曲》 
巴赫是一个音乐家族的姓氏，两个世纪以来音乐作为他们家

族世代相传的手艺相流传，他们家族出现了不少的著名音乐家。
巴赫生活的时代是宗教思想深深渗透人们思想和言行的时代。巴
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是研究巴赫和巴洛克音乐、复调音乐的
重要文献，也是当代钢琴学习这不可绕过的音乐高峰。 

本曲是《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一卷中第九首《E 大调前奏曲
和赋格》右手一开端便是鲜明的主题，而这主题便是由 EM 分解
和弦构成的材料，成为前奏曲的核心材料，并不断的连续的在高
中低三个声部中反复交织，自我复制。赋格部是三声部音乐，调
性与前奏曲统一，在乐曲中经过多次的转调、离调，最终结束在
主调上，共 29 小节。全曲的发展动机是由急进的旋律构成，充
满了活泼的气氛，其主题的十六分音符决定着此曲的性格。 

二.《E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演奏要求与风格 
巴赫的钢琴曲都是为古钢琴而作的，古钢琴的音色与当世钢

琴的音色大不相同，要用当代的钢琴来演奏《平均律键盘曲集》
以到达古代演奏的风格，那便对演奏者有了很高的要求，包括力
度、节奏、音色、触键、踏板、装饰音、句法等问题。在练习时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读谱”，不仅仅是弹出来，而是要真正
的读懂它。在与现代技巧相比，巴洛克时期的指法较少用到拇指，
而《平均律键盘曲集》正好解放了拇指，所以指法是在此曲的练
习中，演奏中都很重要的一点。 

此曲三声部复调音乐，《平均律键盘曲》中每个调的前奏曲
与赋格篇幅较小，其力度变化幅度虽不大，但是复调声部的进行
要求力度层层分明。当高声部与其他声部有着比较大一点的间距
时，往往可以让高声部用飘柔的声音歌唱，当两个声部音区交织
时必然要让主要声部清楚。特别是两个线条纠缠在一路时，通常
会以较小时值组成流动作为配景而淡化，比如以下的乐句 

 
 
 
 
 
由于古钢琴的的构造及发声原理决定了乐器音量小，那么我

们在演奏时不能采取从弱直接到强这样的表达方式，力度的变化
以阶梯式为主，且在演奏时需要用阶梯形式力度处理的方式，一
层一层的渐强渐弱。这更契合巴赫及巴洛克音乐的布局性和结构
性，而不是像浪漫派音乐中的语言性。由于各声部的主次不同，
所以在力度上的差别，演奏者也必须清晰的弹奏出来，突出主题。
此曲的演奏几乎是用不到踏板的。古钢琴是没有制音器踏板的，
在声音的延续上比不上当代有延音踏板的钢琴，当代钢琴踏板的
功能极大的丰富了音乐色彩的变化，但是在巴赫作品的演奏中注
重手指的独立性，靠手指来完成各声部旋律的走向。在演奏巴赫
大多的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靠双手去连。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踏
板时要极度小心严谨，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踏板：第一点是

我们的手指在难以达到连奏的演奏效果时，可以巧妙地去使用延
音踏板。可是这时踏板要踩得很短，要用踏板抓住前一个音的音
尾与下一个音的音头连接起来。第二点是当我们在演奏时需要一
种饱满和歌唱的声音时，也是可以使用右踏板的。延音踏板可以
用来美化音质，当我们演奏时值较长的音或者旋律性较强的句子
时，巧妙地运用右踏板就可以使声音越发的有歌唱性、细腻。弱
音踏板不仅能做出力度的变化，还能呈现出音色的变化。踏板的
应用在巴赫的音乐演奏中是与其他作品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
们在使用踏板时必然要严谨，不可以滥用，一面来说不仅会影响
各声部间线条的进行，还会破坏了音乐的整体的布局结构。 

此曲在演奏时的触键不是平时敲击的声音。因为古钢琴与当
代钢琴的建造原料的差异，在演奏时的触键便成为难点。在触键
上要使声音柔和。所以准确的触键方式对于正确的演奏以及表达
巴赫作品的风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巴赫的整体作品中的装
饰音都是比较难掌握的，弹奏时不能太有颗粒性、太强、太快、
太华丽。 

三.弹奏中的感悟 
对巴赫作品进行全面的熟练掌握，应该对巴洛克精神在人文

背景上进行研究。巴洛克时期矛盾重重，在宗教思想深入人心的
世道，将文艺复兴以前的哥特风格唤醒，这种风格主要的特点在
于不平衡，在音乐的各方面都具有动力感存在，其主要追求笼统，
逻辑，以及推理的理性崇尚，在学习过程中取各家之长，自己去
理解体会，演奏中还可以适当的融入个人感情进行二度创作。 

巴赫的时代是被宗教思想所统治的时代，而巴赫生活的环境
一直是教堂，其音乐作品几乎是为教堂而作的，巴赫音乐的宗教
性是无容置疑的。音乐中充满了肃穆与虔诚。同时巴赫的音乐语
汇充分的表现了世俗人们喜怒哀乐的情绪，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精
神。巴赫的钢琴曲都是复调音乐，是属于巴洛克时期典型的音乐
作品，从巴赫的键盘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世俗的生活气息和人情
味。有学者认为这一世俗性是包容在宗教性的整体之中的一种生
活气息的表现，但是我个人认为恰恰相反，宗教或许是包容在世
俗当中的，是世俗整体之中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处于那样的时
代之中，我想巴赫的音乐更多的一定是宗教性的，这一点是不可
否认的。无论如何我想真真的巴赫所想要表达的却不仅仅是这么
看似简单的音符，其音乐内涵，思想，以及所要表达的内容当真
是需要好好的思考一番。 

此首作品《E 大调前奏曲和赋格》选自巴赫的《平均律键盘
曲集》，无论是从技巧上还是音乐中所蕴含着的宗教性和世俗性
都充分展现出了巴赫多声部音乐的特点。对于后人研究和发展复
调音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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