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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论钢琴演奏中各器官配合的重要性 
◆李艳妮 

（烟台第一职业中专  山东省烟台市  264001） 

 
摘要：几乎所有弹钢琴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学钢琴是用时间堆出

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比较片面。设想，在没有目的，没有正

确方法的指导下去用时间堆，不仅没有多大的进步，反而会养成一些阻

碍进步的坏习惯。我们不妨给这句话加上一个前提:“学琴是在充分利用

好脑，眼，手，耳各器官的基础上，用时间堆出来的。”的确如此，弹琴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脑、眼、手，耳积极合理配合的运动过程。 

 

 

正文 
一、脑在练琴中的重要作用 
脑是眼、手、耳的基础，也是信息反馈后的分析、判断并发

出指令的中心。练琴，首先要有目的，这是脑最重要的任务。弹
琴者要知道为什么弹？有了正确的动机才有弹琴的积极主动性，
才不会感觉是被逼迫着弹琴。其次要知道弹的是什么？在这个问
题的趋使下，让弹琴者去了解乐谱，了解乐曲的历史背景、作者、
风格，进而去认真读谱，如乐谱上标明的各种速度，力度、表记
号、指法规律等。然后要知道怎样去弹？这就要求我们对作品进
行析。比如:把握乐曲的曲式结构、划分段落、区别出段与段、
句与句之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对一些细微的变化加以重视;要
理解作曲家的图，进行句法和触键上的基本定位。进行这样的工
作， 看似繁琐，其实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目的明确，既节省了
熟悉乐谱的时间，又不会在具体的弹奏中因一些细小的差别而出
错，或者是弹出音响后才知道错了，出现打结、停顿等现象。 

在力度的层次问题上，大脑也要进行分析和归纳.在弹奏时，
一般比较注意乐曲进行中呈现在眼前的力度记号，并随之在触键
上做相应的变化。孰不知这样做很可能注意了局部而忽略了整体;
因为乐曲中所有的力度术语都是为完整的一首乐曲服务的，它们
相互之间应该环环相扣，就如诗中的起、承、转、合，是在一个
总的体系内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按乐曲进行的顺序
将力度术语公式化地排列出来，在我们眼前就清楚地呈现出一条
力度的纵向弧度和横向线条，根据这个线条结合乐曲风格的要求
进行力度层次的处理。 

二、眼在练琴中的调节功能 
脑走在眼的前面，眼走在手的前面，眼是手在练琴时的得力

助手，它不仅能检查、帮助手准确地进行到所要到达的音位，熟
练把握好跳动时的手的位置感，还能检查手弹奏时的触键和运动
的协调性等。 

在检查手的弹奏时，可以采用先分手练习，让眼睛能集中去
注意调整手的弹奏动作，分手练熟后再双手合作。最初的合作由
于另一只手的加入，很可能给弹奏中增加配合上的困难，顾此失
彼，使练好的手又在动作上的变形；这时眼睛可以将重点放在检
查其中一只手上而附带关照到另一只手，在反复练习得到巩固后
再进行交换。然后同时注意双手的分工和协调，让眼睛养成集中
和分散检查双手的习惯。 

眼睛要学会永远不要留在手已弹到的音位上，而是手到此音
眼睛已去捕捉下一个音位。 

三、手在练琴中的运用 
手的弹奏是实现乐音的具体途径。它既要有目的性、把位感，

又要有运动倾向性和应变的能力。 
1.手弹奏时要有目的性、把位感，手指头要像长有眼睛似的

有指向 
(1)在音阶、琶音的练习中，要注意穿指和跨指的准备以及在

完成穿指和跨指的同时，其他手指的迅速到位。在双音、和弦连
续进行中，应注意在前一个和弦弹出、手臂带动手指离键时，后
一个和弦的手指把位要准备到位。 

(2)在单音、双音，和弦的跳动中，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两音间采取贴键进行的方式一掠而过。此时是手指已明确准备
好下一个音或一组音的状态下，手腕贴键一带就到达下一个音
位。手腕的带动动作是一个很小的近似于直线的弧形，切忌手指
无目的地任凭手腕直线地迅速横向移动，这种运动极易造成为了
准确到位而控制手的快速移动使肌肉突然紧张变硬。另一种是在
两个远距离的和弦跳动中，手腕的弧度可以用一个抛物线来进
行，使两个和弦得以连接。此时的大臂，手腕既要放松又要有肯
定性，也就是有控制地放松。在这个跳动练习中，要密切注意手
的动作大小。 

2、手弹奏时还要有运动倾向性和应变的能力 
(1)在手指的跑动中，要注意手指是在整个手乃至身体的带动

下，有倾向性的重心转移。手指和整个手的关系就好比人的身体
和腿、脚之间的关系。人在行进时，身体的移动需要脚的迈步才
能实现，而脚的迈步又需要身体和腿的配合。这是一种整体协调
进行的趋势。弹琴中手的运用也是如此，并且要特别注意手指跑
动时上、下行的交接点，此处既是重心转移的关节点，也是手和
身心放松的关键。 

(2)学会分析句子的音型组合，这对于手具备根据音型的变化
随时应变的能力很有好处。 

每首乐曲都是由音符组成不同的技术组合来形成的，而出错
音、打结、停顿的现象恰恰就发生在这些组合的交接点上。其实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出错，而是由于脑没有提前想到
在句子的什么地方，音型将从此时变成另一种音型的思维准备，
没有指令从此时的一种音型运动调整为后一种音型的运动状态，
手的应变就很迟缓，因而出现错音、打结、停顿等现象。让手养
成良好的应变力，脑一定要走在手的前面，做到心中有数，提前
做好心理准备，并指令和调整手进行音型的变化及适应。这一点
对于把握乐曲的完整、流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开始练习时就应按演奏所要求的触键来
进行，只是将音与音的时间间隔拉开，速度放慢，触键的感觉不
能因为识谱或练习而采用与演奏不一致的弹奏状态，即使是做力
度、表情术语的处理，也可以在识谱中尽量去做，最好不要在弹
熟后再来调整手的触键状态。这就好比手从一种弹奏状态进行到
另一种弹奏状态，其实是走了弯路，费了双倍的精力和时间。但
在解决乐曲中的困难乐段所进行的各种特殊手指练习除外。 

四、耳在练琴中的运用 
耳朵是脑做分析，判断的监听器，也是自己练琴时的老师。 
弹琴要学会倾听，倾听自己弹奏的声音的对错，音的质量、

音色、节奏的对错等，并且要善于建立良好的声音概念。这样在
弹奏中才有对比，才知道自己是否弹对，还差多少，才会进行弹
奏动作的自我调整，向正确的方向靠拢。 

潘一鸣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教师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教会
学生弹会那些曲子，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治学之道——在没有老
师的情况下自我修行的技巧和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就应该是
弹琴者在充分运用好脑、眼、手、耳的基础上进行良好循环的结
果，而每一次的循环都是一自我的过滤，更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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