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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肖邦《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具有与众不同的曲式结构和独特的演奏风格，在音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简单的介绍了《b 小

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创作背景，重点对其演奏技法开展探究，以期深入体会肖邦谐谑曲的精神内涵，为关注此类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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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主调音乐的历史长河中，浪漫主义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肖邦

在该阶段做出了重大成就，展现了巧妙的演奏技法，尤其是高难度的跑

动技术，为音乐领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其中， 著名的代表作为

《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作品富有音乐性和技巧

性。因此，有必要对该作品的演奏技法进行积极的探索。 

1《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的创作背景分析 

一八一零年，“钢琴诗人”肖邦在波兰出生，生活在人民民族觉醒的

时代，其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一八三零年肖邦在西欧深造时，华沙起

义爆发，他遗憾自己没参加到斗争中，在听到胜利消息那一刻，他激动

不已。次年，在统治者的镇压下，起义走向失败，祖国沦亡，肖邦悲愤

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用音乐为祖国呐喊，表达自己的心情，释放自己

的情绪。在该背景下，创作了《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将自己的苦闷、

焦虑都融入到了音乐中，通过演奏《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等音乐，

将自身复杂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2 肖邦《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的演奏技法分析 

首先，《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的开头，前四小节和后四小节所使

用的和弦是不同的，前者借助了高音区尖锐的和弦，而后者借助低音有

力的和弦。虽然所使用的和弦不同，但是这两个小节都属于强奏，所持

续的时间比较长。笔者认为此种演奏技法是十分高超的，好似一颗炸弹

从天而降，让人一惊，打破了沉寂。若是不采用此种形式，而是强力按

压在琴键上，难以得到琴键的反弹力，无法实现良好的效果，也会致使

和弦缺乏说服力。从《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的第 9 节开始，先是突

强的记号，随后是弱的记号， 后是一连串跑动的音型，但其并不是随

意的跑动，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呈现了逐渐增强趋势。从 后句子来看，

其已经处于 强的状态，充分突出了主题。在第 9 小节中，第一个突强

实际上烘托了人们听到炮响声的氛围，在此之前是安静的，突强技巧的

运用，暗示人们突然警醒。逐渐加强则说明了因为听到炮响声，人们开

始奔跑，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所以加快了跑的速度，甚至跳起，以免受

到攻击。在实际弹奏中，在重音之后，就将手放松下来，其力量主要是

施加在重拍区域。该演奏形式，一方面可做到放松，另一方面能够保证

清晰的感觉一直存留，也为后续的弹奏奠定了基础。若是每个音都高抬

指，会造成手部疲乏，难以保证接下来的弹奏效果。 

其次，下行音阶跑动。在肖邦《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的演奏中，

三个重音和弦之上是乐句结束的位置。在此之后，开始以左右手交替的

方式进行弹奏。在该过程中， 终结束乐段的位置为弱音。与肖邦《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开头的跑动相比，其是比较特殊的，以下行跑动

为主，之所以运用这样的演奏形式，主要是为了表明事情发生的动变。

在奋力奔跑中，人们感觉效用不大，所以开始借助武器进行反攻，朝敌

人逼近。在整部作品中， 后三个和弦所发挥的作用是重大的，其暗示

着全部人员向敌军攻击了 3 次，轰轰烈烈，如同仍了 3 次炸弹一般。在

之后的宁静中，人们发现敌人还在，然后又继续攻击，想打败敌人，但

却没有成功，看到的却是牺牲的同伴。他们痛苦万分，悲痛欲绝，在继

续的战争中，其需要不断逃跑。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反复记号。与整个

主题是相符的。在高潮阶段，出现了 强的标记，此处对演奏技巧要求

极高，需要手指手腕进行默契的配合，保证弹奏的均 。在人们逃跑中，

敌人还在攻击，场面也越来越混乱，此处与开头的场景一致。所以，采

用了相同的演奏技法，突强后放松，在演奏过程中只在和弦上出重音，

不让手指单独发力。对于有跨度的地方，为了避免过于紧张，仅仅是借

助大拇指做落键的动作，而其他的需要用手臂做抬起的动作，促使弹奏

继续进行，实现放松，强化弹奏效果。 

再次，摇篮曲的这一段，是对想象的叙述。在混乱的战争中，人们

胆战心惊，身心疲惫，想着敌人能够停止攻击，自己歇一歇，然后互相

关怀和搀扶，希望孩子没有受到伤害。在此段之后，说明了想象终究是

想象，敌人并没有撤退，攻击声不断，安静的气氛被打破，美好的幻想

破灭，人们还在继续逃跑，此处所使用的技法是与第一乐段相同的。 

后，尾声的到来。fff 的地方用了 9 个相同的七和弦，暗示着高

超，处于生死决斗阶段。 后一句用连续下行的分解和弦，暗示着人们

不惧怕攻击和奋力拼搏。半音阶上行仿佛大家齐心协力，在咆哮声和炮

声中结束。在《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此段是 困难的部分，应注意

重音的位置，其在第二拍，这就要求在前一拍弹奏之时，做到轻轻地触

键，ff 的地方要做渐强。 后一句因为五指较弱，因此要先慢练，确保

小指具有良好的独立性。 

总而言之，肖邦是一位感性音乐家，有很多作品都是借音乐抒发情

感的。其中，《b 小调第一钢琴谐谑曲》就是 著名的一部，借助完善的

演奏技巧表达了肖邦爱国主义情怀，是难度较高的钢琴曲目，值得学习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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