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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钢琴教学丛书》编委会

主 任：鲍蕙荞（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钢琴家）

副主任：赵晓生（上海音乐学院）

金 石（沈阳音乐学院）

蒋振瑞（武汉音乐学院）

编 委

王梅玲（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 朱咏北（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吕德玉（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唐重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但功浦（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 冯德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张昌年（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郑兴三（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俞 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王 珀（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蒋立平（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 李 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陶 诚（中国歌剧舞剧院）

鲍蕙荞是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

她从大学时代起，多次在国际国内钢琴比赛中获奖。作为钢琴演奏家，鲍蕙荞不仅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还曾出

访过奥地利、日本、新加坡、罗马尼亚、智利、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的演奏技巧娴熟、感情真挚、刚柔相济、光彩夺

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深受世界各国同行和听众的好评。

她历任中国各届钢琴比赛的评委，还两次应邀担任国际比赛评委：第14届路易斯·西加尔国际钢琴比赛评委和第6届阿

瑟·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师比赛评委。

近年来，她的音乐活动更加繁忙，1991年成功地出访东欧，1992年作为“大陆艺术家代表团”成员，成为第一批访问台湾

的文化使者，1992年还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最高奖——“中国金唱片奖”。

鲍蕙荞从1970年起，一直任中国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员。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同时还是中国音乐

家协会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电子钢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及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当选为中

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鲍蕙荞已被列入《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外妇女名人》等近20种辞书。她被美国传记文学院董事会主席亲自提名，入选

《500名卓有成就的首席演奏家》一书。她也是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Who’s Who in the World一书的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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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薇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钢琴讲师、音乐舞蹈学院科研

骨干教师。全国高考广东省音乐联考考官、全国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高级考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优秀

音乐家”。

先后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和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获钢琴教学法专业硕士学位。先

后师从刘佳教授、黄天东教授和赵晓生教授，并得到但昭义

教授的悉心教导。

主持广东省表演艺术教指委课题 1 项及院级课题 2

项。出版专著《钢琴教学艺术理论与改革研究》。全国高校

音乐专业钢琴教学丛书副主编及广东省高职高专钢琴分级

教程副主编。发表专业论文12篇。

荣获2017全国高校钢琴大赛广东赛区独奏一等奖、四

手联弹及双钢琴二等奖，并于2007年、2011年两次荣获中国教育学会全国高校音乐教育教师钢琴比赛

独奏二等奖，广东省“TOYAMA”钢琴比赛专业组第三名，西北地区“柏斯杯”青少年钢琴比赛公开组第

三名。

曾在广东省星海音乐厅、东莞玉兰大剧院成功举办钢琴音乐会。参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节

演出。组织“仲夏乐韵”师生音乐会、“乐韵华章”教学实践音乐会。指导学生钢琴独奏音乐会3场。与

多位音乐家合作演出并录制唱片。

多次荣获广外艺教学评教一等奖和国内外各项钢琴比赛“优秀导师奖”。指导学生曾获教育部主

办的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希望之星”乐器演奏十佳。指导学生3

次摘得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钢琴比赛广东赛区

独奏一等奖、第五届欧米勒国际钢琴公开赛高校专业组广东赛区季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张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钢琴及钢琴即兴伴奏讲

师、音乐舞蹈学院骨干教师。全国高考广东省音乐联

考考官、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广东省音乐家协

会会员。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获钢琴演奏文学

硕士学位，先后师从刘寿延教授和周奇迅教授。

在各核心期刊发表关于钢琴演奏及钢琴即兴伴奏

方面的论文数篇。作为钢琴演奏讲师同时，还兼任声

乐艺术指导老师，多次在指导合唱团及独唱演唱比赛

中获得国家级及省级金奖。



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钢琴”这件过去令人望而生畏的、昂贵而陌生

的乐器，正在越来越广泛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有数以万计的琴童，还有

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包括老年人）都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汲取知识、提高修养、

得到快乐。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社会对钢琴教材日益增长的

需求，及时组织全国各地音乐院校的专家、教授、钢琴教师编订了这套“21世

纪钢琴教学丛书”，受到了广大钢琴爱好者、钢琴教师、琴童和钢琴专业学生由

衷的欢迎。

这套丛书内容丰富、翔实，既包括了作曲家们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创作

的大量练习曲集（如《拜厄钢琴基本教程》“车尔尼钢琴练习曲”系列以及布格缪

勒、杜维诺依、莱蒙等作曲家的练习曲集等），还包括了训练主体思维所必须学

习的复调音乐（如巴赫的作品集），同时还包括了儿童与成人都可以弹奏的教材

（如《小奏鸣曲集（教学版）》《中外钢琴名曲》《中国钢琴小曲集（教学版）》等）。

此外，还有为钢琴专业学生及学习程度较深的钢琴爱好者编订的莫扎特、海顿、

贝多芬、肖邦、李斯特、德彪西等大师的钢琴曲选。

这套丛书的最可贵之处在于，每一册教材的编订者不仅在前言中对作曲家

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大致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而且在每一首作品的前后，对

“速度”“调性与曲式”“音乐情绪”和“训练要点”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因此，

“21世纪钢琴教学丛书”不论对于钢琴教师、专业学生，抑或对于钢琴爱好者、

琴童来说，都将是一套极具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教材。

我衷心祝贺“21世纪钢琴教学丛书”的编订和出版，并感谢所有为之付出

过心血和辛勤劳动的人们，同时深信，在今后的岁月里，这套丛书将得到不断的

完善。

鲍蕙荞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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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弗里德里希·布格缪勒是 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钢琴教育家之一，他

之所以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创作的许多儿童练习曲，这些高质量的

钢琴学习曲目，极大地体现了儿童钢琴教育的特性，也反映了儿童学琴的特点，

两百多年来能流传在钢琴教育界是必然的。本教材《布格缪勒钢琴进阶练习曲

25首》（双钢琴版），是布格缪勒钢琴练习曲里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钢琴教育

教学重要的文献之一。

学习本教材首先是了解和掌握作品的“标题性—形象性”。布格缪勒的这

部练习曲不同于车尔尼和哈农的纯粹技巧性练习曲，儿童音乐思维极其注重形

象性，完全抽象的声音运动难以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布

格缪勒的这部练习曲，却能够把技术性训练和音乐性要求结合起来，这是这部

教材优胜的地方。标题性带来比较稳定的想像方向，也为钢琴教师讲解作品准

备了很好的前提；而形象性则为琴童学习音乐激起兴趣、引发想像带来极大的

好处。一般来说，音乐形象可以分为“物质性形象”“情绪性形象”“风格性形象”

“哲理性形象”。“物质性形象”，如本集里的“清澈的溪水”“娇嫩的花”“鹡鸰”“燕

子”“骑士”“美姿”“前进”“行猎”等在日常生活里可看见、可亲近、可触摸的对

象；“情绪性形象”，如本集里的“坦诉”“忧伤”“烦恼”“安慰”“天真烂漫”等可以

了解和认识的人类情感或情绪经历；“风格性形象”，如本集里的“阿拉伯风格

曲”“牧歌”“叙事曲”“圣母颂”“塔兰泰拉舞曲”“天使的歌声”“斯提利亚人”等能

够感知的音乐风格特点和文化属性；“哲理性形象”这一类比较抽象的音乐形

象，本集中基本没有，这也是照顾到儿童特点的安排。学习这部练习曲，当然要

求有初步技术基础，最好在学习完车尔尼599和849练习曲之后进行；同时也有

音乐性要求，希望能够在“标题性—形象性”上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讲解，是大有

益于学习进步的。

其次是“协调性—合作性”的要求。布格缪勒为双钢琴创作的这部练习曲

作品，一方面可以提高音乐趣味性，一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即“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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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作性”。双钢琴演奏在欧洲起源很早，传入我国时间则不长，它是钢琴重

奏的形式之一，但又不同于四手联弹。在两架钢琴合作的情况下，必然的要求

是协调均衡，包括节奏、节拍、速度、音响的协调一致，也包括风格、趣味、韵律的

协调一致，这就要求两位演奏者有相近的音乐素质、相近的钢琴技术；同时更要

有合作的意识，包括演奏中的细节提示，如表情、眼神、手势等，通过排练学习过

程，这些都应该获得很好的解决。双钢琴演奏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两

台钢琴最好挑选同一牌子（厂家）、同一形制（立式或卧式）、甚至同一年代的产

品，以尽可能取得钢琴音色、声音厚薄等方面的一致和均衡。双钢琴演奏能够

创造出如乐队一般的音响，其音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琴童、甚至成年人来

说，都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音乐体验，而不仅仅是技巧训练。

本教材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适用性—普及性”。我国有数千万钢琴学习者，

毫无疑问是一个钢琴教育大国，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数百年来的钢琴艺术和钢琴

教育，也需要有自己的教育教学建设，作为 21世纪钢琴教学丛书（教学版），有

国内许多优秀的钢琴教育家执掌把关，也有基层工作的一线钢琴教师参与编

写，既照顾到专业性，也注意了普及性，在选材和编写方面是极富水准的。布格

缪勒的这部教材在全部丛书中，由两位在一线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编写，选材

得当，解释准确，文字精练，每一首都附有速度、曲式、调性和训练要点的解释，

表现出非常专业的水平，具有适用性和普及性。如本丛书主编鲍惠荞女士所

说，它对于钢琴教师、专业学生或钢琴爱好者、一般琴童，都是一套极具适用价

值和指导意义的好教材。

感谢布格缪勒在十分重视技巧的时代写下的这部作品！

感谢鲍惠荞女士等国内钢琴界专家教授的专业指导！

感谢本集编者孙薇、张茵老师的出色工作！

罗艺峰

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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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弗里德里希·布格缪勒（Johann Friedrich Franz Burgmüller，1806—

1874） 德国作曲家。创作了许多演奏风格轻松典雅的沙龙音乐，也为少年儿

童创作了一些钢琴练习曲集。这些练习曲短小生动，对事物和情感的描绘非常

细腻，意境明晰，突破了以纯技术训练为目标、枯燥单一的手指练习，集技术性

和趣味性为一体。

布格缪勒作品100号共25首练习曲，各曲都采用较短小的曲式结构。作曲

家还给每首乐曲都加有一个标题，用以启发琴童对音乐的理解和想象。教师在

教学时不仅要考虑技术训练的课题，还要在音乐表现上提出要求。学习练习曲

作品 100号的琴童应具备初级钢琴弹奏的基础，方能在此教材中得到相应的

收效。

室内乐对于钢琴教学的重要意义已越来越被钢琴教师们所重视。本教材

可作为布格缪勒练习曲独奏之后的延伸教学，用于学生之间的二重奏训练，亦

可作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奏练习。通过两架钢琴的结合练习，不但能够培养

琴童的合作意识，而且有利于激发孩子们的音乐表现欲望，加强乐感，使音乐更

有张力。

孙薇

2017年8月10日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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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 坦诉（La Candeur）
 速度 Allegro moderator

 调性与曲式

C大调 二段式

 训练要点

这是一首中等速度、优美流畅的乐曲。除了要把左右手的八分音符音型弹得均匀流畅外，还应根

据乐曲的意境控制手指下键的音色，将音乐线条和节奏韵律感演奏出来。第13小节右手的两个声部，

注意高音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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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 阿拉伯风格曲（L’Arabesque）
 速度 Allegro scherzando

 调性与曲式

a小调 三段式

 训练要点

“阿拉伯风格”在音乐上是指“像蔓草花纹那样富有华丽装饰的乐曲”。此曲性格活泼、积极向上、

音色明亮。需对左右手的十六分音符做针对性训练，五音组的快速音型除需手指主动积极外，还要用

一个“落—提”动作带动。左手的柱式和弦要将二拍子的节拍重音弹奏出来，注意力度变化，使音乐更

富有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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