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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的是钢琴演奏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个人的，但这些经验与其他钢琴师都有关，专业的也好
非专业的也好，所以说这不是我的传记。
弹琴时的身体反应与音乐其他诸方面的关系，要涉及知性、思想、情感。
人们普遍认为以上几点都与音乐分不开，也就是身体与思想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这是我最感
兴趣的。
我想集中研究专业经验，因为我对此最为了解，还因为当下的非专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专业标
准，但我心中的读者不仅有琴手，还有听众。
我当然不想告诉钢琴家如何弹琴。
虽然说这里自然要有我个人的喜好，但我至少把个人的东西控制在最低限度。
不少有效的方法都可以引领我们走入钢琴及其曲目——如果我偶尔发现有些方法并非行之有效，我也
不想指手画脚，更不想总是坚持己见。
我在这里最想做的是，将各种演奏经验传输出去，自然要写演奏时碰到的折磨与欢喜。
　　以炫耀的风格写出充满灵感的文字，这是个很大的诱惑，其强度如同任何有事业心的钢琴家想要
弹琴。
不过，我一读到这样的文字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强烈的感情通过被稀释的文字变得矫揉造作，于是
我不去理睬那强烈的感情。
我推崇铺张的风格，我也为各种宏大的理论所诱惑。
但我对有些教师还是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声称发明出了唯一有效的方法，能使年轻的演奏者表现出
他们最优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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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世界上的乐器里，钢琴是其中最有才能最有力量被人误解最深的——总是弹钢琴的那些人对钢
琴也有误解。
在《钢琴笔记》里，2003年国家图书批评奖候选人，世界上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之一，查尔斯·罗森以
其一生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带我们走入钢琴演奏的未知世界，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你在这里将要了解音符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和弦为什么能打动我们，钢琴——调性的英雄和“恶
汉”——如何塑造出西方音乐的走向，钢琴为什么又要面对强烈的挑战。
罗森还要为我们解释贝多芬如何用大脑作曲，但莫扎特对此连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在拉威尔的音乐里
没有极强音，为什么琴手的动作能造成重要的戏剧效果但仅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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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尔斯·罗森，是音乐会钢琴家和音乐评论家。
他两度成为格莱美奖候选人，他的主要著作《古典音乐风格》获国家图书奖。
他生活在纽约市和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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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钢琴的右手和居中的踏板可能要调整才行，但麻烦的程度远不如调整柔音踏板。
右边的延音踏板反应过于敏感也能造成麻烦，今天有很多钢琴把右踏板有意设计得过分敏感。
如果是在弹最新款式的钢琴，你刚把脚放在踏板上，踏板马上就能做出回应。
所以说，不用踏板的时候一定把脚抬起来，或者使脚稍稍离开踏板，但这能使你的脚踝疲劳，影响演
出效果。
换上老一点的钢琴，踏板多少都有点抵抗，借助这一特点更容易判断将踏板踩下的深度。
仅仅使用减音器稍稍抬高但又留下最小接触的所谓半踏板，能造成声音流淌的效果，而且能够持续流
淌下去，不会变得浑浊。
利用延音踏板也能产生陌生的明显的效果：如果你踩下踏板，以众多音符弹奏很响亮的和弦，尤其是
这其中有些音符还处在低音上，然后慢慢放开踏板，减音器刚要摩擦琴弦，这时钢琴能发出刺耳的噪
音，如同咄咄逼人的“嚎叫”。
这一效果显然不是肖邦或莫扎特所追求的，但布莱兹在其第三钢琴奏鸣曲的一个乐章里要达到这一效
果，如何缓慢地抬起踏板（或放低减音器）不同的钢琴效果有所不同，如果要追求理想的“嚎叫”效
果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反复排练才行。
　　原来所有钢琴上都没有的居中踏板，是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将踏板踩下之后，踏板延续的其实
是被挡在下面的音符。
弹奏者可以借此挑出一些音符使其延续下去，与此同时，弹奏结构的其他部分，或是不加修饰，或是
边弹边改变踏板深度，避免使人难以忍受的浑浊。
19世纪之初，钢琴都不用踏板，因为和声都很弱，很快就消失掉了，延音踏板使用之后，和声也很容
易被推到一边，被新的和声所取代。
（比如，舒曼可能在他的音乐里反复使用踏板，用的比我们今天还多，他习惯于将脚放在踏板上不抬
起来，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对此好像大为惊讶，甚至大为不满。
）20世纪作曲家广泛使用居中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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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做为今天依然健在的钢琴家和音乐史家，罗森将其一生的经验都写入了《钢琴笔记》。
”　　——《经济学家》　　“这是一座经验与智慧的金矿。
”　　——《美国录音手册》　　“如果你的书架容下一卷讲述钢琴从辉煌到没落的专著，那就请你
选择《钢琴笔记》。
　　——《纽约图书评论》”　　“以迷人的文字剖析钢琴家与钢琴的关系”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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