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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肖邦作为一名近乎“家喻户晓”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其作品被成千上万的演奏者广泛演奏和研究
。
这些演奏者和研究者对音乐的诠释亦千差万别，其中也不乏成功的诠释者，如科尔托，而更多的却是
肆意的歪曲。
19世纪后期曾有一种风潮：演奏者假借“二度创作”之名，随意改动原作者的作品，甚至走向以演释
者为中心的、更为“自我”的极端。
肖邦的作品便是这种风潮的头号牺牲品。
他的作品经常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演奏家演释得虚弱哀婉、无病呻吟，甚至过于阴柔，阳刚不足。
事实上，肖邦并非一般意义上肤浅的“沙龙明星”，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其内在张力和
逻辑性非泛泛之辈可比。
二次大战之后兴起的另一种学院派风格，用过度理性的学术思维判断其作品，并任意对和声、分句、
踏板进行修改。
例如在著名的前奏曲（Op.28）第4首中，有的“学院派”编订者把第23小节左手的降E改为升D，以为
只有这样才符合调性理论，即E和声小调的第七级音是升D，但事实上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肖邦是
把左手大拇指弹奏的这一连串音当作一个级进下行的声部，即E一降LD。
虽然降E与升D在钢琴上弹奏的是相同的音，但对于一个敏感的演奏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音响效果
和情感表达。
肖邦对踏板的处理也相当细腻，他并非只把踏板当作扩大音量的工具，而是能在画布上渲染出各种渐
变色的奇妙画笔，因此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揣摩。
例如在前奏曲（Op.28）第16首中，一开始肖邦把这首作品的踏板处理成半小节一个踏板，后来可能认
为不能完全表达本曲急风骤雨般的情绪，因此改为长踏板（在手稿影印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删改
过程），虽然不及原来的踏板用法那样清晰，但这种稍嫌浑浊的音响更具有“风雨欲来”的震撼力。
可惜直至如今，多数演奏家仍然使用着已被肖邦本人废弃的踏板用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若放任这种风潮肆意发展，我们最终将失去肖邦和他伟大的音乐！
因此，去伪存真，还肖邦作品以原貌，已成为越来越多演奏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和追求。

　　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的编订者艾凯尔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肖邦研究权威，这一点毫
无疑问。
我当年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时，他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学者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友情长达半世纪。
我认为，艾凯尔是一位学识渊博、作风严谨、趣味独到的学者。
他在肖邦研究领域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他所拥有的一手资料。
他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版本，包括公开出版的作品集、手稿、学生用谱及一切有关于肖邦的文献。
他用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对各种线索进行推导和比较，加之他极富修养的个人趣味，才从中甄选
出最符合肖邦原意的一种可能，并把其他的可能用文字和谱例加以注释，提供详尽的线索，使读者了
解其来龙去脉，从不自作主张、强加于人。
例如在前奏曲（Op.28）第16首中，第20-21小节的踏板记号为艾凯尔所加，并不代表肖邦的原意，因
此艾凯尔用括号加以区别，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所以，我认为艾凯尔编订的版本是最接近于肖邦原作风貌的。

　　版本学的研究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作为一个富有修养的演奏者更应区分版本的好坏，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到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
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二度创作”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正确的基础上赋予“纸面上的”音乐以生命，使
其更趋完美。
这一点希望能与广大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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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世界性的国际钢琴比赛，包括声名远扬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均推荐采用艾凯尔编订的
版本，而新近成立的“波兰肖邦学会”也旨在大力推广它。
此时，上海音乐出版社与波兰近乎同步出版这套新版本，无疑为中国读者做了件好事、大事。
我热切盼望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这必将是肖邦作品爱好者的饕餮
盛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会作品 双钢琴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

编辑推荐

　　B系列是肖邦身后出版的作品。
《肖邦钢琴作品全集32：音乐会作品（双钢琴版）》为B系列之七，有变奏曲，幻想曲，克拉科维亚
克，大波洛奈兹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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