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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演奏中的美学体现
钟剑鸿

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优化，人民群众的思维意识逐渐提升了合理的改善，从而有效促进了文化艺

术的合理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音乐受到了社会工作的广泛关注。研究人员指出，作为西方钢琴艺术的重要

时期之一，浪漫主义时期在钢琴音乐发展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在对钢琴艺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积极做

好对于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演奏情况的合理分析，以便为钢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本文从美学的角度

对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演奏情况进行了分析，旨在为钢琴艺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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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作为著名的西方音乐形式之一，钢琴音乐的

发展历史相对较为悠久。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大批钢琴艺术家的

不断探索与创新，有效推动了钢琴艺术的合理发展。其中，作为

钢琴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浪漫主义时期对于钢琴音乐演奏

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从美学角度分析，基于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

思想意识的影响，世界各个地区均创作出了大批优秀的钢琴音乐

作品。因此，研究人员表示，积极做好对于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

乐美学体现因素的分析，有利于引导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实现对

于钢琴艺术的合理理解与认识，以便为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一、浪漫主义概述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这一艺术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

18世纪末，研究人员表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西方人民崇尚

冒险精神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大部分地区，人民开展了对于诗

歌等艺术形式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学者表示在艺

术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应积极做好自身情感的合理融入，从而合

理实现想象力的发挥，进而为浪漫主义的萌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保障。

二、浪漫主义下钢琴艺术主要特征

（一）强调情趣与民族性内容

作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浪漫主义对于民族性表现出了较高的

重视，基于此，在对钢琴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合理实现了自身

爱国情怀的合理展现，旨在通过钢琴作品实现自己爱国情怀的合

理表达。在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中，大量作品可以有效实现艺术

家内心情感的合理表达，同时，此时的钢琴作品中可以有效实现

民众爱国情怀的有效调动与激发。

（二）以自我表现作为核心

在浪漫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公众的思想造

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艺术创作领域，部分艺术家合理实现了对于

个人情感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推动自身内心情感的有效表达。总

的来看，在这一时期，钢琴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于艺术

家内心世界的关注程度。

（三）主张实现诗意与自由的表达

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大量作曲家有效实现了对于诗意性与

自由主义的合理融合，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音乐作品与其他文学艺

术形式的有效结合，对于音乐作品综合水平的提升与优化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四）推动了应用所具有的标题性倾向

研究人员表示，在浪漫主义时期，社会上对于音乐作品的标

题实现了合理的认识，从而有效实现了音乐作品美学价值的提升。

在此过程中，大量音乐家对于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进行了合

理的调整与改善，从而合理推动了音乐作品的通俗化表现。例如，

在舒曼的著名作品《童年情景》中，通过 13个音乐段落的合理

应用，其有效实现了相关情感的全面展现。与此同时，由于每一

个段落均配有相应的标题，且标题与主题之间的内容相对较为紧

密，从而有效强化了音乐作品标题所具有的指导性。

三、基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演奏所展现的美学意识

（一）音乐意识要素

作为钢琴音乐演奏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意识要素往往会

对作品情感的展现造成重要的影响。对此，研究人员表示，若演

奏者对于浪漫主义时期钢琴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并未实现合理

的掌握，则其所演奏出的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机械性，从而容易

造成听众审美效果的降低。从钢琴作品艺术风格的角度分析，在

巴洛克时期，音乐作品中往往掺杂了大量的宗教因素，从而有效

推动了钢琴音乐作品的独特性。相比之一，在古典主义时期，通

过对音乐进行专业化与世俗化的演变，维也纳古典乐派主张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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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对大自然与人的精神等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有效推动了审美

情趣的合理提升。基于此，研究人员表示，在对浪漫主义的钢琴

作品进行演奏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相关音乐作品

内容与创作背景和情感因素等诸多内容的合理分析与考量，从而

字啊大脑中对于相关作品实现较为清晰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实现

对于乐曲风格的有效掌握与理解，从而更好地实现情感的抒发。

同时，在此过程中，演奏者应积极做好自身想象能力的发挥与拓

展，从而进一步实现合理的创新，以便促进音乐作品审美趣味的

提升与改善。

（二）音乐行为要素

在行为要素方面，研究人员表示，在钢琴音乐演奏的过程中，

不同的演奏方法与技巧往往会对音乐所具有的美感造成相应的

影响。换而言之，作为有效实现钢琴作品演奏水平的提升与优化，

演奏者应首先做好对于演奏技法的合理选择。例如，在肖邦的著

名作品《黑键练习曲》中，其在演奏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难度在于

整首曲目均使用在黑键上跑动的方式进行演奏，因此，其对于演

奏者技法的要求相对较高。若演奏者在技法上存在问题，则往往

容易导致漏音问题的出现，从而不利于乐曲效果的有效呈现。从

乐理的角度来看，该乐曲采用的是降 G大调 2/4拍，在演奏过程

中，主题旋律主要采用左手进行演奏，右手主要用以伴奏。因此，

为了确保演奏效果，演奏者应积极做好对于手腕部用力的合理关

注，以便降低掉键问题的发生几率。在曲子的第二页中，对于演

奏者右手提出了同音换指的要求。同时，在第三页中，演奏者的

左手需要进行快速大幅跳跃，因此，为了避免按错音情况的出现，

在演奏的过程中，练习者应采用慢速的方式切入，从而有效养成

扎实的基本功，随后再逐渐进行速度的增加。在结尾处，为了有

效实现八度急剧下行效果的实现，演奏者应积极做好对于手腕力

量的合理应用。

（三）音乐形态要素

总的来看，在钢琴作品演奏的过程中，音乐的形态往往也会

对其美感造成一定的影响。从演奏的角度来看，随着钢琴的发展，

其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相关资料显示，在巴洛克时期，羽

管键琴在社会上较为流行，总的来看，这种钢琴在力度的上变大

较小，因此，在对于依据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曲目进行演奏的过

程中，使用此类钢琴相对较为蹩脚。在同时期比较知名的钢琴形

式还有击弦古钢琴，然而，此类钢琴的演奏速度往往相对较低，

从而难以有效实现对于清脆明亮乐曲形式的合理呈现。由此可以

看出，音乐形态与音乐美学之间的联系相对较为密切。此外，音

乐的物化形态相对较为复杂，其中，音乐书籍、乐谱以及音乐器

械等内容均有效对其所在的时代中的音乐美学理念进行了合理

的展示。研究人员表示，在浪漫主义时期中，多数作曲家主要使

用笔纸进行乐曲的创作，该方法的效率往往相对偏低，且容易受

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基于此，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通过相

关软件的应用，可以有效实现乐谱记号的应用，对于乐曲创作质

量的提升具有积极价值。

四、在浪漫主义时期美学意识对于音乐演奏的影响

总的来看，通过对浪漫主义时期钢琴作品中的美学特征进行

分析，研究人员有效实现了美学意识对钢琴音乐作品演奏工作影

响的合理分析，从而有效促进了相关内容的合理总结。在这一问

题上，研究人员指出，在对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作品进行演

奏的过程中，首先，演奏者应合理做好对于演奏方法的揣测，以

便合理实现对于演奏技巧的探索与优化，从而更好地掌握手指、

手腕、手掌、小臂以及腰部等各个身体部位的用力方法，从而为

演奏质量的提升与改善奠定良好的基础与保障。其次，由于浪漫

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作品中往往对表情术语进行了合理的标准，

因此，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往往需要有效实现对于乐谱的合理阅

读，从而进一步实现乐谱内容的还原。最后，为了进一步促进美

学价值的提升， 演奏者需要合理做好钢琴的选择，确保相关钢

琴的音质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结语：

研究显示，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音乐艺术可以有效实

现对于听众综合素养的合理培养。因此，面对当前社会公众对于

文化艺术修养的需求不断提升的局面，相关艺术工作者应积极做

好对于音乐艺术的合理分析与探索。在此过程中，作为钢琴音乐

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浪漫主义时期对于钢琴音乐的发展具有极

为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经过长期探索，研究人员指出，

在浪漫主义时期，美学与钢琴演奏实现了良好的融合与互动，从

而有效推动了钢琴演奏环节中艺术性的提升，对于钢琴艺术的深

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基于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效对

浪漫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环节中的美学体现进行分析与阐述，对于

钢琴这一艺术形式美学价值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具有良好的意

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芳. 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创作和美学特征分析[J]. 大舞台,2014(03):95-96.

[2] 张馨文. 浪漫主义时期钢琴作品的创作分析及美学特征探讨[J]. 大众文艺,2017(02):160.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3期 2020 年

44

[3] 刘水. 浅析浪漫主义时期钢琴艺术的美学特征[J]. 文学教育(中),2010(11):96-97.

[4] 王琦. 传递诗意 浓缩交响——论钢琴改编曲在钢琴演奏与教学中的重要性[J].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9,37(03):137-143.

[5] 李增兰. 关于巴罗克、古典、浪漫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的风格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52-154.

[6] 刘畅. 钢琴演奏音乐表现的分寸感之哲学、美学思考[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01):79-84.

[7] 朱琼. 浅析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钢琴作品风格[J]. 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6(11):418.

[8] 孔德文. 中西文化视角下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元素移植及语境重塑[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12):52-55.

【作者信息】钟剑鸿，男，(1971.1-)，汉族， 江苏太仓人，学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