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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在钢琴表演艺术上也受到

了一定的影响，并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在钢琴表

演艺术中，可以表达出情感，有利于培养审美素养。就钢琴演

奏者来说，在钢琴表演艺术中每一个方面要充分重视，尤其是

对审美意象。只有对审美意象有充分地掌握之后，才能呈现出

优秀的表演效果，有利于提升钢琴演奏者的艺术素养。

一、钢琴表演艺术中的审美意象概述

在钢琴表演的时候，往往钢琴演奏者在演奏的时候将自己

的情感和对作品的认知全部融入到作品的乐谱当中，这样演奏

出来的钢琴作品就会让听众在自己的脑海里浮现出于作品相关

的画面，并与演奏者演奏的内容产生共鸣。在这一过程中，钢

琴演奏者在演奏时候所演奏时候产生的情感思想与听众在自己

脑海中构建的画面称之为钢琴表演艺术的审美意象，但是两者

的审美意象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钢琴演奏者的审美意象，而后

者则是听众的审美意象。在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意象可以看

成是一种无线电之间的传输，电台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发送出音

乐的信号，收音机在接收到无线电波信息之后将真正形式的音

乐释放，无线电波中的音乐可以看做是钢琴表演中的审美一

项，需要通过无线电波的形式来传递音乐。同时，在钢琴演奏

过程中，听众并不是简单地听演奏的作品，而是要从演奏作品

中感受到作品内在的思想情感。

二、钢琴表演艺术审美意象的内涵

（一）体现钢琴演奏者的音乐素养

在钢琴作品表演过程中，钢琴演奏者在对完整地谱例演奏

之外，还要结合自己的情感和演奏技巧对钢琴作品进行演奏形

式上的调整，这样演奏出来的钢琴作品就会有更深层次地内

涵。每一个演奏者演奏出来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由

于不同演奏者在情感上存在层次差异性。当钢琴演奏者没有一

定的音乐素养高度时，在音乐上的认知也只是停留者一个较浅

的程度，这样表演出来的审美意象就会出现片面化，不能与听

众之间产生共鸣，这样一来钢琴作品的表演力就会很差；当钢

琴演奏者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时，并掌握了乐理知识相对全面，

对表演的钢琴作品有深刻的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情

感重点位置。这个时候，钢琴演奏者再将自己所适应的演奏方

法结合到钢琴作品当中，就会将之前的束缚所突破，从而在审

美意境上层次更高，同时也可以让听众感受到审美意象在钢琴

表演艺术中的深刻性。

（二）钢琴演奏者的情感释放

在演奏钢琴作品的时候，钢琴演奏者对所要演奏的作品都

有深刻地了解和认知。因此，在实际中，钢琴演奏者会结合自

己对钢琴作品中情感的理解，并增加自己的情感以及之前相似

的情感等，通过自己手部中的动作，将钢琴作品中所蕴含的情

感全部展示出来，让听众可以感受到优美动听的旋律。在这一

角度上，审美意象并不是包括钢琴作品，还有演奏者对钢琴作

品的理解程度以及个人的情感观念。因此，钢琴演奏者在表演

钢琴作品的时候，将个人情感与作品情感结合起来，并对钢琴

作品进行升华，这样可以通过表演钢琴作品来激发演奏者的内

心情感，通过手部动作和身体动作来体现出情感的变化，从而

让钢琴表演艺术赋予一定的内涵，突出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意

象的作用。

（三）钢琴演奏者的个人创造力

在钢琴作品表演中，演奏者和作曲者是两个独立且相对的

个体。因此，在钢琴作品表演过程中，演奏者对钢琴作品的认

知程度与作曲家之间可能出现差异。对于优秀的演奏者而言，

在表演钢琴作品的时候，对钢琴作品中的情感内涵传播更为注

重，并在不同情感的影响下对钢琴作品的氛围进行烘托。演奏

者在演奏的时候结合自身对作品的理解，并对其改动，丰富钢

琴作品的整体层次感。换句话说，在钢琴表演中由于地点和时

间的不同，不同演奏者对相同的钢琴作品都有独立的创造性，

而赋予作品不同的内涵，在审美意象上出现了多种类型。审美

意象是钢琴作曲家在情感上的申诉，表达出演奏者在演奏中的

情感多元化，以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呈现出钢琴作品所蕴含

的情感，让听众在聆听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三、影响钢琴表演艺术审美意象的因素

（一）演奏者和听众对作品的认知

在钢琴作品演奏中，演奏者和听众两者的审美意象是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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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作品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演奏者和听众对钢琴作品的认知程

度以及演奏者在现场对钢琴作品加工等，对钢琴表演艺术在审

美意象上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钢琴演奏者要想在演奏钢琴时向

观众展示一个全面而情感丰富的钢琴演奏审美意象，首先必须

掌握好钢琴作品的乐谱。演奏者通过对他想要表达的音乐作品

和那个时代背景音乐创作作品的深刻诠释，在钢琴和情感之间

进行了新一轮的整合工作，主要是传达情感和个人的情感认

知，并在演奏过程中理解情感。对钢琴演奏的关键章节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以充分展现钢琴演奏中钢琴音乐的整体意境，向

大众传达钢琴演奏的审美意象。对于听众来说，听众对钢琴作

品的感知以及他们自身音乐理论的丰富性，都会对钢琴演奏审

美意象的建构产生影响。这也是听众欣赏同一钢琴演奏后，在

钢琴音乐审美意象上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心理因素

钢琴作曲家根据自己的个人认知和情感表达，把不同的音

符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性的钢琴作品。换句话说，钢琴作

品中的审美意象，是钢琴作曲家内心世界的外在表达，是钢琴

作品的创作者热爱生活，积极活跃的心灵深处，所创作作品中

的大多数审美意象是积极主动的。如果说钢琴作品的创作者对

时事及其周围的事物有着深刻的印象，善于批判和辩证地认识

生活，那么他们的钢琴作品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审美意象，甚

至有些黑暗的风格，听众在心情低落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压抑

感。钢琴作品本身具有审美意象，经过对钢琴演奏者家心理世

界的再加工，最终在审美意象上会更加层次化。

（三）倾听水平

倾听的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听众在构建钢琴作品的审美意

象时，主要是听钢琴音乐中的音符，与场景相结合，最后形成

具有个人情感的审美意象。对于钢琴演奏者而言，当他演奏钢

琴时，主要的情感体验是听到自己的钢琴曲。通过调整手部的

动作，他可以改变钢琴音乐表达情感的方式，最终给听众带来

更丰富的体验。对于钢琴欣赏家而言，现场欣赏的过程就是通

过观察钢琴演奏者的肢体动作和聆听钢琴音乐来理解钢琴作品

所传达的情感，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个人的审美意象。无

论是钢琴演奏者还是听众，钢琴音乐审美影响的构建主要是通

过倾听来完成的，这对钢琴演奏者的倾听能力是一个很大的

考验。

（四）演奏风格

钢琴演奏者的个人风格将贯穿于钢琴演奏的全过程，钢琴

演奏所形成的审美意象将被其他演奏者从钢琴的审美意象中分

离开，成为钢琴演奏者个人特征的一部分。从一方面来说，钢

琴家会受到作品本身的风格所影响，无意识地接近钢琴作品的

风格，最终将钢琴作品的整体审美意向呈现给听众。同时，钢

琴演奏者自己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钢琴作品有着自己的见

解。钢琴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将自己的认知和情感注入到钢琴

音乐中，钢琴演奏音乐所形成的审美意象赋予了钢琴演奏者自

身的特征。有些演奏者在演奏钢琴音乐时，会进一步坚持大规

模的动作和无意识的哼唱，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就要求钢

琴演奏者积极学习新时期其他钢琴演奏者的演奏优势，并在此

基础上转化为个人的演奏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为

听众营造出更加完美的表演。

四、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意象出现差异的原因

（一）对钢琴作品的认知不同

钢琴演奏者、听众这两个不同的个体和钢琴演奏者和听众

这一个体所产生的审美意象都有一定的差异，主要的原因是由

于不同人对于钢琴作品的认知是不同的，在相同的钢琴表演

中，虽然同一个场景中的听众都是听着相同的钢琴作品，而不

同的听众所产生的思想情感也是有一些差异存在的。

（二）心理特征不同

心理特征往往体现出一个人的个性、喜好和心理状态等多

方面，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审美意象。往往一个性格相对外

向的钢琴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的旋律大多是欢快的，例如李斯

特创作的《匈牙利狂想曲》作为旋律欢乐的典型作品。而《c

小调练习曲》又被称之为《革命练习曲》，这首钢琴作品是肖

邦在听到华沙陷落之后的消息内心悲愤所创作的。因此，心理

特征会对审美意象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意象的作用

（一）展现钢琴作品的内涵

钢琴作品往往包含着钢琴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对周围世界

的理解，有着情感和思维上的双重内涵。在钢琴表演艺术上，

实际就是钢琴演奏的过程，这增加了演奏者的理解，表达出个

人的情感生活。通过演奏者的手部动作和钢琴演奏技巧，听众

可以更好地理解钢琴作品的内容。首先，钢琴家必须提高自己

在钢琴演奏中塑造音乐意象的能力，积极了解不同钢琴作曲家

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情感丰富的高质量作品。还要从作曲家的

音乐意象入手，试图模仿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最后，在现场演

出中，钢琴演奏者的情感通过钢琴音乐传递给听众，即使钢琴

演奏结束，听众对钢琴音乐产生的印象也不会发生改变。钢琴

演奏者的演奏技巧和个人演奏能力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认知，这

是钢琴演奏艺术审美意象的升华。

（二）传递钢琴作品的情感

钢琴演奏不仅向听众展示了钢琴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演奏技

巧，还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俗称“移情”。从美学

的角度看，移情是指受众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理解，对外部事物

进行观察和感知，并寻求与外部事物的个体思想产生共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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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部事物的现实的诠释，这也使得原来事物更加生动。钢琴

演奏亦是这样。钢琴作品的审美意象是由听众的个人理解和钢

琴演奏者的演奏所构成的，然后根据听众的理解习惯和情感认

知习惯来创作，这也是钢琴演奏者所要传达给听众的一个主要

情感意象。

（三）突出演奏技巧

钢琴表演具有丰富的技巧特点，精湛的演奏技巧可以让钢

琴演奏者更好地展示出演奏效果，从而为听众塑造完美的审美

意象。通过对钢琴表演艺术审美意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

演奏者在演奏技巧上以及对作品某一章节的理解上都存在着差

异，从而导致了演奏技巧上出现变化。这种变化有时表现为钢

琴作品与乐谱的区别，有时表现为大停顿和快奏，最终形成了

钢琴演奏者独特的钢琴审美意象。钢琴演奏者要认真理解作品

各个部分的含义，并分析在演奏中所能运用到的演奏技巧。在

表演过程中,钢琴音乐的每个部分的性能点应该合理,作曲家的

作品的风格和认知应该完全传达给了听众,听众应该提供一个

更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钢琴审美意象。钢琴演奏者在审美意象上

的理解逐渐加深，有利于提高个人的演奏技巧。

四、钢琴表演艺术提升审美素养的措施

（一）提升个人的外在修养

在日常训练中，钢琴演奏者不但要对钢琴作品中的美感与

自己的情感相结合之外，还要对外在的美学进行重视和改进，

提升自己的言谈举止和精神状态。例如，演奏者可以坚持日常

固定的运动量，并通过自我激励的途径。在寻找他人咱们的时

候也可以学会赞美自己，这样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还有在

钢琴表演开始之前，演奏者要具有针对性地调整舞台上的灯光

和舞台场景变化，将外界的一切事物和钢琴演奏相融合，为听

众呈现出高质量的钢琴作品。

（二）重视积累乐理知识

在钢琴表演艺术中，演奏者不但要重视和掌握演奏技巧，

还要对不同钢琴作品中的乐理知识进行重视。演奏者要将自己

的演奏体会结合到作品当中，对音符在弹奏方式上及时做出调

整，有利于弹奏难度地降低，还可以提升情感在作品中的表达

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演奏者要学期他人身上的优点，及时调

整自己的演奏技巧，有利于演奏者掌握不同的演奏技巧，了解

乐理知识之间存在的联系。这样一来演奏者可以形成系统性的

乐理体系，后期通过丰富乐理知识，达到演奏能力的提升。

（三）认真领悟钢琴作品的情感

钢琴演奏者除了要掌握曲调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之外，还要

中相近曲调的辨别能力。每一首钢琴作品在情感表达上是不同

的，这是由于表达方式和组成音符不同造成的，对演奏者在乐

理知识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挑战。因此，在日常练习中，演奏者

要对钢琴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曲家的习惯状态等主动了解，探

究钢琴作品创作的缘由，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全新的创作，充分

了解钢琴作品在情感上发生的变化，并与自己的情感相结合，

从而为听众营造一个完美的钢琴表演艺术审美意象。

因此，钢琴演奏者要提升自己的音乐表现力，深入了解钢

琴作品的内容，在演奏的时候融入自己的情感，演奏出来的钢

琴作品就会具有审美意象，这样的音乐表现力就会超强。当钢

琴演奏者拥有高超的演奏技术，与审美意象再结合，这样的音

乐表现力就会越来越强。其次，由于钢琴作品的乐谱是不存在

活力的，需要钢琴演奏者运用自己丰富的情感来将乐谱中的情

感激发出来，这样听众在欣赏演奏者演奏的钢琴作品的时候，

自己内心中的情感会被激发出来，并与钢琴作品的情感相结

合，以此来增加听众对钢琴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

结束语

在钢琴表演艺术中，美是丰富多样的，听众的审美意象会

被演奏者的演奏技巧、舞台表演现状、自己的生活阅历等众多

方面所影响，在审美意象的构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审美

意象是从生活中产生的，通过演奏者的不断加工，而又高出实

际生活，充分体现了情感上的层次性。演奏者要加强自己的乐

理知识储备量，并与之丰富，提升自己的演奏技巧，有利于演

奏者最快时间内了解到不同钢琴作品中的差异性，最终形成独

特的审美意象，拉进自己与听众间的关系和距离，让听众能够

融入到钢琴演奏之中，有利于审美意象一直存在于钢琴艺术表

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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