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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斯特根据歌剧改编的钢琴曲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李斯特根据贝利尼歌剧《梦游女》

改编了钢琴曲《音乐会幻想曲》，根据贝利尼歌剧《诺玛》改编了《诺玛的回忆》，根据多尼采蒂歌剧《拉美

莫尔的露琪亚》改编了《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的回忆》。文章主要以李斯特根据贝利尼歌剧《诺玛》改编的钢琴

曲《诺玛的回忆》为例，通过各方面材料的搜索以及对此作品的理解体会来阐述这部作品的本体特点和演奏技

法，旨在对此作品的欣赏及演奏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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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流派最重要的作曲

家、钢琴家之一。从作曲的视角看，李斯特一生创作

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特别擅长根据歌剧来改编。从钢

琴演奏的角度看，李斯特将钢琴演奏技法水平极高，

以单独钢琴为载体却体现出了管弦乐般的音响效果。

李斯特更擅长歌剧，他改编了莫扎特、威尔第、贝里

尼等作曲家的歌剧作品。改编的特点是既保留又扬

弃，保留歌曲本来的思想主题，又用钢琴为载体进行

另一种形式的诠释。李斯特根据贝里尼歌剧《诺玛》

改编的钢琴曲《诺玛的回忆》包含了多种节奏形式、

多种炫技技巧以及多种音乐语汇的使用。文章对这些

节奏形式、炫技技巧以及音乐语汇的使用进行分析阐

述，希望能更好地探究《诺玛的回忆》演奏技巧的特

点，增强演奏者的演奏技巧，使得此作品完美呈现。

一、《诺玛的回忆》的创作背景

《诺玛的回忆》是李斯特受美声歌剧作曲大师贝

里尼的歌剧《诺玛》启发而改编的钢琴曲，这首大型

的曲子情节跌宕、篇幅宏伟、气势澎湃、技巧高超、

感情细腻。李斯特在这部钢琴著作中浓缩了歌剧的精

华，表达了对歌剧中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崇高赞颂

之意。

歌剧《诺玛》的故事剧情以公元前50年罗马征

服高卢人的过程为背景。罗马侵略高卢时，特洛伊教

大祭司奥罗维索号召民众奋起抗敌，然而他的女儿诺

玛与罗马总督波里翁相爱，并已生下了两个孩子。但

波里翁却背叛了她，爱上了一位叫阿达尔吉萨的女祭

司，并打算带着这位女祭司私奔。女祭司阿达尔吉萨

向心怀歉意，告知了诺玛事实，诺玛听到后非常生

气，想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以息怒，但她最终还是

不忍心下手，最后决定让女祭司阿达尔吉萨把孩子送

给波里翁。女祭司阿达尔吉萨被诺玛的慷慨行为所感

动，表示她要和波里翁绝交。波里翁已经深深爱上了

女祭司阿达尔吉萨，并为救阿达尔吉萨被俘获。诺玛

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告诉波里翁只要他放弃阿达尔

吉萨，她就算冒着再大风险也会解救他，波里翁拒绝

了，他更希望诺玛宽恕阿达尔吉萨，并保护好她。诺

玛愤怒地宣布要将阿达尔吉萨祭神。诺玛宣判要以神

的名义把一个背叛祖国的女人处以极刑，令人出乎意

料的是，她竟说出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随之，她勇

敢地走向火刑台。波里翁终于被诺玛的爱感动，选择

和她一起走向死亡。19世纪30年代初，歌剧作曲大师

贝里尼将《诺玛》搬上歌剧舞台，向观众展示了个人

的情感与民族信仰之间的矛盾，展示了爱情中复杂的

情感变化。贝利尼这部影响巨大、声誉最高的歌剧，

无疑也启发了李斯特不一样的理解，对李斯特的歌剧

改编起了启发作用。李斯特先是以凄凉悲伤的引子预

示了将要发生的故事，进而以强烈的旋律呈现故事情

节，将人物的情感变化、故事情节的起伏波澜表现得

淋漓尽致。

二、《诺玛的回忆》本体特点分析

歌剧改编是李斯特钢琴改编曲中最常见的一种

类型。李斯特对歌剧改编是在继承歌剧音乐本身艺术

精髓的基础上，以更为丰富多彩的音乐语言和变化多

端的节奏形式为原作赋予了更多的艺术内涵。在《诺

玛的回忆》中就体现了李斯特钢琴改编曲的特点。首

先，《诺玛的回忆》的节奏形式非常丰富，主要包括

三连音和复节奏的应用。三连音节奏的琶音的形式作

为伴奏织体出现，对旋律的表达起到一种衬托作用，

从听觉上为故事情节的后续发展做了铺垫，或者衬托

人物情感的变化。如乐谱1。

乐谱1：

李斯特钢琴改编曲《诺玛的回忆》演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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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乐谱以右手主旋律响起时，左手的伴奏以分

解和弦的琶音的形式出现，三连音节奏型的使用就产

生了轻柔的听觉感，衬托出了人物情感的变化。《诺

玛的回忆》中运用了很多二对三、三连音对附点和一

对多的节奏，要求左右手对于节奏的配合严密，双手

需要交错演奏，要把握不同节奏的时间层次的差异

性。如乐谱2。

乐谱2：

其次，《诺玛的回忆》的炫技性技术非常丰富。

炫技性技术运用是李斯特改编曲的主要特征之一。

《诺玛的回忆》中大量运用炫技性技术并表现出炫技

性技术风格与特色，运用炫技性技术使得原有的钢琴

技术焕然一新，呈现出了全新的音响效果，增加了表

现力和感染力。如乐谱3。

乐谱3：

这段乐曲运用了八度与和弦，是李斯特炫技性

技术运用的体现。虽然八度与和弦是钢琴演奏基础技

术，但大量八度与和弦综合性配置运用就使得曲目整

体气氛发生了丰富的变化，乐曲整体气氛更加活跃，

乐曲的旋律更加澎湃洋溢，故事呈现更加饱满丰富。

李斯特紧扣歌曲主题，加入了引子和尾奏。 引子和尾

奏的加入使得歌曲本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变化得

到保留，作品呈现效果更加凸显主题。引子部分演奏

时一般情况下速度自由，吻合主题特点，而尾奏的加

入则是为情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诺玛的回忆》演奏特点分析

（一）八度与和弦的演奏技法

李斯特通过八度琶音的双手训练使八度琶音练

习旋律化，使音响变得丰满而生动。李斯特将八度与

和弦技术相结合，双手练习难度加大，并且手指的弹

奏耐力也有很大挑战，在这一练习过程中就形成了八

度和弦的琶音大跳以及八度和弦的同和弦反复。八度

与和弦技术相结合的练习，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来应

对，但对于演奏技术的提升和演奏者身体素质的提升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演奏技术的提升主要是指弹

奏每个和弦时，演奏者左右手每个手指不同姿势的触

键练习会更加灵敏，手指在变换不同和弦时的键位感

也会变得更加灵敏。演奏者的手掌会产生支撑八度和

弦弹奏的力量。演奏者身体素质的提升主要是指手指

在连续演奏多个和弦琶音时，所需要的手臂力量、胸

部力量、肩背力量以及腰部力量都有综合提升。具备

这样的技术能力和身体素养，在运用和弦技术运用

时，会演绎气势磅礴、撼动人心的音效，使得钢琴的

震慑力最大化展现。

（二）琶音的演奏技法

琶音弹奏要求把各个音符弹的连贯流畅、力度适

中。琶音弹奏时最高音和最低音一般情况下都是随着

旋律的走向来控制音量的调整。如乐谱4。

乐谱4：

在弹奏上面这些琶音时需要掌握拇指的移动和其

他手指从拇指上下的跨越，而遇到拇指弹出的重音会

破坏旋律线条和乐句气息。无论拇指在上还是在下，

对于大跨度的音符指尖需要扩张外，要做到手掌始终

保持拱形姿势，大拇指的掌关节不能松软向内凹陷，

更不能过分用力向外凸出，侧指尖站立好，自然运

指。其他手指的掌关节不能塌陷，拇指的掌关节不可

软弱向内凹陷。当手臂向外侧移动，拇指需从其他手

指的下方穿越时，演奏者要借助掌关节的灵活移动和

手腕的轻微旋转实现力量的传递转移，手臂外移，手

腕轻微向外侧倾斜给予拇指运动一定空间，从而使拇

指触键与其他手指的离键有序，自然放松。这段旋律

的另一个特点是琶音的演奏需要左右手交替完成，在

演奏每组琶音的头音时，如果是和弦就要弹得深沉有

力，如果是单音，那么左手手腕可以稍微向左倾斜，

然后再划出一个半圆，均匀地引出后面的音。左右手

交替弹奏时音量要保持不变，自然地从左手过渡至右

手后即可，使演奏效果平稳和谐。总而言之，演奏者

上半身乃至全身既要尽量避免使劲过度，紧绷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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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注重胳膊、手腕、腰部等主要部位的综合配合。

（三）双手交替的演奏技法

双手交替的演奏技巧是李斯特多数作品中常见的

技巧，包括《诺玛的回忆》。双手交替的演奏技巧要

求双手快速交替敲击，使得音响短促紧张，听起来像

是模仿某种打击乐器而发出热烈激情的音效，表现出

一种紧张激动的情绪。如乐谱5。

乐谱5：

李斯特通过将双手八度音阶进行整合而形成了双

手八度的交错音阶。这种交替需要双手的充分配合才

得以完成，双手不仅要准确而有力地弹奏，更是要互

相协调配合交替弹奏。双手交替弹奏便于增添能弹奏

的持久性，使得双手快速弹奏多个八度的音阶。如李

斯特帕格尼尼练习曲第五首第 33-38 小节。如乐谱6。

乐谱6：

通过上面的乐谱可以发现，双手交替弹奏需要

很强的键位感和极大的控制力，双手需要整齐弹奏和

弦后马上收到中间来交替演奏继续进行，当弹完第一

拍的两个后十六旋律音后，迅速分开来演奏第二拍的

第一和弦。这样的迅速收放要反复进行直至乐段的结

束。

（四）双音的演奏技法

对于双音的练习，要注重手的放松以及指尖的站

立相配合，也要注意使得两个音同时清晰弹出来，并

且很好地控制音量。要达到这样的演奏技能，首先，身

体放松，调节好肩、肘、臂、腕及手指的关系并且让其

相互配合来进行演奏。肩关节自然放松下沉，不能紧张

而僵硬。手臂要与手肘密切联系，大臂摆动幅度不能太

大，前臂尽量保持平静和放松，不要绷紧给手指增加压

力，由肘关节带动，一直将力量顺延到手腕，肘、臂、

腕三者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其次，手腕不能用力过

度，这样会使得手腕失去灵活性，阻止手指的发挥，使

得前臂肌肉紧张。再次，要保持手型处于自然状态和放

松状态，手掌关节支撑要平稳有力，使得手掌带动手指

而下键，做到干净利落，游刃有余。最后，手指自然放

松，灵活自如，手指的力量轻重有度，重视手指独立性

弹奏的联系和手指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这样的灵活度

有利于双音弹出整齐的音响。

李斯特这改编曲《诺玛的回忆》是世界十大最难

演奏的钢琴曲之一，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和社会

影响力，这就要求演奏者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演奏身体

素质，还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能。通过对《诺玛的回

忆》本体特点与演奏特点的分析，阐述这首曲目演奏

时演奏技术的要求，从八度与和弦的演奏技法、琶音

的演奏技法、双手交替的演奏技法以及双音的演奏技

法等方面综合把握，希望能为这首曲目的练习者和演

奏者提供参考意见，并对于这首曲目的广泛传播能起

到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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