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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是浪漫主义时期匈牙利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

的许多举世名作被搬上历史舞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练习曲《狩猎》是《帕格尼尼大练习曲》

中的第五首，是李斯特练习曲中独特的代表，涵盖了众多李斯特标志性的技术特点。栩栩如生

的故事内容有着对传统练习曲的推陈出新，使其富有新的面貌。本文首先对帕格尼尼大练习曲

第五首“狩猎”进行简要概述，然后对其所处背景、音乐风格进行探析，而后对其创作技法进

行分析，最后对该作品的演奏处理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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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九世纪，一场工业革命在欧洲拉开了序幕，同时这也

是欧洲近代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对政治、经济、文化

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促成了音

乐界的百家争鸣。十九世纪的浪漫派音乐辉煌而卓越，李斯

特的音乐在风格上强烈张扬主观情感和个性特征，带有极强

的个性化烙印，深入人心。

一、李斯特练习曲《狩猎》作品概述

《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是弗朗茨·李斯特所创作的练习曲，

“狩猎”是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原作改编的练习曲中的第五

首。虽并非整套作品中技巧最难的一首，但却涵盖了非常丰

富的技巧。该作品中展现了生动奇幻的狩猎场景，猎人们骑

着马伴着鸟儿的歌声从乡间小路走来，坚定有力的和弦好似

千军万马踏着泥土奔腾，猎场的氛围生龙活虎。在落日的光

芒下猎人们渐行渐远，唯有悠扬的短笛回荡在静谧的森林之

中，令人回味无穷，使观众身临其境。

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开启了技术上的登峰造极之势，

李斯特在欣赏过帕格尼尼魔术般的演奏之后，决定全面改变

自己之前所掌握的演奏和作曲方法，他将自己豪华的技术服

务于创作，雷鸣般的八度音响、引人震惊的跳跃等超凡的演

奏技巧均体现于李斯特后来的创作之中。

总之，这首“狩猎”练习曲中蕴含着李斯特独到的音乐

思维与演奏技法，饱含生动、奇幻的音乐形象。而这些又都

与十九世纪特定的背景相关联，进而促成了浪漫主义时期所

产生的丰硕艺术成果。

二、李斯特《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狩猎”的创

作技法的分析

李斯特在进行钢琴音乐创作时运用了许多炫技性的技

术，因此“狩猎”属于李斯特炫技性的音乐作品。李斯特的

炫技性技术是指他本人对钢琴基本技术进行拓展、组合形成

复合技术，再将复合技术进行整合，从而形成综合型复合技

术，这种复合技术就是李斯特的钢琴炫技性技术。以下将对

“狩猎”中一些炫技性技术进行简要分析。

（一）八度技术

李斯特在进行音乐创作时十分热爱使用八度这项需要

演奏者付出体力的技术，是李斯特钢琴音乐作品中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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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之一。因此八度技术在“狩猎”练习曲的第 33-52小

节中被集中且多样运用，同时也示意着音乐形象的突然变化，

并奠定着这一个段落的情感基调。八度技巧在此以柱式和弦

的形式出现，并被均匀的分配给左右手同时演奏，但这里的

八度并非连续快速的跑动，而是伴随着左右手大指的交替循

环向前进行，中间声部由大指演奏的单音构成主旋律。（见

谱例 1）

（谱例 1）

李斯特在创作时十分注重钢琴音乐的交响化，因此曲目

在八度的进行中不断走向高潮。但由于篇幅有限，且整首曲

目风格较为明亮欢快，更为小巧，加之受到改编前帕格尼尼

原作版本的影响，“狩猎”中八度技术的运用并不十分的多，

而是更加精炼。

（二）双手交替技术

在李斯特的练习曲中，双手交替技术是一种常见的技术

类型，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更能突出乐曲的音响与炫技

效果，被李斯特大量运用于他的创作之中。该技术贯穿于“狩

猎”练习曲的全篇，曲目开头的双音使用双手交替弹奏（见

谱例 2）；33-52小节双手八度柱式和弦部分则由大指来进行

交替演奏；77-84小节、93-105 小节（见谱例 3）均使用左

右手大幅度的交叉与跳跃来进行演奏，从头至尾比比皆是。

这项技术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斯特创作时对于

炫技性的追求，同时更好的刻画出灵活生动的音乐形象。

（谱例 2）

（谱例 3）

（三）多声部复调织体

复调音乐通常指一种“多声部的音乐[1]”，多声部的复

调织体常常渗透于诸多音乐家的创作之中。在演奏一些曲目

时所需要的层次感便是复调音乐的基础在进行支持。

李斯特的“狩猎”练习曲中也涵盖着多声部的复调旋律

结构。例如在作品的开头，除了双手的交替演奏之外，高音

声部的突出至关重要，将额外的能量传递至高音部分能够使

得听觉效果更加具有立体感。此外，1-32、53-69、112-128

小节也是如此，注重高声部的旋律音响，突出高声部的旋律

音，以得到更为立体的音响效果。

（四）华彩型乐句织体

李斯特在“狩猎”练习曲创作之时注入了华彩型的乐句

织体。

在 71-72、75-76、87-88、91-92 以及 106-111小节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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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华彩型乐句织体。71-72、75-76、87-88、91-92是由刮

奏进行的六度上行（见谱例 4），106-111小节则是伴随着双

手的交替演奏出现，106-109小节出现较长的渐强，110小节

由双手交替转变为一串上行琶音，最终落在钝音上结尾。

（谱例 4）

总之，高难度的技巧在李斯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并且

“狩猎”练习曲的音响效果浑厚，技巧种类，这都建立在浪

漫主义时期钢琴的硬件发展较为成熟的基础之上，足以支撑

强大的力度和快速的手指跑动。

三、李斯特《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狩猎”的演

奏处理分析

这首狩猎练习曲的技巧虽然没有其余几首帕格尼尼大

练习曲的技巧艰深，但它也并非一首简单的练习曲。

乐曲开头李斯特分别标注了“模仿长笛”和“模仿圆号”

以营造出一种美妙的二重奏效果。此处运用双手交替弹奏技

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音色，左手在上，右手在下，让音符较

多的手处于更舒适的演奏位置，同时突出双音中的高音，在

音乐诠释上要避免直上直下和懒散的断奏，用更多的活力感

进行表现，以防枯燥乏味。

从第 33小节开始，乐曲的技巧、音乐形象发生转变，

这一段双手的快速循环交替仿佛狩猎者与猎物在相互追逐，

因此在演奏时也应当做出相应的变化。双手触键应当变得非

常坚决，左手的单音先下键，这样会有充足的时间找到下个

和弦的位置，有助于确保手指落键位置的准确。在这一段双

手柱式和弦与双手大指交替的演奏中，应当时刻注意着力度

的变化。40-45小节可以作出三个力度层次的逐渐递增，43-48

小节可以作出四个层次的力度递减，49小节开始再次渐强直

至 52小节收尾，以强力度结束，能够与 53小节形成一个良

好的对比。

从 77小节开始，乐曲再次进入一个新的部分。77-84与

93-102 小节这两段双手交叉的演奏非常需要手脑协调以保

证准确度，在演奏时左右手基本同步，左手琶音稍早进入，

并且要注意右手的三十二分音符在弹奏时不要“糊”，五个

音的力度也不能弹得完全相同，要有一带而过的感觉将重音

落在最后一个顿音上，手指重量的传递搭配手腕的一点带动，

来将这个部分弹奏的具有活力。

在 103-105小节存在着一个技术难点，右手的双音在下

键时容易不整齐，那么在演奏时就需要手随着音符进行调整，

第一个双音要有一种“向下落”的感觉，第二个双音则“向

上提起”，这样也有助于节奏的对齐。

总之，在“狩猎”练习曲的演奏中，演奏者不仅要注意

到李斯特投放在作品中的“炫技”与“狂放”，也需要注意

到音响效果的立体化和音乐的层次感，明确对音乐内容的表

达，充分诠释李斯特钢琴作品中的音乐表现张力。

四、结论

笔者通过对李斯特钢琴练习曲《狩猎》的研究，深入理

解了其创作技法中八度技术、双手交替技术、多声部复调旋

律织体、华彩乐句织体在李斯特钢琴练习曲中的运用。在那

个音乐家们绽放个性光彩的时代，最能发挥威力的是李斯特

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创作手法。通过对这些技法的分析，从

个性中寻求李斯特炫技性创作的共性，并得出相应的演奏启

示，因而能够在今后演奏李斯特练习曲时更好的注重其中的

技术类型、音乐形象，更好的对作品进行诠释。

由于研究能力有限，笔者对该曲目的分析在一定的局限

性，笔者会在今后的学习与演奏中继续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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