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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吉他曲《我的夫人》
作品分析与演奏技巧

刘 旭

［摘 要］本文分析了古典吉他曲《我的夫人》所创造的音乐形象以及作者的生平、创作特点，绘制了曲式

结构图，重点解读了该作品的曲式、和声与演奏技巧，特别是击弦和勾弦技巧，比较了作品的不同版本，从而更

好地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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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在十九世纪进入浪漫主义时期。欧洲社会由

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已经

发生深刻变革。音乐的受众不再只是贵族，新兴的中产阶

级也来到了剧场和音乐厅。这一时期的主流音乐吸收了来

自民间的喜歌剧和生动的器乐音乐，丰富的和声成为浪漫

主义色彩的重要工具，转调的经常出现增强了乐曲的表现

力。古典吉他曲《我的夫人》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我

的夫人》英文原名为《MY LADY》，是由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的英国班卓琴、曼陀林和吉他演奏家、作曲家和教育

家埃里斯 ( Herbert J． Ellis，1865—1903) 创作的。已知的

《我的夫人》曲谱最早版本在埃里斯所著的《Elliss Thor-

ough School for the Guitar》一书中发行［1］，出版于 1898 年，

原曲谱标题下还有标注有 VALSE，表明这是圆舞曲作品。

圆舞曲又称华尔兹，源于德国和奥地利乡间的三拍子

民间舞曲，流行于浪漫主义时期［2］。其舞步典雅大方，享

有“舞中皇后”的美称。19世纪末，吉他音乐已经开始在

欧洲复兴，这首吉他演奏的圆舞曲短小精悍，旋律轻松流

畅，演奏技法并不复杂。全曲生动而完整地描绘了女主角

在舞池翩翩起舞的音乐形象，较好地体现了古典吉他的特

点，因而广为流传。演奏中有多个小节需要击弦和勾弦，

可以用作古典吉他装饰音和圆滑音的初级练习曲。

一、作者生平及创作特点

吉他音乐的发展可以说是历经沧桑。弹拨乐器在 16 世

纪风行于西班牙，18 世纪末，六弦吉他在西班牙、意大利

和法国流行起来，并很快流传到欧洲其他国家。从 18 世纪

末到 19世纪初是吉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西班牙吉他作曲

家和演奏家索尔 ( Fernando Sor) 在这一时期为吉他写下了

大量优秀的作品，被誉为“吉他的贝多芬”。19 世纪中叶

以后，浪漫主义音乐盛行于欧洲，由于吉他音量较小，难

以演奏宏大华丽的音响，吉他音乐陷入了低潮，但在西班

牙吉他演奏家和作曲家塔雷加 ( Francisco de Asís Tárregay

Eixea) 的努力下，吉他音乐重新进入高雅音乐的殿堂。塔

雷加被誉为“吉他的肖邦”和“近代吉他之父”。在 20 世

纪，吉他音乐由于西班牙吉他演奏家塞戈维亚 ( Andr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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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ovia) 等音乐家的贡献，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确立

了在专业音乐中的地位，在古典音乐舞台上全面复兴［3］。

这首吉他曲的作者埃里斯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特许酒

类销售商 ( licensed victualler) 家庭，被音乐历史学者博恩

( Philip J． Bone) 誉为“英国最多产的曼陀林和吉他作曲家

和编曲家”和“1914 年以前最简明、最好的吉他教程作

者”［4］。他没有受过专业学校的音乐教育，但他母亲是作曲

家及指挥家本尼迪克特爵士 ( Sir Julius Benedict) 的学生，

母亲教给了他钢琴和和声。他从小喜欢班卓琴，放弃了父

母为他计划的商业生涯，通过自己的音乐天赋和不懈努力，

编写了大量的乐器教程，包括班卓琴教程和在英国出版的

第一本曼陀林教程。埃里斯的班卓琴教程的出版带动了班

卓琴的流行，确立了他作曲家的地位。曼陀林的流行带动

了吉他的复兴，他随即编写了吉他教程。与当时的其他学

术化的教程相比，他的吉他教程更简明，有易懂的图表和

精心编排的学习顺序，适合初学者，很快在吉他教师和演

奏者中流行。除了编写教程，他也作为老师教授这些乐器。

但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38 岁就在伦敦去世了。在他短暂

的一生中出版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作品，其创作一般结构规

整，强调使用最简单、最有吸引力的表达方式，完全避免

使用有难度的技术。这使得他的作品没有高级的技巧，非

常适合初学者，在当时英国的演奏者中很流行。

二、作品分析与演奏技巧

本文分析使用的《我的夫人》乐谱来自《Ellis＇s Thor-

ough School for the Guitar》。全曲采用 3 /4拍，是节奏明显的

主调音乐，共有 24个小节，乐曲结构为规整的单主题单三

部曲式 ABA’，其中 A 是呈示性乐段，B 是展开性乐段，

A’是 A的再现［5］。三个部分各对应 8 个小节，第一部分

和中部单独反复一次，再现部不反复，实际演奏共计 40 小

节［6］。《我的夫人》在互联网上有一些改编版本，但结构

基本不变。乐谱没有标注速度，一般圆舞曲速度为小快板。

根据本曲典雅、轻快的内容，建议每分钟 108 至 120 拍为

宜。图 1是全曲的曲式结构图。

图 1 《我的夫人》曲式结构图

第一部分是由两个 4 小节乐句组成的方整结构的 a 小

调乐段，其中 a乐句的第 1小节装饰音的主音由 a小调 I6和

弦的三个音构成，是全曲的动机。a 乐句又可分为 1－2 小

节和 3－4小节两个乐段，后一乐段是前一乐段的发展，乐

句的和声进行是 I6 － VI7 － V7 － VI7。a1乐句是 a 乐句的变化

重复［7］，其中第 5－7小节与 1－3 小节完全相同，第 7 小节

的 V7和弦到第 8小节进行到 I6和弦，构成稳定终止。

吉他击弦技法一般是在拨响前一个音符之后，立即用

左手手指敲击同一根琴弦的较高品位，这样在阻止前一个

音符延音的同时，又通过敲击琴弦发出了更高的音，营造

出不同于拨弦的效果。吉他的勾弦需要左手在弹奏第一个

音之后，按音的手指由内向外顺势勾出，从而发出空弦音

或者左手的其他手指所按的音。这一部分击弦和勾弦演奏

可参考谱例 1。第 1小节的三个装饰音需要击弦演奏，音符

上方用“4． Pos”标注了第 4把位。演奏时可以用 2指按 1

弦第四品，右手拨弦后 3 指击弦，每次击弦后 2 指换一根

弦，也可以用 1 指一直小横按 1，2，3 弦第四品，2 指击

弦。击弦时要注意这里是全曲动机，装饰音的主音需要清

脆响亮。击弦的时候，手腕的动作很小，声音的发出是靠

手指的力量，刚开始击弦的时候容易击错琴弦，而且由于

手指速度不够，击弦声音会显得单薄，需要多加练习［8］。

第 2小节要注意最后两个音都是八分音符，时值相等，勾

弦的前一个音是和弦根音，需要弹得较响亮，勾弦之后没

有休止。勾弦的时候左手动作本来应该尽量小，因为在较

低音的琴弦上勾弦时，容易碰到另外的琴弦而发出杂音，

但由于此处恰好是在最外侧的 1 弦上勾弦，故不需特别注

意控制动作幅度。第 3 小节的第一个音是和弦根音，需要

弹得厚重饱满，可以使用靠弦奏法［9］。第 8 小节的休止符

建议使用右手在所有琴弦上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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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 《我的夫人》击弦和勾弦片段

第二部分同样由两个 4 小节乐句组成，但两个乐句调

性不同。b乐句转调到 C 大调，织体由分解和弦和半分解

和弦交替构成，展开性的特性明显，描绘了开朗乐观的华

尔兹舞步，和声进行是 I － V7－ I，稳定终止了乐句。c乐句

转回 a小调含蓄秀丽的舞步，13－15 小节以连续的分解和

弦构成，16小节用两个重复的柱式属和弦结束乐句，为再

现部做准备。c乐句的和声进行是 V7 － I － IV － V，构成半

终止。演奏时需要注意的是第 9、11、13、14、15 小节都

标有连音线，分解和弦弹奏时要尽量连贯，和弦转换要干

净利落，第 16小节也可以使用右手止音。

谱例 2: 《我的夫人》原版片段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吉他考级曲集》 ( 2010

年修订版) 将第 15 小节修改为 B7 和弦。谱例 2 是原版，

谱例 3是修改版。如果采用修改版，则第 15小节的和声是

离调到 E大调的 V和弦 ( 副属和弦) ，第 16小节的 E和弦

既是主调属和弦的半终止，也是副属和弦到副主和弦的离

调完成。这一短暂的离调使第 15小节听起来比原版更为明

亮，丰富了乐句的调性色彩，表达的情绪更加复杂，营造

出不同于原版的艺术效果，可以在演奏中酌情使用，例如

在第一遍演奏时使用修改版，重复演奏中使用原版以突出

向主调过渡的特点。

谱例 3: 《我的夫人》修改版片段

第三部分是主调的主题再现，跟第一部分相比变化很

小。a2乐句的和声进行和第一部分的 a1乐句相同，也是 I6 －

VI7－ V7－ I6。第 23小节跟第 7小节相比，属七和弦的三音

( 导音) 升高了八度，解决的倾向更加明显，在第 24 小节

以连续的两个柱式主和弦结束全曲。演奏时注意末尾的休

止符需要止音以体现舞曲前后统一的节奏感。

结 语

除了大量的练习之外，多观看高水平的演奏，多练习

音乐听觉，都有助于吉他演奏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这

首乐曲是一首轻松、优雅的吉他小品，没有高把位音符，

也没有较为困难的和弦和高速演奏的要求，但是在练习时

很容易因为击弦和勾弦导致节拍不稳定，建议使用节拍器

辅助练习，注意音乐的连贯和流动性，科学合理地诠释这

首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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