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钢琴曲《平湖秋月》的演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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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琴曲《平湖秋月》是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陈培勋根据同名粤曲改编的一首钢琴独奏曲。它不仅保持了 

广东音乐的风格，而且用钢琴这件外来乐器扩展了广东音乐的意境，是一首非常优秀的钢琴改编曲。本文通过对原 

作《平湖秋月》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色进行了解，以陈培勋根据广东音乐主题改编创作的钢琴曲《平湖秋月》为主要 

研究对象，对其演奏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好地指导实践演奏这一目的，使得在演奏时能更好地将曲中湖光山 

色，水中秋月的景象通过指尖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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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世纪之交，钢琴这项来自欧洲的乐器真正进 

入了中国。用钢琴这件外来乐器来表现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使钢琴民族化，可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曲家群体从未间 

断过的追求。钢琴民族化，不仅是在钢琴上弹奏出中国风格 

的旋律，而是要探索如何用钢琴这一西方乐器来展现东方文 

化的魅力，如何在实际演奏中表现中国音乐所独有的韵味。 

由中国民族音乐改编而来的钢琴曲既运用了西方的乐器又 

融合了中国民族艺术，因此，在我国钢琴作品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在实际演奏中准确地表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韵味， 

是钢琴演奏艺术中的重要课题。陈培勋教授于 20世纪 7O年 

代根据同名粤曲改编的钢琴曲《平湖秋月》，既保持了原曲古 
朴、优美的旋律又充分发挥钢琴多声部宽音域的优势，并融 

入了中国民族五声性的因素，是一首难得的艺术珍品。如何 

将这首艺术珍品弹奏出中国音乐所特有的韵味，引发了我探 

索这首钢琴曲演奏特点的想法。 

广东名曲《平湖秋月》，又名《醉太平》，创作于20世纪20 

年代，为广东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吕文成的代表作之一。吕 

文成曾于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为表达对西湖美景 

的热爱之情而创作此曲。《醉太平》比起《平湖秋月》一名，则 
后者更引起人的联想 ，湖水是四处皆有的，平静的湖水在清 

澈的秋月下 ，是一幅美丽景致，这种情景不一定到过杭州西 

湖也可以体会到的。这首乐曲在创作上采用了浙江的民间音 

乐曲调，使整首乐曲既包含江南音乐华丽清亮的韵致，又具 

有广东音乐独具的特点与装饰音型，以其优美委婉的旋律形 

象地描绘出作曲家在杭州西湖所感受到的水波月色交相辉 

映的优美景致，展现了一种清雅淡泊、悠然 自得的气氛 ，因此 

被誉为“中国器乐作品中最出色的旋律之一”。钢琴曲《平 

湖秋月》是陈培勋教授根据同名粤曲改编而来的。这首钢琴 

曲不但在改编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广东音乐的风格，更是用 

钢琴这一乐器扩展了广东音乐的意境 ，因此，在我国钢琴音 

乐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 

要演奏好钢琴曲《平湖秋月》，就必须在把握好广东音乐 

风格的基础上 ，通过音色节奏的控制，触键的把握以及对意 

境的理解来充分表现中国古老文化中的“虚”“空”境界，做到 

心曲合一。 

(一)音色节奏 

中国作曲家在创作钢琴曲时模仿借鉴各种不同的民族 

乐器的演奏手法与韵味特色，从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民族色 

彩的钢琴织体和音乐语言。但钢琴毕竟是钢琴，起发音极其 

音色都具有不可更改的特点，因此，就需要演奏者寻求一种 

合适的触键方法和演奏技巧，通过音色联想将各种乐器所具 

有的不同音响特色用钢琴表现出来。钢琴是一种固定音高的 

键盘乐器，不像中国民族乐器那样能做出细微的音高变化， 

进而钢琴发音后音量会迅速减弱，不像中国民族器乐那样通 

过弓弦或气息的压力改变音强 ，同时钢琴的音乐是由乐器本 

身所决定的，在音色变化上不如中国民族乐器那样丰富，所 

以在演奏时必须在传统的钢琴演奏技法上融人中民族乐器 

的演奏手法。 

轻抚慢拢的触键产生轻柔飘渺的音色，可以很好地模仿 

筝萧琴等民族乐器的音响效果，以此表现意境、幻境、虚境的 

音乐意象。《平湖秋月》的演奏多以轻抚慢拢的触键方式为 
主。在轻抚慢拢的触键中，掌心强而有力的支撑是非常重要 

的，这种支撑不能只看塌陷还是隆起式的掌心，关键在于掌 

心的“蓄力”。富有支持力的掌心直接关系到第一关节动作的 

有效性，关系到音与音之间力量转移的状态，因此，越是轻柔 

的音色越不能让掌心疲软，只有坚定支撑的掌心才能控制住 

最轻柔而又有穿透力的声音。如在开始的引子部分 f见谱例 

1)，需要用轻柔的声音体现烟雾飘渺的感觉，这时手指不能因 

为追求轻柔的声音而疲软，触键时掌心一定要撑住，有控制的 

弹奏，这样音才不会听起来虚而不稳。 

谱 例 1： 

在《平湖秋月》中时时透出广东音乐主奏乐器的音乐，改 

编者尽可能地突出民族调式的特点，并可以模仿高胡的滑 

奏。因此，在演奏时力求将高胡圆润、明朗、清澈的音色模仿 

弹奏出来 ，在钢琴上演奏主题部分时(见谱例 2)，应注意将右 

手的高音突出，这是全曲的主旋律，弹奏时指尖应突出而连 

贯并富于歌唱性，落键时，讲究干净利索，指尖要坚挺，控制 

落键的速度和力量，不可太直接而使音色变的尖锐。高点音 

之外的音，在弹奏时可适当增大触键面积，使音有韧性并且 

保证音质的玲珑剔透和旋律的连绵感，使音色尽可能接近高 

胡的音色。 

谱例 2： 

在第 8小节中，旋律下方中声部应弹奏的整齐、清脆，以 

达到模拟弹拨乐器音响效果的目的，但同时音量不可太大， 

以免盖过高音的旋律。第9小节中，琶音和弦应弹奏的和前 

面有所区别，像琵琶的扫弦，弹奏要果断有力，同时按琴谱上 

所示渐强。第 10至12小节中(如谱例3)，主旋律在左手，改编 

者为了充分施展出钢琴善于表现“水性”的特长，将平湖秋月 

绘声绘色的展示出来，右手用了大量的四十八分音符来模仿 

古筝的刮奏来作为波光摇曳的背景。在弹奏时注意保持音的 

颗粒性的同时，还必须弹奏的连贯，触键要求及其均匀，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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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奏，指触面积可适当扩大以便于手腕的控制及动感来表现 

碧波涟漪的湖水。音与音之间连接的紧密、圆润，仿佛一条 

线，一气呵成，但又不能盖过左手的主旋律 ，奏时要有起伏 

感，仿佛微风拂过湖面，宽阔明朗的意境中，仿佛有一位美貌 

少女坐在湖边双手抚琴 ，美妙的旋律与被微风轻轻荡起的湖 

水交融在一起，树梢上的一轮明月早已陶醉在这湖光美乐之 

中⋯⋯(见谱例 3)： 

谱例 3： 

13至 15小节的旋律声部如同高胡的音色，声音高亢明 

亮，圆润清澈，左手演奏的内声部跳音就是模仿弹拨乐器的 

演奏效果，在演奏时要将旋律音演奏的明亮、纯净，旋律下方 

的六连音和左手弹奏部分则演奏的轻巧而有弹性。第 17小 

节中八度的后倚音是模仿高胡的一种常见的滑音技法 “大 

绰”，这是广东音乐中极富特色的表现手法，是由低音向高处 

大距离的滑奏 ，应演奏得清亮而又有弹性，演奏时要放松手 

腕，手指贴键弹奏，同时还要加上踏板的润色(见谱例 4)，最 

后四小节的颤音 ，模仿萧的由强到弱，由近到远，在弹奏时， 

应表现出箫所特有的气息震颤感，最后手指一触即离，犹如 

洞箫声断意未尽。(见谱例 5) 

谱例 4： 

{ 薹 
中国音乐中的节奏多为 “非功能性均分律动”，是一种 

“虽也有强弱拍的循环往复，但不受小节线的限制，而且没有 

固定的规则”。这种“非功能性均分律动”的节奏形态，从高峰 

说明了中国传统乐曲的节奏特点。即强调“自由”与“弹性”。 

但这里强调的“自由”与“弹性”要把握好分寸，注意整体的节 

奏轨迹。中国音乐中的弹性速度与西方音乐的 rubato有所不 

同，主要表现在纵向上，感觉在下键的节奏点上拖长了时间， 

加大了深度，而西方音乐的rubato在平面上拉长、漫开，在横 

向线条上存在。这就要求演奏者具有良好的中国文化底蕴和 
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多种风格特点，凭借着个人敏锐的音乐 

感觉，才能弹奏出中国音乐特有的张弛韵味。如在引子(谱例 

1)与尾声(谱例5)处，弹奏时要注意对节奏的处理，不能死板 

的按谱子的节奏弹奏，节奏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弹奏者 
自主决定的，在创作之前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往上 

套，应心中有音乐，在看似平静的旋律走向中，将音乐的张弛 

也融入音符间。 

(二)韵味体现 

钢琴家鲍蕙荞曾说：“弹中国曲子要有韵味，有联想，要 

和中国的大文化背景 ，传统结合起来，表现出特有的中国美 

学特征。”在具体演奏方法上，她认为，气质性、韵味性的东 

西，只能凭各人的感受和灵性去发挥。因此，在演奏中，要把 

握好“韵味”。中国古曲讲究的“气韵”，给人以生动的线条美， 

让音乐更富于横向流动感，有着貌似无意刻求，实则有心雕 

琢的中国画结构。‘‘气”是音乐风格的内在涵量，即是乐曲的 

意境，“韵”是通过音乐细节的刻画而生动感人。“气”与“韵” 

应该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演奏者应将注意力放在“气”的 
一 面。因为它不仅是全局性的，同时也是“韵”之生发和依托 

的根本。《平湖秋月》在演奏中弹奏者内心也要同时歌唱，使 

“气”似一根无形的光滑的引线，自始至终贯穿在整首乐曲 

中，进行乐句的呼吸时，音乐的气息与演奏者的气息也要相 

互协调。 

1至 9小节(起)，乐曲一开始左手低音区的五度音程 ，弹 

奏者应轻轻摁下琴键，同时踩下踏板，让声音迅速漫开，低音 

连续奏响四次，宛如飘荡的钟声。右手三十二分音符柔和的 

出现，如微风拂过湖面，湖水泛起涟漪。这一段最后一小节的 

琶音和弦应与前面有所区别 ，想琵琶的扫弦，同时做渐强。 

10至 13小节(承)，通过第 9小节最后半拍的三个十六 

分音符叹息般过渡过来，左手起手的动作应做的夸张一点 ， 

下键的速度要慢，把旋律弹得气韵深远，。右手的伴奏使用密 

集的琶音织体，弹奏时要轻而不虚，在听觉上产生一种朦胧 

感，音量则坚强减弱地起伏 ，手指灵活跑动。在这段的开始加 

入左边的柔音踏板，使飘渺的意境突显的更加淋漓尽致。 

14至 22小节(转)，这段音乐的动感越来越强，音乐形象 

越加鲜活。14至 16小节，右手的三十二分音符尽可能弹成连 

奏，演奏出富于歌唱性的旋律，左右手音乐的交相变化使得 

旋律线条显得更为流畅且层次分明，一气呵成。弹奏时，左手 

触键略轻，下键慢一点，使音乐柔和下来。18至 22小节音乐 

进入高潮，演奏时情绪的表露逐渐推进 ，情感的波澜一浪高 

过一浪。旋律间要气息贯通，始终保持住兴奋的状态，将梦幻 

的世界欢快地呈现，以饱满的意兴讴歌良宵夜景。4个小节的 

高潮过后，音乐归于平静。 

23至 25小节(合)，结束处用感叹式的音调表现出空明 

悠远的意境，这就要求必须在极轻的音响中巧妙地演奏出长 

气息的句子，此处应加上左踏板，手指一触即离，形成虚幻缥 

缈的音色。 

本文是通过对原作《平湖秋月》背景、艺术特色的了解， 

进而对钢琴曲《平湖秋月》演奏特点进行浅析，使演奏者在演 

奏时能更好地将湖光山色，水中秋月的景象通过指尖展现出 

来，弹奏出中国特有的民族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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