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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曲《二泉映月》的音乐分析

陈    薇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阿炳的《二泉映月》是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艺术瑰宝。这首乐曲曲调激昂悠扬，其表达的思想感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储望华先生对这首乐曲的曲调、旋律、艺术价值都加以肯定，并且对这首曲子进行改编，创作成钢琴曲，使这首民间乐曲的艺术价值得

到空前提高。这首钢琴曲通过钢琴与二胡两种乐器演奏的完美结合，实现了中西方音乐的完美融合。本文主要对钢琴曲《二泉映月》这

首曲子的来源意义、艺术价值和曲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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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泉映月》的创作历程和意义 

谈到《二泉映月》的创作过程，我们就会想到创作者阿炳

所处的那个年代以及阿炳的生平悲惨遭遇。阿炳的故乡是江苏无

锡，据说阿炳是观主华道士收养的孩子，华道士对道家音乐和民

间音乐有很深的研究，会演奏很多乐器,受这种音乐环境的熏陶，

阿炳自然而然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后来华道士去世了，阿炳继承

了父亲的道观，有钱的阿炳对金钱挥霍无度，且因生活不检点而

患上疾病，导致双目失明。患上疾病之后，他的钱财渐渐被他的

亲戚所侵占，甚至最后把他赶出了道观。从那以后阿炳经常在无

锡的大街上拉胡琴以此为生。相传，阿炳常到二泉边上去拉胡

琴，创作《二泉映月》时他已双目失明，流浪卖艺的阿炳经常不

能温饱，在深夜回归小巷的时候他经常拉这首曲子，以表达自己

的凄苦心情，曲调凄凉哀怨，婉转绵长，特别感人。

《二泉映月》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位尝遍人间苦痛和酸

涩，遭遇挫折和苦难的民间盲艺人的情感思绪，作品展示了具有

中国古典特色的民间演奏技巧和风格，给听众呈现出一个深邃无

比音乐意境。乐曲流畅悠扬,意境深沉，鲜明的流露出凄惨悲凉的

感情和高昂的愤慨之情。这首曲子表达了阿炳对悲惨的现实生活

的反省和思考，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向往，这首曲子可

以很快的将听者带入一种辛酸苦涩的心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阿炳以无锡美景“天下第二泉”，表现出自已一生饱经风霜的痛

苦之情，表达了自己对坎坷命运的愤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

曲是自身伤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不掺杂任何功利成分，正是因为

如此它才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首曲子旋律优美婉转,凄凉动人，

安静深沉又不乏斗志昂扬的气势，充满丰富的江南婉约风格。而

改编后的钢琴曲《二泉映月》已成为一首艺术价值极高的钢琴

曲，取得这种艺术成就离不开阿炳先生对这首曲子的创作。

二、《二泉映月》的艺术价值 

《二泉映月》钢琴曲更具有感染力，它可以将那种悲苦哀怨

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钢琴演奏可以让曲子中的悲愤之情迸发

出来,使旋律变得宏大激昂,情感起伏更为激烈明显,更符合现代音

乐欣赏者的赏乐习惯。储望华先生巧妙地将一首最纯粹的中国民

间曲调和一个最纯正的西洋乐器的结合起来，把《二泉映月》改

编成一首可弹、可听、可赏的现代乐曲，并得到国内、国外同行

一致好评，且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音乐爱好者。改编的钢琴曲《二

泉映月》解决了中国民间乐调和西方乐感相融合的问题, 储望华先

生让中西方音乐文化和两种不同音乐体系的进行碰撞,且达到美妙

的和谐境界。储望华在改编的方法上不仅做到了让中国古典曲子

同西方音乐曲目接轨,更向世界乐坛展示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魅力，

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首钢琴曲以原二胡曲

的旋律为根据,对钢琴曲进行演奏和曲调上改编创作，这样的改编

使这一首传统民间乐曲被人们重新认识。这首钢琴曲在高、中、

低三个声部交替进行转换,音乐声部分层明显,充分展现了钢琴丰富

的音调变化。它同时使用重调的手法、深沉的和声与曲调旋律相

互映衬,使音乐表现出时而起伏时而低沉的旋律。

 在我国当前所有钢琴曲目中，《二泉映月》是唯一一首由二

胡的乐曲改编而来的，与其他琵琶、古筝等乐器改编而来的曲目

比较，由二胡改编的曲目难度更大。储望华先生之所以成功是因

为他将欧洲经典乐器钢琴，同中华民间音乐精髓完美结合，用全

世界音乐爱好者所熟悉的音乐语言和形式，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

民族文化魅力和民族音乐蕴含的精神、气节、神蕴。二胡版曲子

《二泉映月》没有华丽盛大的音响效果，但在乐谱的创作中，每

一处都倾注了重庄重民族气韵。乐曲中悠扬的旋律，蕴含了中国

灿烂的几千年的音乐文化底蕴。钢琴改编曲目是中国家喻户晓的

经典名曲，编曲起点很高，这首曲子自身就包含着极高的艺术价

值，若是改编不如原曲欣赏价值高，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对这首

曲目的改编要严肃对待。弹奏者应加深对这首曲目的认识，任何

马虎和草率的弹奏行为都是对这首曲目艺术价值的亵渎。在国内

钢琴乐坛上,钢琴曲《二泉映月》这类高规格的改编作品并不多见,

这首曲目在我国知名的钢琴曲目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二泉映月》的曲式结构分析

这首钢琴曲采用变奏曲式进行改编，传统的变奏手法与展开

手法的结合组成了这首钢琴曲的曲式结构。在演奏的过程中不断

进行对音域进行拓宽，且融入大量的新素材，并不断对曲式进行

层次的改变。

变奏曲式图
一级曲式结构 引子  A        A1        A2         A3           A4  

起止小节数 1    2~11      11~20     20~35     35~51        51~64
二级曲式结构     a b c      a1 b c1     a2 b c2 c3   a3 b1 c4 c3    a4b1c6

小节数 1   4 2 4        2 2 5       2 2 5 6     4 2 5 5     4 2 7 
调式调性 E 宫   B 徵   E宫B徵   E宫 B徵  E宫B徵  E宫B徵

《二泉映月》是一首典型的变奏曲。全曲通过变换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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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即句幅的扩大补充、或缩减，结合音律音域的上升或下降

的手法，让音乐一层一层推进和迂回进行发展的，用这种方法可

以创造出单一或集中的音乐形象，极具感染力。曲子一开始弹奏

时，用短短的引子开启耳朵之旅。音乐的音阶下行曲调，犹如一

声感慨万千的无奈的叹息，把听众带进了一个沉闷的意境中，给

听者带来无尽伤感,凄惨的感觉。整首曲子通过变换节奏的方式使

音乐意境得到深化。在曲目的后半部分，音乐感情得到进一步的

升华，曲调节奏推向高潮,凸显了激烈而愤慨的音乐情绪，这充分

显示了阿炳独有的气势和力量。这是作者对悲惨生活的强烈愤怒

和抨击的声音，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阿炳倔强的性格特点，表达

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持不懈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民间音乐中，演奏的速度是不可以从乐曲声韵中

独立的分离出来的，特别是像《二泉映月》这类情感表达鲜明，

音域起落明显的乐曲。这类乐曲通常都随着音乐节奏强弱而产生

力度、弹奏速度、乐曲节奏、乐器音色等音乐元素的综合变化，

这不仅仅是单一的强弱、快慢的变化，其中也包含音色明朗与低

沉，节奏转换的快与慢等综合因素的变化。这种随着音乐节奏呼

吸的快慢紧密连接，若用标准匀速的音乐呼吸节奏则不能演奏出

的强烈音乐节奏。如果一首曲子的创作缺少像储望华先生那样的

中国民族音乐情怀以及深厚中国音乐文化底蕴的钢琴演奏者是很

难以掌握的民间传统音乐的精髓。要想学会用钢琴弹奏《二泉映

月》且弹出神韵，可以这样进行练习，在识谱初期沿着西方钢琴

传统教育乐曲进行钢琴弹奏练习，等到我们熟练之后就可以多听

听二胡原曲目的演奏，根据所听的曲子划分明确的音乐句逗，并

且弄明白情感起伏规律，这样可以使弹奏不处于“画虎类猫”的

地步，而是具有和阿炳弹奏时一样的感染力，演奏时应该做到古

人所提倡的“有形有神，形神兼备”这一主张，演奏者只有在长

期的演奏实践中不断的探索积累经验才能在演奏时做到形神兼

备。钢琴曲《二泉映月》用行板如歌来规定弹奏的速度，而这个

速度标注比较模糊，这正好体现了曲作者用西方音乐标准去判断

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观，作者正是用这种判断方法来进行钢琴曲

《二泉映月》的改编。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钢琴曲《二泉映月》的改编特色。钢琴是

世界上通用的乐器，它自身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被广大音乐爱好

者所弹奏。钢琴与二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乐器，钢琴主要演奏的

是颗粒音符，当钢琴键按下之后没有了声音，所以钢琴无法演奏

较长的音，但钢琴的音色变化形式多样，音响立体效果好，节奏

层次多样化。而二胡音响绵长悠扬，可以拉出较长的音符，所以

将二胡曲子改编成钢琴曲具有一定难度。钢琴主要是通过以下几

个方面对《二泉映月》进行演奏的。

（一）用不是《二泉映月》旋律的声部进行补充，这样可以

准确生动的来烘托主旋律

运用主旋律的伴奏和主旋律的复调两种方式与补充声部进行

交换。这首曲子一直以主旋律为主，当旋律平缓时补充声部用空

灵的和弦进行主旋律的强调。在钢琴无法演奏长音时，用复调手

法进行补充，支声部对主旋律进行延续。支声部的演奏可以突出

旋律的强弱变化，中音部复调可以弥补高低音部的声音空隙，这

样可以有效提高乐曲的立体感，也可以推动音乐情绪的发展。

（二）在演奏的过程中可以合理运用装饰音来模仿二胡的演

奏效果

钢琴中的单音与二胡演奏的滑音效果相同，钢琴中大量的颤

音演奏声音效果与二胡中揉弦音响效果相同。钢琴中的十连音、

十三连音和十五连音可以演奏出古筝挑奏的音响效果。

（三）钢琴的演奏可以突破二胡在音域上的局限性

曲子的主旋律可以自由的贯穿与不同的音域和不同声部，使

音色在音响效果上变得极为突出。

四、钢琴曲《二泉映月》的旋律 

《二泉映月》原曲是二胡独奏曲，这首乐曲之所以能保存下

来多亏杨荫浏对阿炳的演奏录音的整理。这首乐曲广泛的流传下

来，后来被众多音乐家改编成多种形式的演奏曲目，其中包括民

间音乐合奏曲、小提琴独奏曲、弦乐合奏曲、弦乐四重奏、钢琴

独奏等等。这些演奏曲目各具特色，非常动听。其中由储望华创

作而成的钢琴独奏曲最为出色。这首钢琴曲沿用了原曲的主要旋

律和结构特征，在旋律上不但保持了原有的曲调的婉转悠扬、幽

静柔美，还将民间的传统音乐与钢琴的演奏特点相融合，充分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魅力。

旋律创作的成功可以断定这首乐曲是否成功，是否被广大听

众所喜爱。好听的旋律是乐曲成功的关键。大多数家喻户晓而且

传承久远的钢琴名曲都以优美旋律作为支撑，优美的旋律体现了

音乐的独特魅力。如果不以优美的旋律作为创作的核心，那么无

论创作和演奏技法多么精湛华丽而繁复都无法使这首乐曲的音乐

之美展现出来，无法吸引听众。大部分中国钢琴曲都能掌握住中

国传统民族音乐旋律的特色，如果中国钢琴曲失去这特色，那么

这些钢琴曲将难以得到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认可。钢琴曲《二泉映

月》之所以改编的如此成功是因为这首曲目以原曲旋律为基础，

保留了原曲的优美旋律，对原曲目的旋律风格和韵味进行合理推

敲，运用倚音、颤音、琶音等多种音乐表现手法，细致精湛的

对旋律进行塑造。 用西方传统乐器钢琴来演奏中国传统民间音

乐，这是对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如果想要在演

奏传统曲目上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学习，按照中国音乐美学标准来进行改编创作作品，

只有这样创作者才能充分的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特色和精神内

涵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储望华先生把我国传统民族乐曲创作成著名的钢

琴曲，为我国的传统音乐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使世界人民对我

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有了新的认识，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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