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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族音乐

探寻中国钢琴作品中民族素材发展的新阶段
——以作品《皮黄》为例

刘明珠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古典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诸多作曲家将民族因素带入创作之中。格里格、西贝柳斯、柴科夫斯基等作

曲家的创作风格中都带有民族性的标签。一方面这些作品流传百年至今仍保持着极高的演奏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些鲜明的民族风

格也为其文化的传承发展及交流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张朝先生2008年创作的钢琴曲《皮黄》是近年在乐坛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钢琴作

品，它不但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风格，而且与过去大量的中国民族音乐改编作品不同，它是一首使用了大量的京剧元素创作的钢琴曲。这

些特点使这部作品的价值变得更为突出，它将中国钢琴作品在世界一隅的发展高度呈现在整个世界古典乐坛的眼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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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琴作品的发展轨迹
钢琴在中国作为一种舶来品，受到国家主体文化的影响，他的

发展历程相对缓慢，直至进入21世纪，一大批我国本土的优秀钢琴
家在世界乐坛上大放异彩， 很大程度上推动着钢琴的综合发展水
平。 而在钢琴创作部分，自20世纪初赵元任、江文也、贺绿汀等作
曲家开始在民族音乐风格上进行创作。 现今国内对中国钢琴作品的
研究主要归结在它的作品风格上，研究成果在于它的民族性及独立
性。 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由于其在世界乐坛的影响，及之后
的理论研究，被公认为中国钢琴作品的第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作
品《皮黄》在艺术效果和理论两个方面都是钢琴作品发展一次新的
高点，但《皮黄》所带来的艺术价值不仅于此。 从整个古典乐坛的
角度俯览中国钢琴发展的进程，《皮黄》再次将中国作品的艺术影
响力扩大到整个古典乐坛，中国作品应当摆脱独自一隅的发展，而
跳到整个古典乐派， 今后在中华民族深厚的底蕴中自成一派。 这
种格局虽未充分形成，但是纵览古典音乐的发展，民族乐派的产生
已经不足为奇。 借助对作品《皮黄》的作品分析，可以探究中国钢
琴作品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二、西方古典音乐民族风格的发展趋向
从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音乐发展历程上来看，艺术家的审美

习惯，从追求严谨的形式与结构，作品整体比例的完美与和谐，充
满理性主导的作曲风格上，逐渐发展为更加注意个性化和情感化的
表达，将音乐重心转移到主体感觉的中心，情感的焦点，幻想的
主体。值得一提的是，从浪漫主义之后，20世纪到现代的伟大作曲
家， 他们最具成就的作品或是创作领域灵感大多是来自于本民族或
国家的民间音乐风格或美学思想。 作品《皮黄》正是这两种发展道
路交织而出的亮点，同时具有现代京剧融入西方音乐体系的卓越成
绩，以及古典音乐在触碰中国戏曲元素的柳暗花明。

三、作品《皮黄》
2007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

品）大赛，获得一等奖作品《皮黄》和二等奖作品《生旦净末丑》
都是以京剧元素创作的钢琴作品。《皮黄》的作曲家是中央民族大
学音乐学院的张朝教授，作曲家以传统的体裁形式创作了这首叙事
风格的作品，实际是个人感情和经历的寄托，音乐具有很强的故事
性，不仅仅存在于作品中直接的意象，大观楼的长楹，林冲夜奔的
经典故事中。张朝先生十三岁离家到云南求学的经历，自然和人文
艺术的美好被带入了作品，是作曲家内心情感最真诚的抒发。

（一）《皮黄》的戏曲性
“皮黄”表示的是京剧的两种基本腔调—西皮和二黄，是京剧

的基本音乐素材。《皮黄》在作曲风格上较大程度地脱离了传统西
方作曲体系的风格特点，采用京剧的板式特点，在技术上的探索使
这首乐曲具有浓郁的戏曲风格。 这首作品不仅对我国民族风味的钢
琴作品创作技法和美学思维有很大的影响，也是现代京剧在不同艺
术门类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皮黄》画面感非常强，仿佛将戏曲舞台上繁盛的景象勾勒的
精致而具有场面。 音乐的描绘甚至细致到人物的翎子，鞋帮上的花
纹。 作曲家的创作灵感除了来源于自幼对京剧的深厚理解，还将年
少登楼的记忆—昆明大观楼壮美的景象记入作品当中。 历史文化对
作曲家创作该作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皮黄》在将作品推入乐
曲高潮时，以中国古代英雄人物林冲夜奔的故事为题材， 表现了这
位梁山好汉的凄凉遭遇、爱国精神及民族气节。 《皮黄》寄托了张
朝先生对自然的向往崇敬与人生的感怀。 这种个人精神与钢琴艺术
完美的交流融合，未免不是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向世界经典艺术
风格之列的进一步发展。

（二）《皮黄》的板式结构
《皮黄》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传统的曲式结构，结合中国戏

曲板式结构创作而成。 在音乐术语上，直接使用了戏曲的板式说
明，来解释演奏时的乐曲风格。 京剧的板式是指唱腔基本节奏形式
和结构，传统被称为板眼的结构形式。大致被分为四类：一眼板，
三眼板，无眼板，散板。其中原板是唱腔变化的基础。还有板式的
变化，例如慢板，快板，导板，摇板，二六，流水板，快三眼等。
通过各种板式的变奏情绪变化，是中国传统戏曲非常重要的戏剧性
的因素，像是在西方将奏鸣曲式发展成为最具有戏剧表现力曲式结
构相似。《皮黄》这首作品由“导板”、“二六”、“流水”、
“快三眼”、“慢板、”“快板”、“摇板”、“剁板”十段音乐
板式构成。

（三）《皮黄》的内容与风格
不同的板式使得作品以片段性的段落结构进行，类似于印象派

的作品曲式结构，制造出一幕一幕的戏剧场景。“导板”为引子乐
段，以自由而弹性的节奏和清澈的京腔音调拉开音乐序幕。这里就
像很远传过来的一个声音，缓缓地、远远地，就好像是一幅水墨晕
染的山水画一样。

“原板”开始进入乐曲的主题。在京剧里过去有行当称为
“末”，就如同这段音乐的作用，念诵词曲旁白，好像幕布慢慢拉
开，故事从这里开始，字字道来，娓娓讲述。

“二六”板为二拍子，节奏较原板紧凑。 这段作品极具影像
感，仿佛是老北京胡同里，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照进来，小商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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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卖声偶尔传过来，大宅门咿咿的被打开，光着前额的小孩急赶着
出门找伙伴玩。 在音响上有对板鼓的模仿，利用钢琴踏板的作用，
使板鼓带有回声的效果，不致声音太干。

“流水”段为一拍子和二拍子的混合节拍，由于速度过快形成
有板无眼的效果。作曲家描绘这段的意境时说过：到了滇池边上，
你会感觉到微风吹来的清凉，还有花儿的香味。这段有很强的中国
水墨画的意象，书法创作中所讲究的“精气神”的思想，在音乐如
行云流水，肆意漫开，旋律具有颗粒感而自然流畅。作曲家在这段
谱面也注释了表情记号“精神饱满的”，音乐中充满了年少而精气
十足的冲劲儿。

“慢板”的板式常用于细致委婉地抒情或叙事。 这段以复调
的织体手法，用沉静与深思的音画效果带来一个蒙太奇似的镜头转
换。 对寺院的钟声模仿，将音乐的感性与思考上升到虔诚而具有信
仰的高度，也是作品内容的升华。 作曲家建议在这里请一位京剧演
员加上一段念白，内容是昆明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五百里
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摇板”在京剧指紧打（拉）慢唱，这是钢琴中难以表现的弦
乐器滑奏、轮指的效果，旋律上面，林冲在风雪夜远远走近，心理
悲凉、寥落的声音被放大，矛盾被逐渐激发出来，戏剧冲突逐渐变
得不可调和。

“剁板”段句式短促紧凑，旋律简单而凝炼，表现意图和理性
精神变得明晰起来，为结束的感情释放有很好的伏笔作用。 整个故
事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逐渐归为平静，经过了一番理性的哲思，一番
起伏终将尘埃落定。

“尾声”乐段篇幅不长，不像西方古典音乐中乐曲常加上多次
补充终止的乐段。他光辉而灿烂，将作曲家的精神永恒而完美的抒
写，全曲的个人精神和具体内容，都被完美的诠释收场。

四、关于探寻中国钢琴作品发展方向的动力
在钢琴音乐作品产生至今的几百年中，作曲家的素材来源于民

族性的习惯从未改变。从巴赫的组曲，李斯特的匈牙利音乐素材，
巴托克的罗马尼亚音乐等，这些作曲家的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民族性

标签。到了浪漫主义后期，大量作曲家被人们直接概括为民族乐派
的作曲家，像俄罗斯民族乐派、西班牙民族乐派、法国民族乐派。
这些民族性特征的显现是伴随着古典音乐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而与
区域性元素融合的。民族乐派还被认为是古典主义范畴，而20世纪
至今风靡的爵士音乐兴盛的原因同样是与古典乐碰撞出火花，然而
他显得更为独立。近观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历史，中国的钢琴作品
从20世纪至今已有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国内外被作为演出、学术研究
的对象，因为其民族性而独树一帜。从古典音乐中那些民族性音乐
的发展现状来看，民族性并不会成为阻挡音乐文化交流的障碍，反
而更具有世界性。因而古典音乐领域中国民族乐派的发展前景是美
好的，《皮黄》在作曲技法和音乐风格上的成功探索，为这条道路
的前景带来了无限希望。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琴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作曲家们

的思路更为扩展，从作品题材和作曲技法上都有发展创新，整体进
入了新的探索阶段。中国演奏家在世界乐坛中层出的状态下，中国
的钢琴学习热潮也在影响着这些优秀的中国钢琴作品的发展，促使
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能在体系下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流派。 不仅是所
谓意义层面的流派，更重要的是当中国风格的流派能够更多展现在
古典主义音乐的舞台上，民族文化在探索和发展的道路才能获得更
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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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水平，所以对于任何歌曲的演唱，共鸣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歌

唱技巧。从草原歌曲的角度上来看，草原歌曲演唱者都会尽力将声

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降低声音的优美程度，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必要要依赖共鸣了。

（三）美声唱法与草原歌曲在舞台表现力上的融合

我们都知道，民族唱法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及民族特

色，根据草原歌曲的大部分歌唱艺术形式来看，由于草原地域辽阔

宽广，再加上游牧生活的习惯，大家都喜欢用悠长高亢的歌曲来表

达自己的情绪以及情感生活，而这个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

族文化，最终成为现代我们看到的草原歌曲。而草原歌曲的表现

力也主要体现在悠长以及空旷感，在美声唱法中，舞台的表现力主

要体现在共鸣的运用以及气息与歌唱技巧的综合使用方面，通过气

息以及共鸣的控制，美声歌唱者不但可以演绎出十分高亢的艺术效

果，还能够持续输出十分稳定的令人震撼人心的歌曲，这就是美声

演唱的无穷魅力，通过共鸣练习，民族歌曲也可以获得良好的舞台

效果，降低歌唱时的声带负担，提高演唱效果。

三、总结

总的来说，我国的美声唱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并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唱法的发展以及融合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为我国的民族文化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我们弘扬

民族文化实现民族繁荣注入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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