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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信念的热情礼赞
——评两首钢琴变奏曲《小红军》、《共产儿童团歌》

杨耀华，杨帆

(邵阳学院音乐系，湖南邵阳4220(10)

摘要：在我国钢琴名曲的宝库中，有一批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钢琴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艺术上价值

不菲，更重要的是它所歌颂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高尚的共产主叉精神仍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它是我

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小红军>、《共产儿童团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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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钢琴名曲的宝库中，有一批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

钢琴曲，如《红色娘子军》(杜呜心曲)、《解放区的天》(储望华

曲)、《游击队歌》(汪立三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王建军

改编)、<小红军》(周广仁曲)、《共产儿童团歌》(甘璧华等

曲)、《红星闪闪放光彩》(储望华改编)、《南海小哨兵》(储望

华曲)、《放牛娃盼红军》(但昭义曲)⋯⋯等。这些钢琴曲，从

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革命战争中艰难困苦的生涯，热情讴歌

了革命战士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情怀，塑造了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钢琴变奏曲《小红军》、《共产

儿童团歌》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钢琴变奏曲《小红军》(载“中国钢琴名曲”第四集)、《共

产儿童团歌》(载“1949-'-1979钢琴曲选”)是两首反映青少年

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的优秀作品。曲作者分别选用了两

首革命战争时期广泛流传在川、滇、黔三省和江西苏维埃老

区的革命历史歌曲作为音乐主题，用不同的变奏手法、不同

的和声织体、不同的伴奏音型和调式调性变换等手法，塑造

了鲜明而生动的革命青少年的光辉形象。

(／b红军》全曲仅72小节，虽不长，却经典。它音调明

快，脉络清晰，布局有序。它秉承变奏瞌“一个主题、多次变

奏”的基本原则，选用革命历史歌曲作为主题：它首先在G

调上予以呈示，而后又翻高八度重复一次，加深对主题的印

象，低音声部则配以跳跃活泼的节奏，勾勒出“小红军”稚朴

而活泼的一面。全曲由引子、主题+变奏1+变奏2+变奏3

+变奏4组成。

变奏1：转bB调，主题镶嵌在流动而密集的十六分音符

中，低音声部跳动的分解和弦及降号音的使用，暗示着革命

进程的艰难曲折。 ．

变奏2：转C一大调，主题在低音声部和高音声部交替进

行。伴奏部分用柱式和弦和切分节奏予以配合，使乐曲充满

动感和力量。

变奏3：乐曲转G调，高音声部流动的十六分音符渗透

出主题的基本音调，左手有力的八分音符柱式和弦配以强音

记号，使上下两个声部旋律形成一定的对比，为变奏4成为

全曲的高潮做了很好的铺垫。

变奏4：主题由和弦组成，低音声部由柱式和弦和切分

变奏构成，音乐坚定有力，呈波浪型向上推进，一步步将情绪

推向高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全瞳，象征着《小红军》的壮

大成长和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全曲结构图示如下：

G调 bR调 C调 G调

(引子)主恿主恿1II复(问奏1)变奏l 盘奏2 (阃奏2)生奏，变

奏4 尾声

(1·5)(6-13)04-22)(23·25)(26-36)07·44)(47·52)(53·60)(6l·68)(69-72)

从上图可以看出，(／b红军》乐曲张力主要来自调布局的

功能进行和与之相适应的和声功能进行。主题与变奏1，变

奏1与变奏2的远关系转调，是构成乐曲结构张力的主要元

素，而主题(开头)和变奏4(结尾)用同一调式形成的整体调

式框架，构成“．I．_下’平衡，使乐曲在平稳中予以收束。

变奏曲《小红军》的引子、问奏曲、尾声也颇具特色。引

子、间奏的素材都源自主题本身。如引子(1—5)问奏l(2l一

25)及尾声的音乐素材源自主题的第五乐句(此乐旬末在钢

琴曲中出现)，而间奏2(47—52)素材源自主题的第三乐旬。

这些素材，不是完整的一丝不变的运用，而是用“取头换尾”、

“变换节奏“t、g,4f移位摸迸”等手法予以深化展开，层层递进，它

是连接变奏与变奏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又使间奏与变奏

之间充满对比的精神，增添了乐曲的容量与表现力，推动音

乐向前展开。

供产儿童团歌》是一首用音简洁、层次清晰、形象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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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琴变奏曲。作者虽然自谦地冠以“简易”一词，却丝毫不

会改变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广大钢琴爱好者对它的喜爱。

曲中遵循自由变奏曲的法则，同时又吸收了严格变奏曲的某

些长处，精心设计全曲，使曲中每一次变奏都有鲜明的性格，

充分展示共产主义儿童各方面的气质和风貌。曲中高潮的

设计独具匠心，对比性复调手法与前后形成强烈的戏剧性效

果，成功地塑造了战争年代中革命青少年的鲜明形象。全曲

由主题呈示、变奏5次及一个短的尾声组成。

主题：单一部结构，C大调，它来自一首革命历史歌曲，

坚定明亮的音调、稳妥沉着的节奏和v—I的和声进行，无不

显示出这首歌曲所具有的特殊的气质。歌曲中第一部分具

有张的性格，第二部分具有收缩的走向，一伸一缩，一静一

动，乐曲充满展开的动力，为多侧面塑造共产主义儿童的形

象打下良好基础。

变奏l：严格变奏，主题在低音声部完整重复一次，进一

步加强了主题的印象。伴奏在高声部进行，但与主题呈示的

伴奏稍许不同，这里是弱起、声部穿插，使得上下节奏疏密相

间，比起主题呈示时略显活跃特色。

变奏2：转向属调G大调，主题进行加花装饰，并变换节

奏，成为富于动力的××××××节奏型，低音声部断奏的

八分音符与弱起的柱式和弦相结合，贴切地表达了艰苦环境

中共产主义儿童机警的一面。

变奏3：华彩乐段。主题在密集而流动的十六分音符中

加花装饰流出。伴奏中，弱起的八分音符与下拍四分音符的

连接，以及与句头的长音配合，构成独具特色的“x0××0羔

I”，使伴奏平添了几分跳跃与机智。

变奏4：主题简化，以骨干音的形式出现。第一部分在G

大调上进行，第二部分转入C大调，调式的变换形成乐曲展

开的张力，旋律与伴奏同步进行，使变奏4具有宏大而宽广

的气魄，与变奏3密集的旋律形成鲜明的对比，乐曲在变化

对比中展开。

变奏5：具有戏剧性冲突的变奏乐段。高音声部十六分

音符的持续快速下行造成紧张不安的恐怖气氛，而主题则以

断音加强记号的形式在低音声部出现，句法清晰，音调有力，

高低音声部两条性格迥异的旋律构成的强烈对比形成这首

作品的高潮。从这段音乐中，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敌人进村

时的紧张不安气氛，可以感觉到共产主义儿童与人民军队、

武装民兵同仇敌慨、共同抗击敌人的坚定决心。

变奏6：高音声部紧缩，再现主题，比起原型主题来，紧

缩的变奏显得更有力量，充分表达了共产主义儿童和全体革

命战士“时刻准备着”的坚强决心。从结构上看，主题具有回

归的性质，使全曲形成首尾呼应、平衡稳定的结构。

变奏7：高音声部将变奏2的旋律提高4度出现，然后紧

缩句头乐句(由两小节构成--d,节)，反复4次，声音逐渐变

弱，仿佛在叮咛人民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拉宽节拍，以强的

力度在稳健的v7一I进行中结束全曲。

<共产儿童团歌》结构图示：

早示 展开 高潮 结束

主 恿变奏l受奏2变奏3变奏4 变奏5 变奏6 尾声

从整体上分析，《共产儿童团歌》主题坚定有力，变奏

1—4用不同手法分别描绘共产主义儿童性格的各个方面，

综合起来构成了立体的英雄形象。变奏5是全曲的高潮，用

对比复调手法形成的恐怖气氛与坚定的英雄形象构成戏剧

性的冲突。变奏6紧缩再现主题，与尾声共同构成喻意深远

的结尾，而7I一争—T的调布局，体现某种三部性结构特征。

变奏啦是西方音乐中的一种曲式结构。它“由主题的最

初陈述及其变化的重复(称为变奏)构成”【I J。变奏曲大体可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保持原始音乐主题材料和结构轮廓

不变的总前提下的变奏加工，被称为严格变奏。竹【2J这种变奏

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在低音声部上，变奏主要是在高声部。它

诞生在十七世纪初，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前半叶极为流

行，最初主要用于一种三拍子、慢速度的帕萨卡里亚舞曲与

恰空舞曲。巴赫的《C小调管风琴帕萨卡里亚舞曲》、贝多芬

的《三十二首变奏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二类是“通过肢解

原始主题的结构，甚至加入某些新材料对乐曲从各方面进行

变奏加工”[3】3，称为自由变奏。自由变奏比起严格变奏来，变

奏的手段、形式、材料更多样，幅度更宽。单纯的变奏手法，

在我国的民族器乐创作与演奏中比较多见，但在我国的钢琴

作品中，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才出现，丁善德先生的《中国

民歌主题变奏曲》无疑是开先河之作。由于变奏曲“一个主

题、多次变奏”及注重旋律功能的创作原则，与我国音乐创作

中的线性思维有着某种天然的相通之处，自由变奏便很容易

被人们所欣赏与接受。因此，钢琴变奏曲作品日丰，质量和

水准也不断精进。

钢琴变奏曲《小红军》、《共产儿童团歌》的创作发表已有

多年，一直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它是许多钢琴比赛中经

常演奏的曲目，它也被入选许多钢琴集中，并成为校外钢琴

考级的必弹曲目。人们喜爱它，一方面它的艺术价值值得推

崇，另一方面，音乐中塑造的青少年英雄形象，以及所体现的

崇高理想、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热情

礼赞。可以说，《小红军》、《共产儿童团歌》等一大批钢琴曲

目是我国钢琴艺术的瑰宝，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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