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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贺绿汀钢琴作品的民族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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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牧童短笛》 和 《摇篮曲》 是贺绿汀所有钢琴作品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品。 这两

首钢琴曲在 1934 年齐尔品在中国举办的征求 “中国风味钢琴比赛” 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和名誉二等奖,
这使得世界第一次听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作品。 贺绿汀的创作大部分是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方法

的同时也不忘记民族民间音乐。 本文主要通过对 《牧童短笛》 和 《摇篮曲》 的曲式分析来讨论贺绿汀钢

琴创作的中民族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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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绿汀, 原名贺安卿。 1903 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

东县一户农民家庭。 幼年在一家新式学堂接受了最初的文

化教育。 他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音乐作曲家与教育家、 革命

家。 他的音乐作品种类涉猎很广, 体裁多样, 为后世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宝贵的音乐财产。 1934 年, 齐尔品在中国举

办征求 “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 贺绿汀带着 《牧童短笛》
和 《摇篮曲》 两首作品参赛, 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名誉二

等奖的好成绩。 这是我国的钢琴作品也是贺绿汀的钢琴作

品第一次走向全世界。 由此不光可以看出贺绿汀在专业领

域上认真对待的态度, 也可以看出他出色的作曲才能以及

优秀的音乐素养, 更是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一、 《牧童短笛》 《摇篮曲》 曲式分析

《牧童短笛》, 贺绿汀钢琴曲的代表作, 荣获俄罗斯作

曲家兼钢琴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 “中国风味之钢琴曲” 头

奖, 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探索五声性复调民族化特征的重

要作品。
结构曲式: 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是简单的 ABA 式的单

三部曲式。
第一乐段与第三段段为 G 微调式, 4 拍子。 第一段采

用了复调织体的创作手法, 速度很缓, 旋律像随风摆动的

飘带悠扬、 婉转。 这一段一共分为六个乐句, 上下两个乐

句互相呼应呈对比关系, 仿佛老牛在与牧童对歌, 透露着

大自然的抒情气息。 第三段的音乐是第一段的再现, 不过

不同的是作者做了一些加花的处理, 多处加入装饰, 与其

说是第一段音乐的再现, 不如说是第一段音乐的升华版。
乐曲结束在渐慢渐弱的高音和弦上, 使人长久沉浸在其营

造的田园风景的美妙感受之中。
第二乐段为 G宫调式, 在这一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节奏上由 4 拍子变成了 2 拍子, 使音乐更加紧凑、 欢快。
在创作上由复调织体写法改成了主调和声的写法。 这是一

段富有激情的音乐, 舞蹈性极强, 仿佛牧童从老牛的背上

下来, 在田野中跳舞的情形。 这一段快速的音乐与第一段

悠扬、 婉转的音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近代时期, 我国很多作曲家多多少少都尝试过复调写

法, 例如萧友梅、 黄自等。 但是贺绿汀先生的 《牧童短笛》
这首钢琴曲最为成功, 等于说是真正地开启了我国复调音

乐的大门。 在这部作品中, 作者灵活地运用复调手法, 在

中国五声调式与西洋复调技法中来回穿梭, 巧妙地将二者

结合在一起, 形成浑然天成的乐曲。 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

就在于五声化旋律处理成多种自由对位的形态, 然而它的

主体却是自由对比的二声部复调。 这样做使得这部作品具

有十分浓厚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韵味, 并且显示出了贺绿汀

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 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民族化的

一个里程碑似的作品。
这首钢琴曲民族化的创作手法是:
1. 并非照搬欧洲多生理论, 而是有自己的改进, 将清

新朴实的民族特色与严谨洗练的艺术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西方的音乐审美是立体化的, 我国的民族音乐则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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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音乐。 贺绿汀在创作时, 不仅巧妙地将西方音乐的审

美绕过, 而且将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充分发挥。
2. 从整首乐曲的审美为出发点来看, 这首乐曲十分符

合中国人的审美, 整首乐曲给人感觉质朴、 亲切, 仿佛身

临奇妙的大自然之中。
3. 乐曲短小但结构却十分精炼, 旋律呈线性流畅, 虽

然运用了一些西方复调的写作技巧, 但是却流露出民间音

乐的特征。
《摇篮曲》 是贺绿汀完成于 1934 年的钢琴小品。 在俄

罗斯音乐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 “中国风味的钢琴曲” 比赛

中脱颖而出, 整首作品精致典雅, 带有贺绿汀的质朴、
严谨。

曲式结构: 与 《牧童短笛》 相同,《摇篮曲》 也是 ABA
的曲式结构。 这部作品也是在五声调式之中创作的, 全曲

采用了 F羽调式。 整部作品的特点是乐句长短各不相同,
这像极了我国的古词。 就音调来说, 《摇篮曲》 第一句的整

体旋律与我国陕北民歌 《走西口》 十分相似。 为了表达出

夜色朦胧、 宁静、 恬美的气氛, 作者基本都在高音区创作。
整个作品结构工整, 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式来替换西方曲

式的对比关系。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主导动机的派生、
分解以及旋律加花变奏等创作手法, 这样做很容易导致中

国民族调式与西洋调式之间的矛盾, 然而贺绿汀老先生成

功化解了。 这一做法可以说困难重重, 贺绿汀老先生却可

以迎刃而解。 这足以证明他专业方面的素养与内涵。 《摇篮

曲》 在旋律和构造上十分简洁明了, 并且伴有强烈的人声

哼唱的特点, 精确地表达了母亲手扶着摇篮轻声哼唱, 哄

着心爱的宝宝入睡的画面。 整首作品循序渐进, 由简单走

向复杂。
B段继续采用了 A 段的特点———动机发展。 可以分为

六加七加八的三个并列乐句。 这一段乐曲速度加快, 尽管

在调号上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是通过偏音的技巧, 作者巧

妙地将乐曲转换成降 D 宫系统当中, 这样做可以大大增加

音乐的不稳定性。 末端音乐好似绽放的花朵, 由含苞待放

走向春花怒放, 最终旋律稳定在柔和的降 A 宫音上, 让乐

曲渐渐走向了稳定。 仿佛孩子在夜色中已经闭上双眼, 而

慈祥的母亲也在憧憬着孩子的美好未来。 这首乐曲构造十

分细致, 可以说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 作者将西方的创作

手法与中国调式相结合, 成功地塑造了宁静的夜晚, 慈祥

的母亲低声哼唱着摇篮曲, 哄孩子进入梦乡的意境。
这首作品主要的特点在于: 在调式和调性上, 以一到

五级的进行体现功能关系, 并且在降 A宫系统中来回转换,
这样做成功地避免了民族调式与大小调之间的矛盾。 乐句

之间偶有互补, 时有独立, 互相配合在大小三和弦的运用

上。 作者将它们放在两个织体当中, 并且将六度音持续地

运用, 这样做大大削弱了西洋的和声特征, 从而增加了民

族音乐的韵味。 再者, A 段最后采用的是 F 羽调式, 在和

声的选择上则是用三级来代替五级, 不仅可以增添中国的

乡土气息, 而且可以达到西洋技法的属对主。 再次, B 段

的和声也与 A段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在音响上除了在低

音保持西洋和声的功能性外, 几乎采用了民族性调式。 为

了营造出扑朔迷离的夜晚朦胧的感觉, 作者在节奏上采用

持续的长音, 不断地交替调式, 最后作者运用了完整的三

和弦来保持乐曲的稳定, 展现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音乐

文化。

二、 贺绿汀钢琴创作民族化的音乐特征

第一,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的音乐特征是可以展

现出中国音乐之美的。 就拿 《牧童短笛》 来说, 听过这首

钢琴曲之后, 会让人感觉飞向南方的田野里, 仿佛天真、
活泼的牧童就在我们身边悠然自得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牧笛,
而我们此时在草地上听着牧童的演奏。 这主要是因为作者

在运用西方技法创作的同时, 又将民族传统音乐之美展现

给我们。 我国近现代作曲家在创作中追求旋律线条清晰,
曲式结构简洁等特点, 而 《牧童短笛》 正是这种追求的典

范。 它不像西方和声那样经常会出现一大段较为沉重的和

弦连接的倾向, 而是寻求一种神态的表现, 形简而意丰。
真正意义地做到以简洁的艺术形态描绘大自然的场景, 牵引

出人类内心的情趣。 这首作品中的 “加花变奏” 是中国笛子

中特有的, 因此会让人感觉这首曲子更富有亲切感, 两条主

旋律线, 看似简洁但细细去观察却会发现作者加入颇多的小

心机, 多处加入小腔, 让乐曲达到简洁且变化多端, 在力度

方面也是有更多的变化。 这一具有中国之美的 “牧童短笛

图” 使人从嘈杂的社会, 走进怡然自得的大自然当中。
第二,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音乐特征是将中国传

统的五声调式与西洋创作技法相融合来创作他的复调音乐。
复调音乐是一种复杂的创作形式, 要将中国的传统调式与

西洋创作技法相融合则是难上加难。 贺绿汀先生的 《牧童

短笛》 则是用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 贺绿汀先生创作的复

调音乐大多旋律线条清晰、 曲式简洁, 但在如此高标准的

要求下, 他的音乐作品依然动听, 使人听后久久不能忘怀。
用不受限制的五声化旋律来做自由对位, 不仅可以使乐曲

充满中国韵味, 充满中国音乐思维, 更是满足了欧洲复调

创作方法的要求。 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音乐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中国民间音乐的支声复调, 另一种则是西方音乐的

模仿复调。 贺绿汀先生成功地将西方音乐与我国传统民族

音乐融合之美带给我们, 也给我国复调音乐开了一个完美

的先例。
第三,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音乐特征是善于运用

自由的对比二声部写作手法。 这一点在本文所提到的两首

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这两首作品的旋律与节奏都分句交错,
做到上下两条旋律紧紧夹杂在一起并且相互照应, 使作品

如行云流水一般, 自然流淌。 因为贺绿汀先生在音程上运

用得很讲究, 所以一切看起来浑然天成, 丝毫不觉得别扭,
这便是贺绿汀先生作品自身所带着的魅力。

第四,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音乐特征是可以让人

们在现有声部的基础上找到隐藏着的和声因素。 他将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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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以对音乐有推动作用的和声给隐藏起来了。 这种创

作方式更加增添了乐曲的乐趣性, 增添了审美情趣。 在

《牧童短笛》 中, 高声部与低声部形成了两句对一句的对齐

方式, 高声部为长度相同的四句, 低声部为长度相同的八

句。 这种对位方式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特征, 可以很直观地

看出乐曲的逻辑性。 五声调式和声结构在中国古代被看作

一首作品的和声结构, 而 《摇篮曲》 就是在五声调式和声

结构中创作的。 贺绿汀十分自如地掌握了复调音乐, 他创

作的乐曲优美、 简洁而且高雅。 他巧妙地运用了五声调式

的形式, 创作了带有中国韵味的复调音乐, 不仅包含有西

方复调音乐创作技法, 而且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 这就

是在自由对比的二声部为主体之下, 将西方对比复调与我

国民间支声复调杂糅到一起出现的结果。 虽然整首作品在

二声部为主体, 但五声化旋律仍然呈现出多种形态, 使得

两个声部的旋律都富有中国民族的乡土气息。
第五,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音乐特征运用传统的

民族旋律技法结构贯穿于全曲, 从而构成民族音乐的特色。
在 《牧童短笛》 中, 贺绿汀运用了 “句句双” 和 “隐蔽终

止” 两种传统的民族旋律技法。 “句句双” 的特点是具有

呼应、 对答、 重复, 当上声部出现空歇时, 下声部则要顺

势继续进行。 贺绿汀将这种技法运用得十分娴熟, 使歌曲

充满了浓浓的中国民族韵味, 让天真活泼的牧童形象浮现

我们的脑海。 “隐蔽终止” 是指每一个乐句和每一个乐节之

间的音全部都以同音连接, 这样做可以使音乐更加平和流

畅, 在民间又称 “鱼咬尾” “承递” 等。 《牧童短笛》 之所

以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韵味, 不仅仅是因为运用了 “句
句双” “隐蔽终止” 这两种技法, 他还把西方的对比复调

与我国的支声复调相结合来创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首

曲子才会让我们感觉丝毫不陌生, 充满了民族音乐的韵味。
第六,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民族化音乐特征是在钢琴作

品旋律的弹奏编配上, 善于运用中国传统的 “虚” “实”
音之分。 贺绿汀的 《牧童短笛》 里的 “虚音” 是没有实质

含义的, 因为它们都是 “实音” 的延续。 这种表达方式在

很多艺术形式上都有过, 比如, 歌唱中的 “甩腔”、 器乐中

的 “滑音” 等。 这是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运动方式的一个

基本区别: 西方音乐每个音都是有意义的, 它们的音与音

之间都是有着纵向多方位进行的; 而中国音乐往往会注重

一个 “写意” 的手法, 在一个乐句中的一个音不仅仅只是

代表这一个音, 它是会发展和变化的, 会衍生出一个音组。
不仅仅这样, 我们中国在旋律进行上讲究线性旋律, 而西

方则讲究立体声响、 多生头脑。 在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下,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 比如水墨画、
房屋建筑等, 全部都是用线来的。 线性思维简单, 比起面

性思维方式更加知性。 中国的审美体现在一个 “神似” 上,
在结构上不受约束。 这些传统就好像中国的毛笔字一样,
是一种简单、 平淡的继承。 中国的音乐也是如此, 看起来

平淡, 实则耐人寻味, 仿佛将一幅中国水墨画推送到你的

眼前。 贺绿汀在创作上, 将中国的审美观运用得十分得当。

结 语

贺绿汀老先生可以说是我国百年一遇的奇才, 他对我

国音乐领域的贡献非常大, 而且涉猎领域也很广泛, 有音

乐创作、 音乐教育、 音乐理论等。 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几乎都

与音乐相关。 西方复调音乐的创作技法在传入我国之后, 我

国很多近现代的作曲家都尝试过复调音乐的创作, 虽然都是

优秀的音乐作品, 但远远不如贺绿汀先生所创作的。
贺绿汀先生之所以可以创作出如此优秀的带有民族韵

味的钢琴作品, 是因为他的钢琴艺术创作, 是建立在我国

传统民族音乐之上的创作。 在利用西方的理论、 西方的创

作技法时, 他从来没有忘记我国的民族音乐。 就像他自己说

的那样,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的宝藏, 我们要创作自

己民族的社会主义音乐”。 作为作曲家, 他用自己的实践闯

出一条欧洲传统作曲技法与我国民族风格相结合的, 以表现

时代生活的创作之路。 这样的音乐更具有时代气息, 符合中

国人的审美。 这种创新思维是最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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