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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钢琴曲 《茉莉花》赏析 
覃 勤 

摘要： 《茉莉花》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民歌，但著名钢琴家 

储望华先生为此创作了一首钢琴曲却未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本文拟就此曲做赏析性分析，以便引起学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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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词人姜夔曾经这样咏过茉莉 ， “灵种传闻出 

越赏，何人堤挈上蛮航?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 

香 。”一直不解，在我的印象中，牡丹、玫瑰、荷花、梅 

花等是何等的声名显赫，其尊贵的地位不容置疑。而小小的 

茉莉顶多只能是一个 “小家碧玉”的封号，岂能僭居 “人间 

第一香 ”的盛名?听完储望华的钢琴 曲 《茉莉花》我略有所 

悟。对中国钢琴爱好者来说，储望华这个名字不应该陌生， 

从 《浏阳河》到 《筝箫吟》，从 《翻身的日子》到 《解放区 

的天》，一首首蕴涵着民族深情的钢琴作品，见证着他丰富 

的人生阅历，凝聚着他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 

《茉莉花》创作于2003年，是根据一首江南民歌 《茉莉 

花 》改编的，乐 曲旋律优美 ，和声变化丰富，速度舒缓 自 

由，感情细腻委婉。改编后的 《茉莉花》既保留了原有的民 

族调式的特点，又融入了西方现代和声的特色 ，给听众以全 

新的听觉享受。纵览全曲，不得不佩服作曲家全新的创作理 

念和技法，在貌似传统、普通的织体中，作曲家引入大量的 

非功 能性语汇 和非对称 性节奏 ，以隐喻的手笔 ，借花喻 人， 

为我们 营造 了奇妙瑰丽 的音响世界 。音乐虽没 有 《黄河 》那 

样的气度恢宏却有其质朴隽永；没有 《月光》那样的轻纱迷 

蒙却有其淡雅清新。它就像那自然界的茉莉，虽无牡丹的雍 

容华贵但有其冰清玉洁；虽无梅花的临风傲骨但有其矜持端 

庄；虽无兰花的婀娜多姿但有其超凡脱俗 ；虽无玫瑰的浓妆 

艳抹但有其娇艳欲滴。她在秉持 自己高洁品性的同时，款款 

走进 民间，贴近大众 的 日常生活 ，浸染 了普通 百姓 的质朴 、 

平和、 自然心性 。 

作曲家将这首原本弥漫着东方色彩的旋律通过钢琴这件 

最具西方代表性的乐器表现出来。融西方现代的作曲思维与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于一体，把欧洲传统和声的精髓和 中国 

民族音调的真谛相结合，把似乎很 “土”的简单的五声音阶 

和 听起来有 点 “洋 ”的复杂 的七和 弦 、九和 弦融合在钢 琴黑 

白键盘的缝隙里。把 自己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用全 

新的视角审视祖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创造了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互相在宽容、开放的心态中接纳着对方的听觉世 

界。这既具有鲜 明的时代感又充满浓厚的民族气息，重新诠 

释和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中国民歌，赋予了她新的生命内涵， 

为我们塑造了一朵不同寻常、玲珑剔透的茉莉花。与其说这 

是一种 中西结合的尝试 ，不如说是一种中西文化思想的包 

容。这种包容的思想根由，是作曲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好学善纳、兼容并蓄的影响，所谓 “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就其深” “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这让我想起 了一个关于茉莉名字来源的动人传说， 

故事的大概意思是相传明末清初年间，有一位年迈的老人从 

外面带回一种香花种子，兄弟二人各有所长，老大干活有体 

力，老二耕地有技术，开始他们互相看不起对方，各 自为阵 

结果都失败了，一位老隐士劝说他们，要发挥各 自的优点团 

结协作 ，不 能只考虑 自己的 自利 ，结果香花种 植成功 ，后来 

他们给花取名末利 ，意思是为人处事，把 自己私利放在末 

尾，合作才能双赢。几百年来，茉莉花闻名遐迩，虽然文人 

为 了字 型美观而把 “末利 ”改成 “茉莉 ”，但末利 的含义依 

然在人们心中留存并得以延续。原来茉莉花在美丽的外表下 

还有着代表华夏 民族宽容、团结 的人文光环 。 

如果说 《茉莉花》在创作理念上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包 

容美，那么在情感的表达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美。 

含蓄是直接的对立面，它无逼人之势，也无撩人之情，她清 

新、质朴，绝不使人浮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 

遮面”是一种半遮半掩的含蓄美， “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是一种雾里藏情的含蓄美。就像这首民歌， 

看似一首民歌小调，但细想一下其实是一首委婉情歌，歌词 

中 “满园的花开香也香不过她，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 

笑话”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女子当中对她情有独钟，正所 

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我有心向她吐露真情，但我又顾忌别人 

的流言蜚语。第二段的 “又怕看花的人儿骂”可以理解为我 

有心向她表白却担心她家长的斥责，老师的批评。而第三段 

也是歌词中最动情处， “又怕来年不发芽”是我担心她过早 

地涉入 爱河，会影 响以后 的事业和未来 幸福 。作者在谈钢 琴 

独奏曲 《茉莉花》的创作时也谈到， “不言而喻这是一首情 

歌，是男女之间内心爱慕的细腻的情态写照，用鲜花比喻心 

爱的姑娘或美女已是千百年来永不衰竭的赞誉，茉莉花是东 

方的花卉象 征之一 ，所 以钢琴 曲总是想诉 说一个东方 的爱情 

故事，或是描写发生在东方庭院花开满园的恋爱故事以及内 

心世界的坦露或写照，这便 当然不是表现一束茉莉花而是 

表现满园春色之中唯茉莉花之高雅、幽清、淡馨、唯东方之 

美，中国女性之美在世界独到，至于爱情就绝非甜蜜二字这 

么简单，她同时还含着忧郁激情亢奋等不同的综合情态。” 

中国人喜欢把含蓄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来追求，作曲家尽管 

中年 时期移居海外，但是他近半个世纪时间是在中国度过 

的，深知含蓄美是中国人的审美特色，故在创作过程中把很多 

主旋律隐蔽在织体中，藏而不露，引而不发，给音乐要表达 

的情感蒙上一层纱幕，若隐若现，以期欲扬故抑的效果，让 

《茉莉花》因含蓄而美，美出了魅力，美出了档次，美出了 

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境界，是一种幽淡的、微妙的、静谧的、 

洒落的， 没有彩色 的喧 哗炫耀 ，而有富于心灵的幽深淡远 。 

而这种意境并非存在于那些表现喜怒哀乐的具体情绪， 而恰 

恰是在追寻的弦外之音中。如同那茉莉，既不像美人蕉那样 

披红戴绿让人很远就能领略她的娇艳，也不像夜来香那样数 

里外就香气袭人，茉莉似一杯清茶需要慢慢地品味，在唇齿 

间留下淡淡约约的清香。 

茉莉不像幽兰、水仙那样被养在暖房，供在案头，仔细 

调理 ，小心呵护 ，她只 在花坛一角 、院落一隅 ，随意 点缀 几 

丛，不管风吹雨打，自生自灭间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只要 

有一点阳光雨水，就长得那么生机蓬勃。遥想当年曾记得一 

个被誉 为 “带红领 巾的作 曲家 ”，因为别 有用心的人 的一句 

“难道我们以后要演奏大右派儿子的作品”的反问而被拒之 

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大 门之外，曾记得一名豪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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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声部。 

第三变奏：用八度加厚旋律，显示出情绪的变化，令人 

伤感的音调是主线，旋律不再有明亮愉悦的色彩。 

第 四变奏：上下声部共同构成音乐，使旋律具有对话 

性，整个音乐单纯而简朴，驱散了阴暗的情绪，音区的交替 

以及对话性创造了一种诙谐戏谑的形象，优雅而轻巧。 

第五变奏：乐段的前乐旬用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变奏， 

三连音的第一个音勾出了旋律线，后乐句的旋律在中间声 

部 ，又回复到开始的形象意境中。 

尾声：主题的旋律被重新安排，特别之处在于织体的设 

计，民歌式的旋律平缓地歌唱着，安静、从容不迫。 

四、节奏特征 

主题：旋律使用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构成，十六分附 

点音符的使用，像是锦上添花，使得旋律很 “俏皮”。四个 

三十二分音符把旋律点缀得很完美，很精致。 ， 

第一变奏：这个变奏连续用三十二分音符的音型装饰旋 

律，节奏变化丰富，旋律线条起伏大，表现了一种明朗的性 

格，使得音乐形象充满了憧憬之情。 

第二变奏：左手连续的十六分音符的八度跳音，右手用 

连续不断的后半拍均衡的三十二分音符的柱式和弦贯穿着整 

个变奏，休止符的密集出现使第二变奏的情绪在具有进行曲 

风格的基础上又显得活力十足。 蕊： 

第三变奏：右手使用大量的切分音节奏，低声部以整齐的 

八分音符音阶上行的音型，使这一变奏具有极强的舞蹈性。 

第四变奏：频繁地使用切分变奏，不再用十六分音符的 

节奏，而是用八分音符的补充节奏，并在各声部交替出现， 

使得旋律具有对话性。 

第五变奏：乐段的前乐句用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变奏， 

后乐句用三十二分音符加强，这些三十二分音符一直继续到 

该变奏的末尾，音符密集及休止符的贯穿使用，让第五变奏 

聚集了舞蹈的、动力的、活跃的、激动的性质于一体。 

尾声：旋律声部使用十六分音符的半连音形式，使得旋 

律更具有歌唱性，结尾处的节奏稍有变化，使旋律显示出一 

种点缀和反复的效果，明确地显示了音乐的根本性格。 

总而言之，这首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变奏曲式的乐 

章体现了贝多芬在创作上新的探索，无论是形式或内容都堪 

称完美，对其音乐特征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内涵及 

把握作品的风格，是非常必要且有意义的，从中我们更能深 

切地认识到贝多芬创作构思的独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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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的钢琴青年，以其才志心血，日夜兼程、全力投入 

《黄河》创作，却遭遇到了极 “左”势力对其一系列的打压 

抑制。 “用其才，压其志，辱其心，偃其名”。 面对袭来的 

寒风冷雨，作曲家无数次的告诫自己，作曲系的大门可以对 

我关闭着，但是谁也无法停止手中创作的笔。也正是这一信 

念支撑着他在以后的日子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作品。或许是 

自己身居海外的特殊身份，那份祖国之爱显得尤为炙热，正 

如他所言： “抚今追昔，道路坎坷，感慨良多。自己是仰仗 

了生我养我的华夏土地和多灾多难的民族，才有可能在钢琴 

上弹出、编出、写出具有民族风格情调的声音。我虽然离国 

这么久了，但我时时都在关心着中国的进步和成就，我骨子 

里的中国文化、中国情结是不可改变的。” 当第一缕阳光照 

耀着大地，几乎所有花儿都想争相竞艳，忙碌着在阳光下炫 

耀美姿，只有茉莉仍在养精蓄锐，到暮蔼轻拢，艳丽的花儿 

都在烟雾中暗淡隐退时，她那白天里像一颗颗珍珠般晶莹圆 

润的蓓蕾，才仿佛纷纷舒展，盈盈绽开，使得傍晚的空气因 

此弥漫了沁人心肺的幽香，浸透了夜的深沉、夜的岑寂。作 

曲家一路走来不正如这茉莉花吗?一枝秀逸，一树白衣，一 

身淡雅，一世清香。七十年蓬勃生机，不求色泽鲜艳，不图 

香飞四野，静静地成长，悄悄地绽放，默默地含笑，淡淡地 

吐香。这是一种纯朴、淡然、洁静、深远的生命气息，也是 
一

种可供人们去鉴赏、品味和学习的品质精神。这一缕缕醉 

人的清香所透视的，不正是人生景致中最高贵、最欣慰的境 

界吗?这一段段委婉的旋律折射出的素雅、质朴的品格不正 

是毕生的追求吗? “好一朵的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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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香也香不过她⋯⋯”作曲家就像这首 《茉莉花》经典老 

歌一样轻轻地唱，静静地开，淡淡地香⋯⋯ 

茉莉花总是把淡淡的清香留给人们，一点也不张扬，就 

像做人一样，谦逊而不谦卑， 自行但不 自负，热情而不骄 

狂，虽不艳丽，却使人印象深刻。难怪白石道人要 “列作人 

间第一香”。花美乐亦美，乐美情更浓，聆听那淳朴典雅的 

旋律，感受那自由多变的节奏，让我们忘却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仿佛走进了恬静飘逸、清新动人的江南水乡。音乐声中 

我依稀看见在大洋彼岸的静远斋内，一片清辉之下，一位老 

人遥望故土，手起，琴响。滚烫的赤子情怀从黑白琴键上汩 

汩流出，炽热的中华情结从跳跃指尖中翩翩起飞，越过万水 

干山，向着故土，向着祖国迎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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