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
之《郊外去》《扑蝴蝶》《跳绳》演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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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演奏技

巧等多方面对丁善德先生儿童作品中的几首钢琴作品进行较为细致的

分析，使我们能清楚了解丁善德先生这套作品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在

今后的演奏或教学中能准确地把握作品的风格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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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善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钢琴演奏
家。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从1945年的《春之旅组曲》

到1992年的《中国民歌钢琴三首》，其中有18首都是钢琴音乐。

他不断吸收现代音乐元素，不断探索钢琴作品的民族风格、时代

感及美感。创作的《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乐曲清新优美，
通过对节日里儿童欢跃、多彩生活的描绘，反映出朝气蓬勃的社
会精神风貌，成为我国钢琴文献中少有的珍品之一。

一、创作背景

丁善德先生的《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这一作品正值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指导方针、基本政策都充分

体现了“百花齐放”的精神实质，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专业音乐教

育迅速发展，作曲家们也焕发出了高昂的创作热情，使得中国钢
琴作品的创作呈现繁荣景象。当时，作曲家大多是采用以民间音

乐曲调为主要素材创作钢琴音乐作品，如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

曲》、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等许多脍炙人口的钢琴
作品。 《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便是整

个作品都没有引用现成的传统曲调，为了表现特定题材，作曲家
独立创作出音乐主题及相应的织体，同样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

风格。丁善德先生把音乐内容、民族风格与演奏技巧完美的结
合，这套作品《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是我国钢琴史上继

《牧童短笛》后又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钢琴作品。
二、作品分析

《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是第一部以新中国儿童的幸

福生活为题材的钢琴组曲，作品由几首内容和曲式都相对独立的

乐曲构成，每首乐曲都自成一格，可单独演奏也可以组曲的形式
予以综合的展示。它是由《郊外去》《扑蝴蝶》《跳绳》《捉迷

藏》《节日舞》钢琴小品组成的。组曲有着明确无误的中国化风
格，更为重要的是，组曲所有的主题都是汉族音乐风格，没有援

引任何现场的曲调。其艺术内容是节日里儿童们的生活场景，表
现儿童们的天真、愉悦、活泼、无忧无虑的心情以及他们玩耍、

嬉戏的种种形象。这些乐曲虽没有情节上的联系，但都有一个民

族风格的创新主题，清新而亲切，独特的钢琴语言朴素而又自
然，使整个乐懿在明朗、活泼、流畅、轻快的形象上得到了艺术

的统一，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实现了音乐

内容、民族风格与演奏技巧完美结合的中国钢琴独奏之一。
1．第一首《郊外去》

这是一个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这首作品的风格简朴、明
朗，最大特点便是变化丰富，节奏对比强烈。作曲家采用6／8拍

这一明快的节奏来塑造音乐形象，活泼且有微妙变化。A段中乐
曲由许多短的乐汇来构成长的乐句。每一个乐汇起始音的重音记

号与中低音部分的跳音、休止符相结合，表现了儿童在郊游中欢
呼雀跃、奔跑玩耍、快乐顽皮的艺术形象。采用了全分解和弦音

型和半分解和弦音型的五声性跳音调。表现出一幅优美、清朗的

风景：高高飘扬的云层、叠嶂起伏的山峦、随风轻舞的柳枝、波
光涟漪的水面等。而半分解和弦描绘的则是树枝问小鸟的欢乐鸡

叫、跳跃，小朋友们欢呼雀跃，顽皮可爱的场景。音型的变化、
旋律线条的表现，使音乐形象栩栩如生。

A段的第二个乐句(b)，右手是连音弹奏，左手是半连音弹
奏，音区由高到低，强弱对比明显，弹奏时稍带兴奋、活跃，表

现出孩子们开心、顽皮的特点。B段的音乐情绪比较活泼。高音
区以一个C大调主和弦的琵音演奏开始，带出后边的旋律。反向

进行的两个旋律交织在一起，表现的是一群孩子七嘴八舌，欢笑

嬉闹的场景。连音和跳音相互交替，活泼多变，活像一群调皮的

孩子。B段第24d,节是左右手交替演奏活泼的舞蹈节奏的双音，
带有复调风格，模仿林中小鸟欢快的叫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

交织在一起。活泼、欢快的意境跃然眼前。B段的C部分转入G大

调，重复C部分，欢笑玩耍的场面又被推进了小高潮。之后渐渐
平息的欢笑声进入再现部分。再现段A虽然是完全再现第一段，

但是所表现的场景、意境有所不同。演奏再现段时，要注意表现

儿童们排着队、牵着手，迎着大自然美丽的风光，继续向郊外前
行的场景，是欢笑的、开心的、明亮的。

2．第二首‘扑蝴蝶》

这是一首具有现代风格的快速托卡塔式的小曲，带有部分再

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这首作品没有歌唱性的主题，和弦双音、

同音反复在律动节奏的组织下构成动态的追扑蝴蝶的音乐形象，
也就是说，乐曲的织体是由双手和弦音的交替而成。孩子们小心

而又紧张急切的扑，可是机灵敏捷的蝴蝶可不那么容易就能扑得

着的，它忽此忽彼，你以为扑到了，可是，它却在你头上飞呢，
你在扑过去，一次、两次、三次⋯⋯蝴蝶还是远飞而去，飞到你
够不着的地方。

乐曲开始呈示的Ad,节是全曲的主题，音乐一开始就奠定

了乐曲的整个气氛，刻画了一个蝴蝶上下翻飞，孩子们来回扑蝴
蝶的动态形象。第1至4小节与第5至8小节的前两小节是合头换

尾的两个乐句，右手是固定在e上的小和弦，左手配合不同的节

奏，表现了孩子们看见翩翩起舞的蝴蝶时的兴奋；后两小节的跳
动较大，其中隐藏着旋律，描画的是蝴蝶上下翻飞的景象，栩栩

如生。这一主题在全曲共出现三次，主题与主题之间是两个对比
性的乐段。第一对比乐段(第8—15小节)是由主题的前半部分

作为发展动机发展而来，通过调性变化、和弦色彩变化塑造出一

个蝴蝶飞舞、飘忽不定的音乐形象。第二个对比乐段(第22—33
小节)则采用了与主题完全不同的素材。同音反复与双音和弦组

合成灵活多变的节奏轮流出现、生动有趣，轻巧而不笨拙。演奏
的重点是不同音型之间交替。最后又出现一次主题，由强减弱，

化整为零，结束全曲，象征着蝴蝶越飞越远，孩子们汗流浃背，
虽然惋惜，但还是十分开心。在演奏时要注意在统一的活动节奏

中，通过力度的强弱对比、音色的明暗变化、节奏松紧来生动的

表现儿童扑蝴蝶时专注紧张的神情以及蝴蝶翻飞、稍纵即逝的形
象。

3．第三首《跳绳》

《跳绳》这首作品是一个单三部曲式结构，具有极强的趣
味性。作者用独特简洁的音型和节奏清晰地勾画出了跳绳的各种

姿态，不仅跳得高兴，而且跳的技巧高明，跳出好多花样来。
4／8、5／8交替的变换拍子形成了动感的节奏。全曲利用同音反

复、简洁的八度跳进，使整个旋律给人以载歌载舞感觉。
A段的第15小节开始是主题旋律低音sol音，好比地面，卫互

卫—J亘_—2卫—量2 3 2 l 2-—亘5昼5⋯⋯绳子越挥越

高，十分生动形象。主题旋律在左手部分是在不同音区、不同调
式上跳奏的三度旋律音程，十分活泼、生动。结构上运用了中国

传统的“鱼咬尾”式的作曲手法。乐曲B段开始的前16节奏型，
也是一个活泼的主导动机，整个B段就是围绕这个主导动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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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木偶戏浅谈
戈梅娜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木偶戏是中国傩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鄙分。木偶戏，古称

“傀儡戏”，它历史悠久，是我国民间一种深受欢迎的表演艺术。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及欣赏口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文化对乡土文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使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木偶戏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莱西；木偶戏；价值；传承

一、前言

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其发展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在长期
的演变过程中，木偶戏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文艺形式。关于木偶

戏的资料，多散见于各种民间笔记、小品、诗歌、小说、地方志
以及戏曲剧本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当代。后来出现了诸如

《关于傀儡戏之点点滴滴》(王坟，1932年)的文章与著作，真
正使木偶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在三四十年代，国内有一批学者
对木偶戏的源流历史等进行初步研究，诸如佟晶心的《中国傀儡

剧考》、李家瑞的《傀儡小史》、徐公美的《从郭秃先生论到傀
儡剧》、陈竺同的《傀儡剧的演变》、董每戡的‘说傀儡》和
《傀儡戏考源》，还有一位谣方研究者Helen Hainlan Joseph著、
佟静音翻译的《东方的傀儡剧》，其中也有对中国木偶戏的考

述。1949年后出版的主要有孙楷弟的《傀儡戏考原》、周贻白的
《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丁昭言的《中国木偶史》、廖奔的
《傀儡戏史略》、李昌敏的‘中国偶戏考述》、叶明生的《福建

傀儡戏史论》。
二、莱西木偶戏
莱西是山东省青岛市北部的一个县级市，木偶艺术异常发

达，拥有“木偶艺术之乡”的美称。1978年，莱西岱墅西汉木淳
墓中曾出土了一高193厘米的大木偶，立、卧、跪、坐自如。它
是考古学的一项重大发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木偶也被视
为机关木偶之祖。

木偶戏是由演员操纵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根据其形体和
操纵技术的不同可分为布袋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提线木
偶。模仿各种戏剧人物的头像和躯体，制成能活动的人物形象木

偶，穿上各具风格的服饰。随地搭起一个小舞台，锣鼓一敲便开
张演戏。演出时，表演者在幕后用双手操作木偶，使其做出各种
表演动作，或卧或倒或跳或唱。乐队及演唱者根据剧情伴奏、伴

唱，配合默契，可谓有声有色。
莱西的木偶属于杖头木偶，百姓称之为“撮头戏”。戏曲中

的生、旦、净、末、丑等脸谱是木偶戏造型的灵感源泉，用不同
的颜色涂抹来表现不同的人物形象。木偶的身高从60厘米到100
厘米不等，木偶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可以自由动作，表

演时讲究“举功”“捻功”“步功”，操纵者在表演时注意力要
高度集中，讲究“正”“平”“准”“稳”。借鉴戏剧人物的步
法，或跳跃，或翻身，或转身。

莱西的杖头木偶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刨新，表演技巧精

湛绝伦。既保留了传统剧目的基本情节和内容，又融入了同时代
的民间语言，表演更加灵活活泼。表演剧目繁多，有《高老庄》
《斩皇袍》《大报国》《空城计》《西游记》《三娘教子》等。

三、木偶戏的价值
(一)实用价值。莱西木偶戏融入了生活元素，也是民众表

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一种方式，可以满足人们的表达欲望和创
作需求，丰富群众生活，而且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娱乐和

放松。同时抢救发展莱西木偶戏，对传承民间传统文化，推进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术价值。木偶戏是民间戏曲的重要种类之一，具有
时代烙印，而且木偶戏大部分是口传心授，保留了民间鲜活的方
言，对语言学和音韵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艺术价值。木偶戏除了具有文学性外，它还与民间音
乐、舞蹈、表演等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其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发
展有重大借鉴价值。像木偶的制作，涉及到绘画雕刻艺术，而木

偶戏又涉及到说唱，艺术之间是香通的。
四、莱西木偶戏的现状和传承
木偶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民族民俗文化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尽管莱西的木偶戏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

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已渐渐消逝：一些木偶戏的剧种濒临灭绝，许
多木偶戏剧种技艺出现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情况，莱西的木
偶演出越来越少，会操作和掌握制作工艺的艺人大部分是年近古

稀。大量剧团陷入困境中无法自拔，文化单位、科研机构从事木
偶戏研究的人员稀缺。如果不抓紧时间对其实施抢救性的保护，
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让木偶戏存活下来，政府及相关单位要加快抢救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步伐，深层次的普查、拍摄、记录、收集木偶戏的资
料，保存好木偶戏表演道具，用现代科技设备录制木偶戏艺人的
演出过程，抢救木偶戏文本并整理归档。木偶戏也要推陈出新，

跟随社会发展的步伐，综合现代元素，可以适当的向少儿化低龄
化发展，开创莱西木偶戏文化品牌，创新现代曲目。开发木偶相
关艺术品，举办木偶戏为主题的文化节，促进木偶和动漫结合，

鼓励老艺人将技艺传给新人，让莱西木偶戏重新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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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变化，环环相扣，从G大调转位降B大调。更生动的表现了跳
绳的快乐，塑造了孩子们欢乐玩耍的音乐形象。乐曲的第65：b节

开始。是再现段，又转回了G大调。完全再现了A段。是乐曲听起
来有始有终，十分明朗，一直洋溢着欢悦活泼的气氛。

三、结语

《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体现了作曲家丁善德先生在50
年代创作的水平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了丁善德先生当年音乐

创作的一个高峰。他创作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直到现在都有着很
深的影响。丁善德先生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在民族化道路上的探

索，为后人钢琴音乐创作和演奏铺垫了道路。通过对丁善德先生

这部‘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的研究、学习，我们体会到丁

善德先生在把握儿童年龄特征上的成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同时，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有了这些老一

辈的音乐家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珍品，对于我们今后在教学
和演奏过程中有著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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