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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福安的钢琴改编曲《采茶扑蝶》 

叶碧青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摘 要]钢琴改编曲 ((采茶扑蝶》是高师高专钢琴专业生必弹的一首钢琴独奏曲，在此作品中，尽显作曲家刘福安对 

其音乐的原型——闽西地区采茶灯所具有的 “欢”和 “舞”的音乐风格，结合钢琴音色特点及其作曲风格，在琴键上流溢出 

别具特色的艺术魅力，使得这部作品久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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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钢琴改编曲在中国的诞生 

钢琴改编曲 《采茶扑 ，由刘福安作于 1956 

年 ，当时为响应毛泽东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的理论，为探索有中国风味、民族特点的钢琴作 

品而改编的一首钢琴曲，现被收录进 《高师钢琴 

基础教程 (四)》，是高师高专钢琴专业生必弹的 
一 首钢琴独奏曲。 

1934年齐尔品出资举办的 “中国风味钢琴曲 

创作比赛”，给中国钢琴作曲家们指明了一条出 

路，探索中国风格与欧洲音乐理论 、钢琴演奏技 

巧相结合的思路。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 

立，毛泽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论使钢 

琴音乐创作有了根植的土壤。于是 ，吸纳欧洲的 

作曲手法 ，对中国人民熟悉的 “样板戏”音乐、 

传统的民族器乐曲、民间歌舞音乐进行改编，这 

种创作形式得到很多钢琴作曲家们的认可。 

改编，是音乐创作手法之一。早在 1913年 ， 

赵元任改编 ((花八板与湘江’浪》奏响了中国传统 

乐曲改编钢琴曲的 “前奏” Ill。到了 “文革”初 

期，钢琴伴唱 《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 《黄河》 

的成功改编，开创了钢琴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的 

先例，并使 “钢琴改编曲”这种形式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生存下来，成为上世纪 6O、7O年代中国 

钢琴曲创作的最主要形式。 《采茶扑蝶》是刘福 

安于 1956年创作，比 《红灯t己》和 《黄河》还早 

十年。可以说， 茶扑蝶》这首钢琴改编曲脍 

炙人口，耳熟能详，让钢琴改编曲的形式得到了 

很好的尝试，而钢琴伴唱 《红灯记》 和钢琴协奏 

曲 ((黄 的成功，则把钢琴改编曲这种形式推 

上发展的巅峰。 
一 般以民歌或民间歌舞音乐的旋律为素材改 

编的钢琴曲，都是采用原歌曲的标题，创作手法 

都是在原曲完全呈示之后进行加花 、伸展、扩充 

性变奏 ，个别地方引进一些对比性材料 ，最后再 

现原曲调结束。原曲就像是一个框框，改编者在 

这些框框里面进行一些艺术的发挥 ，并收到很好 

的艺术效果 [11。如 《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绣金匾”、 “军民大生 

产”、 “翻身道情”)， 《采茶扑够 等等。 

这些作品往往主调旋律特别突出，人们在加 

花、伸展、扩充的变奏里面，仍然能够听得、感知 

到主旋律，并且大多都能运用钢琴的音乐语言，把 

钢琴的演奏技巧，都提炼和呈现出来。到 目前为 

止，这些曲目仍然是在我国钢琴演奏、教学界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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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并在海内外音乐会经常上演的经典作品。 

二、钢琴改编曲 《采茶扑蝶》原型采茶灯及 

其音乐风格 

地处闽西地区的 “采茶灯”，是盛行于闽西龙 

岩客家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舞，而钢琴改编曲 《采 

茶扑蝶》 的音乐原型就是源 自于 “采茶灯”的音 

乐。采茶灯又名采茶扑蝶 ，是由茶歌发展演化而 

来 ，是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是一个反映茶 

农劳动生产的舞蹈，描绘茶公茶婆带着众茶女上 

山采茶和扑蝶的简单故事情节 。采茶有 “正采 

茶”与 “倒采茶”之分 ，即在前山采茶为 “正采 

茶”，在后山采茶为 “倒采茶”；扑蝶则描述了众 

茶女在后山采完茶休息时因茶香引来了蝴蝶，众 

茶女欢快追逐蝴蝶、扑蝶嬉戏的场景，歌舞充满 

热烈欢快的气氛。 

《采茶扑蝶》 常用调式和调性转换的手法 ， 

使音乐富于对比和发展。正采茶较为抒情、平稳， 

歌唱性较强。 

正采茶部分为三旬乐段，D羽调式，变化发展 

主题，曲调流畅舒展，轻快活泼的节奏给人一种 

心旷神怡的实感。从正采茶 倒采茶，四度的宫 

音系统 (D G)转调，使乐曲色彩更加明亮，展现 

出一种朝气与活力。倒采茶部分为四句乐段，G羽 

调式，曲调欢快、跳跃，使音乐打破正常均衡的 

结构，显得更富有生活气息。通常采茶的伴奏乐 

器有唢呐、笃鼓、胖鼓 、铜钟、大锣 、大、小钹 

等。 [31 

《采茶扑 乐曲结构为二段体，见图： 

正采荼 (第一段 )+倒采荼 (第=段 ) 

A段 + B段 

G D 

三、钢琴改编曲 《采茶扑蝶》 的音乐特点及 

其曲式分析 

(一)音乐特点 

1．四小节的引子音乐 

由于采茶的伴奏乐器有唢呐、笃鼓、胖鼓、 

铜钟、大锣、大、小钹等。作者刘福安在开始小 

引子 1_4小节处用钢琴来模仿民族打击乐的节奏 

音型，凸显了南方客家地区民间歌舞音乐的曲风。 

客家地区传统的民间乐种主要有弦索乐、丝 

竹乐、鼓吹乐、锣鼓乐。采茶的伴奏乐器有唢呐、 

笃鼓、胖鼓、铜钟、大锣、大、小钹等，属于锣 

鼓乐。 茶扑蝶》在开场时锣鼓乐和唢呐的参 

与，目的是宣扬采茶歌舞欢乐的气氛 ，同时这也 

是客家地区民间歌舞音乐的风格和特点。作曲家 

刘福安捕捉到了这一客家本土化的音乐特征 ，并 

直接把它的节奏音型采纳到用钢琴的五度音程中 

去表现。 

2．体现采茶灯 “欢”的音乐 

①A段及 A 段六小节一重复的规整感。正采 

茶 的主题音乐 (即 5—10小节与 11—16小节相 

同)；第一变奏 (29__34小节与 35—4O小节相 

同)；第二变奏 (53—58小节与 59—64小节相同) 

等。 

②A段及 A 段出现的高八度与低八度的模仿， 

使得钢琴音色对比明显，高八度的乐句采用 lnf的 

力度弹奏 ，凸显出钢琴高音区音色的 “脆”和 

“亮”。 

③A 段采用我国民族音乐中的 “加花变奏” 

来实现 “变化再现”的目的，使得乐曲的音乐往 

高潮处过渡发展，八度和弦的使用 ，力度的变化 

对比，显而易见。 

3．体现采茶灯 “舞”的音乐 

①B段倒采茶的主题旋律在右手弹奏，左手采 

用简洁的和弦伴奏。stacc，断音弹奏，刘福安在乐 

句上方安排了圆滑线 ，还有踏板 ，这些都表现出 

自远而近的蝴蝶飞舞着，舞动的身姿多么轻盈， 

多么柔美。 

②B段第一变奏和第二变奏的主调音乐在左手 

弹奏，右手采用简洁的和弦伴奏。第一变奏由c 

羽调 第二变奏 D羽调，仿似蝴蝶忽而与一边的 

茶女们嬉戏，忽而又与另一边的茶女们嬉戏，非 

常具有生活气息，生动的舞姿引得茶女们流连忘 

返 。 

第一变奏部分曲谱： 

第二变奏部分曲谱： 

(二)曲式分析 

钢琴改编曲 (锞 茶扑蝶》全曲是带再现的单 

三段体。曲首以模拟民族打击乐的节奏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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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们带到欢歌飞舞的气氛中来。第一段 A，G 

调 ，即是运用正采茶的音乐改编曲，主题由两个 

变奏组成；第二乐段B，C—D调，即是运用倒采茶 

音乐改编，倒采茶的音乐主题仍由另外两个变奏 

组成，节奏舒缓，旋律优美、抒情，表现了采茶 

女扑蝶的情景，描绘彩蝶与采茶女嬉戏的场面， 

荡漾着无比欢乐的气氛。作者运用上行四度转调 

的手法，即是 G调 C调进行过渡，充分发挥了 

调性转换的表现力。最后一段 A 回到 G调 ，是变 

化再现第一段正采茶旋律音乐，通过节拍变化和 

模进等手法作为铺垫，钢琴的高音区以和弦式的 

写法变化再现，加花变奏，使音乐达到高潮，在 

极为欢乐的场面中结束。全曲的调式布局，见 

图： 

Atl_ll， + B‘啦 l2’， + 矗 ‘l辨 丛¨  

G羽 C羽 ～D羽 G羽 
厂T-1] 广T ] 广_T—T] 
弓l正 ■ 第 ■ 簟 ■ 弓l蕾 抽 角 

采 一 = 聚 一 = ※ 花 花 
薹 壹 囊 暮 羹 壹 薹 簟 簟 

予 青 奏 奏 誊 蠢 奏 子 童 一 = 

乐 乐 乐 变 蠢 

蠢 羹 

四、钢琴改编曲 《采茶扑蜗 的弹奏要点 

1．引子 1 小节，模仿锣鼓乐的音色，左右 

手都是五度音程，要弹得清晰，mp，指尖扣住， 

手腕积极配合，左右手交替灵活。 

2．把握正确的统一的弹奏速度，节奏韵律要表 

现出来。闽西龙岩地区的采茶灯音乐是民间传统 

的一种舞曲音乐，为体现其 “欢”和 “舞”这两 

方面，速度上会相对比较快，j=138。正采茶音乐 

在A段中，右手所体现主调旋律带歌唱性，声音 

连贯、优美、活泼，左手切分节奏音型的轻快弹 

奏，A与A 是表现采茶灯舞蹈活泼、轻快的传统 

舞曲风格。倒采茶音乐在 B段的左右手都有的主 

调旋律音乐，充分体现乐曲朝气与活力的风格。 

3．力度记号。引子部分的 mp，过渡到 A段正 

采茶音乐 IIlf之间要自然，第 53小节到 70小节 

pp---ff-一f_一pp⋯ f-一p—f-一Hlf，力度变化和 

音区变化完美结合，需要弹奏得更生动。在 A 最 

尾处渐强记号及左手的八度强音记号>_+sf的弹奏 

把全曲推向高潮。 

4．触键上，手腕在弹奏八度、八度和弦音时要 

有弹性 ，不僵不垮，切忌 “砸”，音色要求明亮 ； 

弹奏十六分音符手指尖要自己运动，不拖带，干 

净，指尖也要有弹性，3、4、5指不要溜，滚，要 
一  

独立，均匀清晰。如第29、3o小节粤 j l。 

5．踏板的运用，B段右、左手交替弹奏主调音 

乐时的踏板要保持干净，音色要求不浑浊，清晰 

而富于朝气。 

五、结语 

2005 年 l1月， 茶 被定为福建省第 
一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的传承是许多音 

乐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和应尽的责任。刘福安的钢 

琴改编曲 《采茶扑蝶》利用钢琴这个外来乐器， 

不仅扩展了采茶灯传承的渠道，还在钢琴演奏、 

教学、传播的领域中，让更多的人熟知和喜爱此 

乐曲，让这首经典之作演绎着久演不衰的艺术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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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Liu Fuan piano arrangement“Tea-picking Girls Catching Butterflies” 

YeBiqing 

Abstract：The music of Tea—picking Girls Catching Butterflies is one of necessities of the students of hi gh vocational colleges．It 

completely shows musical features with ’'joy”and”dancing”from Tea-picking lantem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which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music created by Liu Fuan ．It Combines the pian o's s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mpositional style， 

overspilling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m in upper keys．All this makes the music enduring． 

Key Words：piano adaption music；tea-picking Girls Catching Butterflies；Tea-picking lanterns；musi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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