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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首钢琴改编曲《浏阳河》演奏特点分析与比较

谢瑜航 导师：周 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摘要： 《浏阳河》是湖南地区著名的民歌。上世纪 70 年代初，被

作曲家王建中和储望华分别改编成同名钢琴曲《浏阳河》. 两位作曲

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除了顾及到到原主题旋律的民族地域特点以

外，还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湖南地方音乐相结合，并充分运用

钢琴所具备的全部特征，在欧洲经典改编曲创作体裁的借鉴下，成

为中国改编曲创作的典范。虽然他们的内容不一样，但在艺术表现

形式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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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首钢琴改编曲《浏阳河》的创作背景

(一 )两位作曲家简介

1. 王建中简介

王建中 (1933- ) 作曲家、钢琴家。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

10 岁开始学习钢琴。1950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就读于作曲

系、钢琴系。1958 年毕业留校任教 .80 年代返母校执教。历任该院

作曲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副院长 .1995 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

版了《王建中钢琴作品集》，收集了王建中先生多年来创作的部分作

品。如：《绣金匾》、《翻身道情》，《梅花三弄》、《白鸟朝凤》《浏阳

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彩云追月》等改编作品。他创作的作品

有《变奏曲》、《诙谐曲》、《组曲》、《小奏鸣曲》《情景》等。

2. 储望华简介

储望华，1941 年出生于湖南蓝田。1952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主修钢琴。1956 年转入理论作曲专业，师从黄翔鹏、徐振民等

人。1958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1 年师从江定仙教授进修

作曲。储望华的处女作二胡独奏《村歌》公演并获得好评。他改编

及创作的钢琴作品《解放区的天》《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

泉映月》《南海小哨兵》《前奏曲》等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他的

两首交响诗《灰烬星期三》和《秋之泣》曾由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

他的《关山月》曾在 1986 年香港 "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 "

公演。

(二 )创作背景

《浏阳河》是一首经典湖南民歌，由徐叔华作词朱立奇、唐璧

光作曲，于 1951 年创作。这首歌创作以来，歌词通过描写浏阳河优

美的景色，表达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情爱戴。有着湖南浓郁

地方风味的歌曲《浏阳河》，在 1972 年被作曲家王建中改编成同名

钢琴曲《浏阳河》，紧接着在 1976 年又被储望华改编成同名钢琴曲

《浏阳河》。

二、两首钢琴改编曲《浏阳河》的音乐本体分析

(一 )曲式结构

王建中的《浏阳河》具有敏锐的中国调式风格感，因在华彩段

作了剧烈的扩张，主题第三次出现又是第一次仅有微小变化的重复。

这样，整个曲式就类似再现部有所省略的三部曲式。( 见谱例 1)

作品是 E调式，为的复三部曲式。具体如下：

王建中谱例 1

 

储望华在该曲结构呈典型的变奏曲式结构特征，将主题变奏两

次，并在一次次的变奏中通过逐层加花的方式依次加厚旋律线条，

将乐曲推向高潮。( 见谱例 2)

储望华谱例 2

(二 )调式调性

从调式分析看，两首作品虽均为民族五声徵调式，但是在调性

却有很大不同，王建中的《浏阳河》是 E徵，色彩给人一种沉稳厚

重的感觉。储望华的《浏阳河》却为降 A徵，给人一种高兴愉悦的

心情。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调性，才有不同的风格。

三、二度结构和声分析

二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大二度、小二度音程为基础形成的。在王

建中的《浏阳河》第二次主体出现的时候中运用了大二度的音程 ( 如

谱例 3)

王建中谱例 3

 

在储望华的《浏阳河》中也运用了大二度音程 ( 如谱例 4)

万方数据



环球市场理论探讨 /

-67-

储望华谱例 4

 

(四 )四、五度结构和声分析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指是在四、五度音程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弦

形式。主要是分为两种形式，既可以是单独四、五度音程及其各种

组合形式，也可以是四、五度音程叠合构成的各种不同和弦形式。

王建中这部分乐曲的主题主要是由右手的四度音程来构成旋律的走

向，左手的伴奏部分是先四度、后五度，体现着浓浓的民族味道。

( 如谱例 5)

王建中谱例 5

 

储望华的四、五度音程则是起加厚旋律声部层的作用，先四度

音程，再接着出现五度音程。( 如谱例 6)

储望华谱例 6

四、五度结构的和弦是由四、五度音程叠置构成的。既可以是

单纯的四度、五度一种音程叠加，也可以由这两种音程混合起来叠

置而成。

王建中的引子部分由五度、四度音程叠加的空五度和弦构成，

具有空旷飘逸的音响色彩。

王建中谱例 7

 

四、两首钢琴改编曲《浏阳河》的演奏特点

(一 )节奏

节奏是音乐作品的脉搏。在主题部为了表达歌曲中人民当家作

主，过上幸福生活的愉快心情，王建中和储望华的《浏阳河》中都

选取了 X  XX( 前面是四分音符，后面是两个八分音符 ) 作为伴奏音

型的骨干节奏，同时都运用了小落滚和短琶音描写水波的效果，在

弹奏短琶音时，下键干净利落，指尖要有力量，使弹奏效果不能太

柔软，强调声音丰满有力。( 如谱例 8和 9)

王建中谱例 8

 

储望华谱例 9

 

在对古筝音色的模仿时，也采用了大量的不规则节奏。如王建

中第二次出题出现的时候，右手是六连音 ( 如谱例 3)；储望华变奏二

的十连音。( 如谱 10)

储望华谱例 10

 

王建中在引子中用到六连音和九连音 ( 如谱例 7)；储望华在引子

中用的散板的节奏。( 如谱例 11)

储望华谱例 11

 

在高潮段落的时候，王建中右手在八分切分节奏衬托下，左手

却以快速的三十二分音符琶音伴奏，使音乐的意境达到了极高境界；

描绘了浏阳河的宽广和惊涛骇浪的气势；储望华则在每句缓慢的的

第一小节用十六分音符，使双手节奏平衡，宽广的第二小节，用双

手交替的快速六十四分音符作填充。( 如谱例 12 和 13)

王建中谱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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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谱例 13

 

(二 )装饰音

1. 短琶音

在演奏短琶音的时候，手臂带动手腕，手腕带动手指，下键迅

速，离键也要迅速，指尖不松散。( 如谱例 8)

2. 倚音

在王建中的《浏阳河》里，运动了较多的单倚音，在弹奏单倚

音时，前臂放松，用手指轻巧触键，灵活的奏出，力量落在被装饰

音上。( 如谱例 14)

王建中谱例 14

 

在储望华的《浏阳河》中，用了单倚音、复倚音。在演奏时候，

把重心放在前面的音上面，手指的掌关节要动起来，每一个手指下

键速度要快，在前面一个手指离键的时候，下一个手指准备弹奏，

手腕要放松。( 如谱例 11)

在改编成钢琴作品时，王建中和储望华都是利用倚音来强调这

种润腔性色彩。在两首钢琴改编曲浏阳河》中倚音的形态稍微有些

区别。在王建中《浏阳河》中出现的几个倚音几乎都为二度的短倚

音而储望华的《浏阳河》中出现的倚音就比较复杂多样了，有单倚

音、复倚音等 .

3. 波音

在王建中《浏阳河》主题一右手在演奏波音时大臂要放松，第

二指和第三指交换要迅速，，同时要做好左手和右手的配合，右手弹

奏力度要相对重一些，使旋律更为清楚；左手则以轻柔为主，用前

臂带动手腕、手腕带动手指，下键离键都要迅速。( 如谱例 8)

4. 颤音

在储望华的《浏阳河》中，弹奏颤音时，手腕要始终保持放

松，自然而柔和，并使其成为一种连贯的动作，手指均匀的弹奏，

充分运用手腕的动作使其放松，同时使颤音具有持续的力量。( 如

谱例 15)

储望华谱例 15

 

在王建中浏阳河中大多使用波音，在储望华的浏阳河中大多使

用颤音。这些装饰音在旋律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复合，成为塑造音

乐形象的重要手段，对原本平直的旋律框架进行了修饰，是民族性

钢琴作品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 )速度

储望华的《浏阳河》速度在 = 66 拍以内变化，运用丰富细腻

的装饰音和华丽丰满的力度层次与音色效果营造出一个深情却又细

腻温柔的湖南风景画，向听众诉说人民爱国主义情义。王建中作品

以更为博大宽广的母亲河的情怀，让人体会到浏阳河的善良和温

柔，运饱满的和声，营造出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气概，体现出一

代领袖的大气以及气魄以及祖国儿女的热爱之情。因而，该作品速

度变化较多，从每 =76 拍到急促激动的 =96 拍再回到 =48 拍，

乐曲层峦叠嶂气壮山河的壮丽与婀娜蜿蜒的柔美，荡气回肠的在钢

琴上再现。

总结

本文从音乐本体和演奏特点两个方面来诠释两位作家的钢琴改

编曲《浏阳河》。两首乐曲的构思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艺术价值，传

承了原作的优秀音乐与文化内涵。无论是哪种艺术风格，都是我国

民间音乐艺术价值的体现，也是为人们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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