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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古开今锈缪钓
——关于殷承宗钢琴作品中的风格意识与实现途径

王秋弘n1

[内容提要】人们十分熟悉作为钢琴家身份的殷承宗，而对于中、西方媒体冠以他作曲家的身
份似乎让我们陌生。本文将以殷承宗创作、改编的钢琴音乐作品为例，来说明这
位享有盛名的钢琴家还能如此倾力于挖掘、表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并善于在
京剧、古曲、民间歌调等小的素材中，创作、改编出大的钢琴乐章。虽然作品含有
“三突出”原则下的雕琢之气，可笔者以为倒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如
何能在我们今后的教学和演奏中，更为准确的诠释出这些作品的原创性，则是本
文阐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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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研究上个世纪60、70年代文革时期的“红歌”

现象，“红曲”体裁、题材和红色文化等方面的成果，已经成为

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音乐界，关

于殷承宗的钢琴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这是因为在中国，只要涉及当代钢琴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或成就，你都无法绕开殷承宗。

对于钢琴家身份的殷承宗大家是十分熟悉，而对于西方

媒体冠以他的作曲家身份，似乎让我们觉得有点陌生(百度关

于殷承宗的简介词条，也是把他定位在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

作曲家)。而以往对于殷承宗在钢琴演奏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数量约有300篇左右，而涉及研究他创作、改编等方面的内容，

也只是限于在叙述他的钢琴艺术成就时有所提及，甚至是一

笔带过或稍加点染。由此，笔者愿意结合自己研究体会和教

学实践，来探讨殷承宗在作品创作上的审美意识，进而去领会

他在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文化品质与民族情怀。

本文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视角，来让更多人了解殷

承宗在钢琴音乐作品创作、改编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并能达

到更为准确的诠释、把握作品带给我们的风格启示。这也是

我们目前钢琴教学、演奏中容易忽略的一项薄弱环节。

一、风格内涵与文化启示

钢琴音乐艺术是外来的音乐形式，这样一种演奏风格和

艺术思维的引进表明，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

[1]作者简介：王秋弘(1968～)女，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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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钢琴音乐逐步的普及和“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钢琴家们的 学习之中，并让这些传统乐器中独特的演奏韵味和方法(指法、

表现，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们同样也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 滑音、抹音、打音等)，能够嫁接到钢琴音乐中，并且能在谱面

的、具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并以符合中国审 上得以更为详细的记录等。在殷承宗所创作、改编的作品里，

美意识中的线|生化、歌调化的写法，来体现属于中国人民自己 常常对传统的音乐模式采取更新、移植等手段，来打破以往的

的文化风貌。期间，既有早期赵元任为钢琴写的《和平进行 审美定式而使听众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这是因为，在这些

曲》、《偶成》等作品，把有着西方逻辑和音乐意义的和声与我 传统音乐或乐器的演奏与叙事模式，虽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国民间的曲调结合起来的最初尝试；也有后来贺绿汀早年参 习惯与情趣，但殷承宗并不仅仅满足这些表现途径，他力图在

加比赛创作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标志着中国钢琴乐曲的 以更为高远的意境和更加多样化的表现幅度，来触摸听者的

写法，已经进入到了以西方复调与功能和声予以拆解；还有新 心灵，并从中寻找出把中、西二种远端风格的音乐，进行融合

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至今，在钢琴民族化作品风格方面的 与整合。所以，他才能成功的改编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组

探索脚步，一直是坚定的行走在路上。而在钢琴音乐作品民 曲)、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独奏《北风吹》等代表着那个特

族化风格的进程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当属在上个世 殊时代的精品。继而，又与储望华、刘庄等人一起，创作改编

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殷承宗创作、改编的一些具有中国风 了一批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要体裁题材的钢琴音乐作品，如：

格、风情和韵味的钢琴作品，并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和艺术上 钢琴独奏《春江花月夜》、《三六》、《梅花三弄》、《平湖秋月》、

的感召力，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也标志着中 《百鸟朝凤》、《陕北民歌组曲》等。这些作品不但代表和凝聚

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 着中国音乐文化中的智慧，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为中国钢琴的

殷承宗是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组曲) 民族化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风格路径。

的改编者、首演者(在此之前它曾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钢

琴比赛第二名，维也纳世界青年节钢琴比赛第一名等成就)。

在后来的日子里，殷承宗在中国创造了几个第一，即：第一位以

自己的钢琴演奏和作品创作在国内外拍摄了五部电影的中国

钢琴家：第一位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中国钢琴家：第一位担

任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总评委会主席：中

国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位钢琴家被列入《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

家词典》等⋯。这么多的第一说明殷承宗不但是具有西方音乐

文化深厚功底的钢琴大师，还是具有中国音乐文化底蕴的作

曲家。所以，他才可能创作、改编出饱含中国文化特色的钢琴

作品。时至今日，他的演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而最受欢迎的

钢琴曲目还是钢琴组曲《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

钢琴独奏曲《北风吹》、《十面埋伏》等，这些成就都使殷承宗成

为中国一个时代的钢琴艺术缩影。

殷承宗的创作不光是有感而发，而是直接深入到作品出

处的源头去考察论证。比如创作、改编钢琴协奏曲《黄河》，他

要走访当年解放区和到黄河壶河口的瀑布现场，去触摸、感受，

进而把这些幻化成钢琴中的表现力量和赋予浪漫的情怀。再

如创作改编钢琴独奏曲《十面埋伏》时，他不但从传统角度去

研究琵琶的“文套”与“武套”之间的流派特征，还走访了多位

琵琶演奏家(如：杨荫柳、曹安和等国乐大师)。特别是有些作

品中所表现出空”、“散”、“含”、“离”、“虚”的美学意境，也只有

在中国文化里才可能见到的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如：被西方

媒体评价为中国第一狂想曲的钢琴独奏曲《十面埋伏》)。

为了让钢琴更贴近和实现中国民族化，殷承宗曾用了两

年左右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挖掘、探索与

二、创作源头与精神风貌

殷承宗在这些作品创作、改编上的文化情怀与当时他内

一fl,所寄托的寻根诉求，与后来中国80年代国内文学界的寻根

情结不谋而合。可以说正是由于殷承宗的存在，部分祢补了

在反映现实方面的题材不足。当时，几乎没有哪个钢琴家能

如此倾力于表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善于在京剧、古曲、民

间歌调等小的素材中做出大的钢琴音乐乐章。他的创作视角

看似平和，却能够涵盖一个时代的悲悯情怀。这在以他为主

创作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作品不

但完成了对于冼星海原作《黄河大合唱》艺术形式上的置换，

在体裁和结构上也与西方古典协奏曲有着本质的联系(尽管

处处以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原则，试图打破这样一种界线)。

如：第一乐章是以散化方式来替代快板乐章，第二乐章和第三

乐章的音乐布局是以中国器乐曲中的渐变原则来与西方相异，

第四乐章则是以快、散结合的游走方式，来凸显中国传统音乐

中的散、慢、中、快、散的结构形式。

在演奏上，段承宗也同样做到了在满足“三突出”创作原

则的基础上，大量的从中国传统器乐作品中来提炼、借鉴其中

的语境、语汇，从而为演奏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多样化的风格

空间。如：在第三乐章《黄河愤》中，既有对柳琴、琵琶清亮的

颗粒}生音色模仿，又有对古筝、扬琴五声性织体的借鉴，包括

把歌曲《东方红》、《国际歌》的音调引进来等类似音乐成语的

用法，都可以视为殷承宗在钢琴写法上的一种外延(见谱例1)。

[1]钢琴伴唱《红灯记》(中央乐团、中国京剧团革命文艺战士联合创作，钢琴曲作者殷承宗)，人民音乐出版社1969年6月

(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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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第三乐章《黄河愤》 第三乐章《黄河愤》

例2．第三乐章《黄河愤》 第三乐章《黄河愤》

1983年9月间，段承宗选择自己创作改编或参与创作改

编的钢琴曲目，在美国的音乐殿堂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个人

钢琴独奏音乐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世界著名乐团震惊了，

他们不约而同的、心悦诚服的接受了这批来自东方红色中国

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提出，关于

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东方红和国际歌音调段落，要求我们

进行修改、删除(《东方红》与《国际歌》二个主题音调的出现，

是经过前面三个乐章的一次次高潮铺垫，在此形成作品的总

高潮，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黄河水。不仅如此，主要是这二个

材料的出现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涵义与艺术层面的考虑。从政

治上看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信仰与追求，从艺术上看

是以约定俗成的音乐成语，来让作品在总的高潮中实现这样

一种撼天动地的艺术效果)。所以，殷承宗说：“《东方红》是中

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是《黄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

使到台湾演出也不能删去”⋯。就这样，殷承宗犹如中国文化

的使者，让这批代表着中国音乐文化经典的钢琴曲目，奏响在

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借古开今与京腔京韵

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 966

【1]钢琴伴唱K红灯记》CD(环球音像制品2012年7月)。

[2]钢琴协奏曲《黄河》cD(环球音像制品2012年11月)。

开始——1976结束)”1，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现象，抛开政治

思想、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影响，单就钢琴民族化的

进程而言，又向着复风格迈进了一大步。在钢琴演奏上不仅

强调高、强、亮的艺术模式，还以其融入中国的京剧元素而得

到人民大众的喜欢。不仅如此，钢琴伴唱《红灯记》后来也成

了殷承宗在世界各地巡演的重要曲目，并且反响强烈。在钢

琴的演奏表达上，既有对京剧题材上的定型化、形象化塑造和

音乐戏剧性的张力表现，也有对不同人物唱段、不同板式、角

色韵味等方面的修饰与借鉴，还有以借古开今和“洋为中用”

的复风格、多样化的表现特征，让西方的钢琴音乐与中国的京

剧意蕴实现联姻与嫁接，从而产生一种别样的、独属于中国

钢琴作品的音乐语境。其中，钢琴在演奏过程中，不但有与

人物之间心理动作的交流，还有模仿、移植京剧文场中的“三

大件”，在行腔过程中的托腔保调方法(在京剧乐队的伴奏中，

京胡、京二胡、月琴被称之为“三大件”)，和用钢琴丰富的织体

来与“武场”进行交织与碰撞(是指京剧中的板鼓、大锣、铙钹

和小锣等)。加之舞台上虚拟的布景道具和演员一招一式的

表演功底，来显现不同以往的音乐语境和叙述方式。所以，用

今天的角度看待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音乐上的审美取向，在

风格突破、革命性、通俗性、普及性等方面，都有其独到的文化

价值与特殊的审美意蕴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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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伴唱《红灯记》一共由八首不同人物的唱段风格构成

(老生——李玉和、老旦——李奶奶、青衣——李铁梅)，并以

联曲体的特征形成类似钢琴组曲的体裁。如：在整个八首唱

段中，李铁梅的人物唱腔就占据了三首，即：《都有一颗红亮的

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尽狼决不下战场》，并以青衣

的唱腔风格在组曲中起到与老生、老旦声腔的对比作用。对

于演奏上的要求，笔者体会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注意把握，借以

最大限度的体现京剧行腔中的韵味。

首先，要了解京剧“文场”中的“三大件”和“武场”的组合

形式。三大件是梨园对琴师们的尊称，由京胡、京二胡、月琴

组成的一种伴奏形式。通常是以京胡为主要领衔作用，类似

我们现在乐队中的首席。而武场是由板鼓(司鼓)、大锣、铙钹、

小锣构成，类似乐队中的打击乐。但是，武场的打击乐所承担

的范围更为广泛。如：从开场的锣鼓到人物形象的定位，从干

锤百炼的唱腔设计到散、慢、中、快、散的板式布局，从一招一

式的程式化表演到唱、做、念、打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武场

“的介入。可以说文场是京剧伴奏艺术中的血肉，而武场则是

整部剧中的灵魂。也正因为此，当年殷承宗为了创作和演奏

好钢琴伴唱《红灯记》，他白天与文、武场的乐师们学习，晚上

就在乐池中观摩演出。

然后，要从总体上弄清楚钢琴伴唱《红灯记》作品音乐中

的创作意识、人物意图和剧情上的发展线索等。只有这样，才

能在演奏上比较准确的诠释好作品中的风格与语境。具体需

要我们在演奏与教学中特别注意的有：一是摆正钢琴在演奏

过程中的伴奏或主奏的位置置换，并在伴奏过程中，能巧妙地

把钢琴语境直接转换成文场中的“三大件”行弦方式。如：在

李铁梅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从第12开始到第19小节

中的这一小段，钢琴的演奏方式就是以“三大件”常有的加花

手法，来达到装饰唱腔和托腔保调的演奏目地。

二是在钢琴的演奏上，有时要刻意去模仿京胡、京二胡的

行弦韵味，特别是琴师的手法，以及各种装饰性的奏法等，都

需要在钢琴上尽可能的表现出来。同时，也包括对于单独乐

件的模仿，使之成为整个唱段中的对比因素。如：李铁梅唱段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中的前奏部分(第11——15小节)。

在上述的谱例4中，从第11——第12小节，是钢琴在同

音群的位置上，以轮指的演奏方法来模仿“三大件”中月琴的

清亮音色，在接下来的第13与第15小节处，有三个颤音符号，

意在以钢琴的旋律声部，刻意去模仿京胡的行弦手法，使之更

加贴近京剧上的风格走向。

三是与“武场”的打击乐相结合，一起构成具有戏剧性张

力和凸显人物心理动作上的京腔风采。如：李铁梅唱段《打不

尽狼决不下战场》的前奏部分(第4——第7小节)。

再有，由于钢琴与京剧的二种风格距离确实较远，如何实

现二种远端风格上的对接，则需要站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去

发挥，即：京剧中最为擅长的是线陆叙事与行腔化的表达。这

与西方钢琴音乐中的纵向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如何在钢

琴演奏上和教学中，既能保留开阔音区与丰富织体带来的表

现力，又能凸显传统的线}生游走方式赋予作品中的京腔京韵，

则需要我们仔细拿捏与特别注意把握的。

此外，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音高组织表现上，大都是以

中国民族和声形式来把握这里的功能关系，如：对大小二度、

四度、五度形成叠置和对其它附加音的使用等，以此来显现京

剧声腔本身带来的韵味和弱化钢琴自身的风格特征等。由此，

不仅形成具有全新概念的、含有京腔京韵的钢琴语境，就是在

整体的风格上，也是以其曲折盘旋的风格立意，给钢琴伴唱这

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带来浑然天成的舒展与美感。

四、原创立意与诠释途径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在强调体现民族化的

道路上行进。其核心也是以凸显我们民族自己的风格语境，

并以此来达到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心理和表现中国文化

中的真、善、美。所以，当我们在接触一部新的中国钢琴作品

时，如何能站在作品的风格、风情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上，

去多角度的研究作品中的内涵，并能较为准确无误的诠释好

作品的内容寓意，则是每位钢琴演奏者们必须认真做好的功

课。以往，我们练习一首新作品时，大都是以读谱、听他人演

奏过的不同版本的音响资料等方式，来模仿和把握作品的总

体风格，而没有养成对乐曲经过一个全面、细致的探究过程。

尤其是在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时，如果不能弄清楚作品的相关

背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特定的风格立意，就很难把握好

音乐的基本风格走向，更谈不上能以较为准确的作品演奏，来

投射出作品的风格立意。下面就以殷承宗创作、改编和演奏

的钢琴独奏《北风吹》为例，来说明诠释作品原创风貌的必经

途径。

首先要了解歌剧《白毛女》的相关背景。在上个世纪的

1945年，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故事，由当

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加工、改编而成川。通过剧中的主要

人物杨白劳(名字借用中国文学中的隐喻性写法而得名，即：

白辛苦、白劳作)，喜儿(具有悲剧色彩和戏剧冲突的名字)，和

地主黄世仁等，构成了一部恶霸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

矛盾，并以鲜明的写照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的戏

剧主线。在音乐上，《白毛女》大量取用、嫁接了河北梆子、民

歌、花鼓、山西梆子、秦腔、昆曲等传统戏曲中的曲牌或声腔。

而其中喜儿的唱段《北风吹》，就是在河北民歌《青阳传》的曲

调基础上创作而成。并以大众化、口语化和自然、淳朴的歌调

特征，让这首《北风吹》至今还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唱段。这也

是殷承宗把它改编成钢琴曲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演奏的要求上，一定要解决这样几个风格问题：

一是在开始的部分——引子。

[1]1967—1973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相关资料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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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把握—开始的主题段落(2——11小节)，一定要以民

歌那种特有的质朴、清亮的音色，来让主题的首次陈述得到清

新、爽朗的审美体验。这就要求在演奏时一方面注意旋律的

突出，另一方面在间补时的流动音型演奏上，尽量靠近中国古

筝的刮奏特征。而在主题段落复起的段落(12——20小节)，

要做到以更为舒展的音乐走势，来让作品实现第一部分的风

格立意。

接下来的段落是以两种音乐语境来表达欢天喜地和期盼

等两种音乐情绪，即：21——-28小节是内在的喜悦与涌动，29

——36小节是外在的叙述，37——4l小节是以补充和渐慢来

让这个段落的音乐形象更加充盈。在演奏时需要注意的是两

个方面，一是要把握好这样一种时起时伏的力度显现，二是要

在整体节奏律动中，还要体现出一张一弛的错落性，以此来添

加音乐上的丰富表情。

紧接下来的段落(从41——80小节)，是借鉴中国民间艺

人在器乐演奏上的思维，来更新这里不同以往的钢琴音乐语

境。如：从41——44小节是以小二度的附加音效果和花鼓的

节奏律动，来让音乐情绪转接到轻陕的曲风之中(这也是民间

演奏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音响模式)。从45——55小节开始了

以清亮的音色和轻盈的寓意来让这个段落的陈述更加新鲜，

经过两小节的连接后(55——56小节)，音乐开始了在原有的

曲调中，以加花变奏的形式来进一步凸显这里的风格特征。这

里在演奏上主要在两个方面需要把握，一是在演奏上要把民

间乐曲的即兴性表达出来(这里是以加花为主)。二是要在57

—67小节与69—80小节的二次同一材料加花变奏中，不
但以音区、音色作为这里区分依据，还要借助力度、速度以及

织体中的小二度音响来划分这里有着炫技特征的音乐语境。

简而言之，对这样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果不能让你的

指尖流淌出原滋原味的歌调与风情，那无疑会在演奏上失去

中国音乐文化中特有的韵味与风情。

与此同时，殷承宗作品中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忽略政

治原因)，虽然他在作品创作、改编等方面的贡献，是超出同时

代的许多作曲家作品的影响，但钢琴的音乐母语毕竟是以西

方音乐文化为主体的一种风格标志，在与中国音乐相互融合

与碰撞中，难免出现西方音乐风格上的诸多印记。如：俄罗斯

钢琴学派中的音响音色叙述方式，李斯特钢琴上器乐化织体

类型，以及在某些段落中的风格成分等，加之“三突出”创作原

则的局限，都可能成为作品风格不是完全镶嵌在统一的语境

中。所以，在诠释和演奏上述的作品时，学术界曾出现二种声

音，即：—是尊重风格的原貌特征，二是要尽量回避、弱化这样

一些细节的部分。而笔者还是赞同尽可能的体现和尊重作品

的原创性。这是因为殷承宗的创作和改编方法，不可否认的

有其政治上的局限，而就是这样一种限制和作品中含有的“三

突出”创作原则，使得这些作品存在某些雕琢之气。但正是这

样一种精、气、神的显露，反而成就了这样一种独属于中国那

[1】《百度》《知网》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关背景、资料阅览。

个特殊时代的风格品质。当这些作品经过岁月的打磨后，就

如同黄河壶口奔流而下的瀑布，形成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中

的精品。

结语

殷承宗做到了让西方的钢琴来演绎中国的京剧、民间歌

调、古曲，并能让这些由他创作、改编的曲目，成为中国钢琴曲

库中的一部分。因此才有后来的中国钢琴作品《十面埋伏》和

钢琴协奏曲《黄河》，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第一狂想曲和东方

最具魅力的音乐经典。而所有这些作品都构成了中国那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音乐文化发展、变迁和沉浮的主线，并以这些作

品为祖国送上了一份厚礼。

殷承宗曾就自己的创作与改编经历感言到：我们无法选

择时代，荣誉也罢，挫折也罢，都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在一

个音乐家的创作中会有所体现。Ⅲ时至今日，殷承宗一直致力

于把中国的优秀音乐文化介绍给全世界，他的演奏足迹遍布

世界五大洲，单就钢琴协奏曲《黄河》，就在世界范围内演奏了

500多场次(先后被世界上50多个国家经常播出)。其中所强

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东方特有的文化底蕴，都是作为钢琴家、

作曲家的殷承宗立足于世界乐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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