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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众多青年作曲家中，张朝是一位十分

勤奋而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创作涉猎广泛，

包括交响乐、民族器乐，室内乐、舞剧，歌曲、影视

音乐及大型广场艺术音乐等。其中一首钢琴作品，组

曲((滇南山谣三首》以云南彝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创作

而成，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对少数民族原始心灵的独

特感受。该曲用笔精炼但却新颖独特，曾于2002年获

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并被收编于人民音乐出版社

的《中国钢琴作品选》第四册中，其中《山娃》收编

于中国音协社会音乐水平考级教材全国钢琴演奏考级

作品集(新编第一版)七级中，《山月》收编于新思

路钢琴系列教程提高级九级中。这首作品就像一件完

美的艺术精品，既让演奏家们爱不释手，又使欣赏者

们回味无穷。

《滇南山谣三首》由《山娃》、 《山月》、 《山

火》三首小曲组成，无论是描写孩子、月亮还是篝

火，都与山区的特点紧密相连。Ⅸ山娃》非常生动地

刻画了山区儿童天真顽皮、无拘无束的气质形象。乐

曲为复三部曲式。结构为引子A B A 。乐曲开始

是5tJ,节的引子，前两小节是散板式的装饰音导入的

柱式和弦，模拟了民间的弹拨乐器，像是一群孩子呼

喊另一座山上的小伙伴下山来玩儿，并伴随着呼喊声

在山谷间的回音。后3tb节突然进入一个由十六分音

符构成的急速下行的分解和弦，为整个音乐注入了蓬

勃的活力，赋予作品以欢快而又轻灵的基调，仿佛是

在描写两座山上的小伙伴跳跃翻滚，撒着欢的由山上

急冲而下，异常兴奋。

谱例1：

在这样一种基调的背景上由低声部两小节跳奏，

欢天喜地地引出主题的第一乐段。这8小节的乐段用

音简洁，音乐听来奇特、新颖，再加上小装饰音和大

量半音，又使音乐带有逗趣，诙谐的意味。
’

A部第二段是第一段升高四度的变化重复，音区

移高了十一度，使音乐更加激动，活跃。接下来进入

B部，B部也由两个乐段构成，每一乐段8／b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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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织体，高声部旋律由四度音程的平行进行构成。

后面8小节除了把每小节第一个四度音程变为加倚音

的单音外，其他原样重复。随后的7；3-,节的连接是A

部材料的变形。再现的第一乐段是主题乐段的高八度

重复，这一自然流畅的速度，一下子把气氛推向白热

化，把音乐推至高潮。第二段对主题做了一次加花变

奏，并把B部的主题放在低声部奏出，使两个主题构

成对比式复调，像是游戏中每个人都已玩到了满头大

汗、面红心跳，兴奋不已。

谱例2： ．

， ，，。

结尾由再现之前的过渡与引子的材料写成，与引

子形成呼应的关系。

演奏要点： Ⅸ山娃》，引子的音响是富有远近层

次的空间感觉的，作品有音区和强弱的对比(见谱例

1)，弹奏时除了装饰音弹清楚外，关键是设计好踏

板，把空谷回声的效果凸显出来。第一小节在低声部

音出来后踩下延音踏板，第二拍时踏板不换，直到第

二小节第一拍时再换音后踏板，同时踩下左pedal。

第一段主调写法，两个声部中的跳音用手指跳音即

可，触键快、指尖轻，手腕保持放松，指触均匀，有

颗粒性，把强弱对比的音量控制好，这样才能表现出

有弹性的音质。第二段右手四度音程，把重心落在手

掌外侧，稍突出上方高音。无论3～5小节、44～46小

节还是63～66／J',节，左右手交替的十六分音符应弹均

匀，左右手衔接好，既快速灵巧又富有内在活力，音

色要求清脆、清晰富有弹性。55～62小节复调写法，

低声部是主题旋律，但是高声部也不能忽略(见谱例

2)，两只手连奏与跳奏弹准确。尾声最后三小节踏

板与引子一样重要，也是一小节用一个延音踏板，小

节之间用音后踏板更换，左踏板在倒数第二小节时可

先踏一半，到最后一小节再踩到底，同时配合手的控

制，渐弱渐慢表现出来。整首乐曲用音虽简洁，但却

非常形象生动，平均每两小节就要变换力度符号，以

表现顽童的善变，这就要求演奏者对强弱变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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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如，使人一听就能在眼前展现出一幅山野间少数

民族的孩童疯闹嬉戏的动人画面。

第二首《山月》的主题是由((山娃》最后一个

五度装饰音引出的，加强了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和统一

性。这首乐曲主题素材来自云南红河地区的童谣，曲

式结构可看做是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其结构为：引

子AA BB尾声。开头1小节的引子。高声部相隔

八度的单音跳音，低声部用半连音的分解和弦伴奏，

似闪烁的点点星光。主题A旋律连贯流畅，既像是描

写月光，又像是吟唱着摇曳的摇篮曲。作者在伴奏织

体中加入了一些外音，产生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

第六小节开始是A的变奏，音量稍强，转入大

调，音乐开始明朗、激动起来。伴奏在原有填空式分

解和弦的基础上，在中声部又加入了一个与旋律相呼

应的模仿声部，像女声与男声的模仿应答，使音乐更

具抒情性。

B段织体加密为六连音形式，音乐更有流动感。

在和声处理上除了继续贯穿某些外音以外，还突出了

远关系色彩，使人联想起月光下的山泉，微风拂过，

波光粼粼。，

谱例3：

反复时，又在低声部插入模仿声部，使整首乐曲

在主调音乐织体中巧妙地融入了复调因素。尾声不断

重复着主题，音乐渐渐平静下来，仿佛整个山林已经

悄悄进入了梦乡。

演奏要点： ((山月》，是最细腻、最有内涵的一

首曲子。优美的柔板，夹在两首快速的乐曲之间，正

像两座粗犷的大山之间突现一片精细、柔美的画面一

样，美极了。想象中天黑了，孩子们在父母的督促声

中依依不合地归去。白天的喧闹都安静了下来，层层

叠叠的大山之问慢慢露出月亮柔美的脸。四周点缀着

闪烁的星光，山间不时飘散着朦胧的轻雾，充满了梦

幻般的色彩。乐曲清新、流畅，在朴素沉静的旋律中

又蕴含着细腻、丰富的情感。演奏时要非常精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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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把每一个层次用不同的音色弹出来。引子加左踏

板，主题有柔和的小调感觉，在弹奏时大臂、手腕、

手指互相配合。大臂力自然地送向指尖，手腕柔韧而

有弹性，发音时用指尖后部弹奏，下键深，慢慢地把

琴键压到底部，手指随着音符的变化，将重心逐步转

移，这样才能弹出柔和、细腻、圆润的音色。在弹奏

旋律时注意细心体会琢磨，头脑里首先要有所追求

的音质的概念。另外，2—5小节最后一拍高声部上的

音过渡给低声部时，注意音乐的发展，如第2tJ',节最

后一拍中，由前一拍延续过来的E音，保持到低声部

弹#D音的同时才能松开。第6～8小节进入大调并突

出高声部与中声部这两个呼应声部。第9小节低声部

六连音别太慢，注意节奏。第二段开头高声部的7与

3都重要，但7比3稍突出(见谱例5)。这里高声部有

隐伏旋律，旋律线条既要清晰又要有起伏，把手的重

心放在外侧，非旋律音手指贴键，动作不要太大，控

制音量。14～17小节突出低声部中的模仿声部。此段

里面高声部的二分音符保持好，手不能保持时用踏板

留住，同时弹密集的十六分音符时，旋律不能}昆浊不

清，部分地勤换踏板。整首乐曲充满夜的氛围与夜景

的感觉，一切都是朦胧的，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又仿

佛一个恋爱中的少女压抑着内心的情感，羞涩地吟诉

着对情人的思念，随后男声加进来，情感得到应答。

慢慢的二人情绪越来越激动，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最后夜深了，不得不在对相互的一次次呼喊声中

恋恋不合地分开。

第三首《山火》是采用云南路南地区彝族撒尼人

音乐风格写成的，描写了撒尼人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的

狂欢场面。乐曲为复三部曲式：引子A B A尾声。

强烈的节奏感、特殊的节奏型是此曲最突出的特点。

此曲虽以3／4拍为基本节拍，但在音乐的连接部分使

用了3／8+2／4的变节拍来烘托气氛。中段B部又交替

使用2／4、3／4拍，使节拍的组织始终处于充满了

不规则和动感的运动之中。

谱例4：

塾竖垦垫一乐京字薹4

加之切分音节奏，托卡塔手法，再与撒尼音乐

中最富特色的三、六度音程相配合，展示出鲜明的彝

族舞蹈音乐风格，奔放的音乐把人的情绪一次次地推

上高潮，疯狂忘我的舞蹈，最后在狂热的气氛中结束

全曲。

演奏要点： 《山火》是三首乐曲中最快，最热烈

的一首。引子的重音记号突出出来，断奏与连奏弹准

确。5～7小节手指关节坚挺，两个声部一起做渐强，

把热闹的气氛推上去。尤其是第7小节，所有的音在

渐强的基础上又加了重音记号，情绪更激动，下键更

快，把力量迸发出来。最后一个和弦弹完后马上收干

净，音乐戛然而止，紧接着做好呼吸，以f力度进入

主题。主题注意切分节奏，弹附加升二度音的大三

和弦时，架子撑好，每一个关节都要坚挺，弹出敲击

般的音响。注意2／4、3／4、3／8节拍之间转换与B段

2／4与3／4交替时内心要有好的节奏感，保持节奏统

一(见谱例4)。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想把火热的

高潮气氛营造出来，无论是引子、37—5l小节、还是

尾声的设计与演奏都显得很关键。开始一定要弱奏，

把握住脉搏，逐渐变强，慢慢把气氛渲染出来，到主

题时再全部释放出来，这样火爆的场景才能攀升到顶

点，才能把节日欢腾、热烈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纵观作品，手法简朴、精炼，音乐听来奇特而

不怪诞，质朴而又清新。不管是整部组曲，还是每首

单曲拿来演奏效果都很好，不同技法的兼取并用丰富

了作品的表现力，使得音乐之中有形象，有意境，音

响兼有新奇与谐美两重品格，并为演奏提供了力度起

伏，音色浓淡，节奏紧凑与松弛等表现手段的可能

性。我们期待中国的作曲家可以创作出更多，更优秀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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