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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探祈

张娜

摘要：本文以((陕北民歌四首》民歌的旋律以及民歌所要表达的音乐意境为主线，从乐曲的创作背景入手，通过对

陕北民歌中所使用的音乐素材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及对四首钢琴作品的曲式、调式、旋律深入的探究，阐述在钢琴演奏中

对民族韵味的表现方法及演奏技巧，为((陕北民歌四首》的演奏者在弹奏时对音乐旋律以及情感表达的把握提供理论依据，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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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上海

音乐学院教授，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之职。王建中

先生与钢琴有着不解之缘，并在钢琴创作领域对中国传统

音乐的情有独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他创作了大

量非常优秀的中国风格钢琴作品。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与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是王建中

先生钢琴改编曲创作的重要来源，他的钢琴作品植根于中

国肥沃的历史地域文化的土壤，运用了丰富无比的民间音

乐素材，在保留原曲风格的基础上，将西方的作曲技术与

中国传统音乐相融合，使他成为中国少数的以钢琴独奏曲

创作为主的作曲家之一，为促进中国钢琴音乐的传播与发

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创作于1974年，在艺

术形式极度缺失的“文革”后期，文艺作品的创作及演出

受到了严密的控制，百姓能够接触到的艺术形式少之又

少，王建中独具胆识，以四首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革命

历史民歌《L【J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绣金匾》

以及《翻身道情》为素材，以钢琴为载体，改编出了这组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钢琴曲。曲目通过红军会师、大生产、

歌唱领袖和翻身的喜悦四个侧面运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民

歌旋律，搭配清新、明快的和声，表现出陕北人民腰缠花

鼓、吹奏唢呐、笑容满面的拥军爱党的热闹场景。

一、陕北民歌的旋律特点

陕北民歌是流传于陕西北部区域的民间歌曲的统称。

陕北民歌历史悠久，具有醇厚、浓郁的地域色彩，其题材

广泛、曲调亲切感人：用地方方言演唱的歌词与衬词质朴

感人、亲切直白，与民歌旋律相通相融，形成了陕北民歌

特有的调式与音阶。就如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所

言：“一切旋律的形态和音调当然有一定形式的习俗与之

相适应的含义作为基础；要是没有这些，甚至个人的感情

也几乎无从表达⋯⋯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方式和方向大

部分取决于自然因素。⋯正是这大自然赋予陕北地区的大

山深沟、空旷山野，孕育了真挚、率真的陕北人民，造就

了高亢而悠扬的陕北民歌。

1、调式的双重性

在陕北民歌中，最多见的是商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

而且大多由三声音调或四声音调构成，如三声音调“sol、

do、re”这种相较于五声调式缺少两个音的旋律，其本身

就具有两种调式的双重特点；如陕北民歌《绣金匾》便是

一首三声调式歌曲，旋律同时具有商调式与徵调式的特

点，可以是缺少了宫音与角音的商调式，也可以是缺少了

角音与羽音的徵调式；但若以商调式来分析，其柔和的小

调特色不符合陕北民歌的地域特征：而徵调式则具有悠

扬、高亢的大调感，比商调式更能准确的表现陕北人民的

内心情感与精神气质，因此应确定为徵调式。

2、典型的四度跳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民歌各异

的旋律特征；如湖北民歌常使用“三声腔”的旋法，维吾

尔族民歌常使用“同音进行”的旋法等。在陕北民歌中，

最具鲜明的特点就是属音至主音、或主音至下属音的四度

音程跳进在曲中频繁出现；它所带来的音乐风格是跃动

的、富有激情的。四度音程的上行烘托出明朗、热情的音

乐感情，而下行则表达稳定、收拢的情绪，造就了陕北民

歌宽阔的音域及鲜明的空间感；但在歌曲中，旋律不能一

味的向上或向下跳进，总是以级进为主、跳进为辅而构成

的，因此在四度的进行中有时会加入经过音或是辅助音，

这样不仅仅突出了骨干音四度进行的特点，也为歌曲的旋

律增添了婉转与流畅性。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中

的《军民大生产》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旋法特点。

3、特殊的音阶构成

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占据着作为

多民族文化交流枢纽的重要地理位置，各个民族文化与音

乐文化的大融合对当地的民族音乐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

的影响。如陕北地区民歌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音阶构成形

式，不同于传统的清乐音阶、雅乐音阶，音阶中的7略高

于降7，略低于还原7；4有时也会有略高于本位4，略低

于升4的情况。这种音阶便是民族音乐交融的产物，它在

民歌中的广泛运用使陕北民歌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及韵味，

三声或四声的特殊音阶旋律与宽音程的跳进相结合，凸显

出陕北民歌粗犷、高亢的风格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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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北民歌四首》的素材来源及曲式结构

1、《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原曲是将陕北传统民歌《女孩担水》和信天游《当红

军的哥哥回来了》糅合加工而成，亲切、直白的表达了陕

北人民欢迎红军的热烈、欢腾的场景。改编后的钢琴曲在

保留原民歌的基本曲调的前提下，运用钢琴化的和声织体

对旋律音调进行细致的润色及变奏。

钢琴改编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为F商调式，是

加引子的三部曲式A—B—A1。其引子由两部分组成，前

一部分用走句式琶音和弦的绵密音响来搭配高亢、明亮的

信天游音调，令人神清气爽，仿佛眼前豁然开朗。后部分

到达高点后又迂回而下，情绪逐渐平稳，为A段主题的

出现做铺垫。

A段共由三个乐句组合而成，伴奏和声朴素、自然，

节奏较为平稳，采用了“三度间音”的商音和弦作为主和

弦。为了使音响效果更加丰满，在第一、--f1,节及第五、

六小节处加入了羽调式性质的偏音。A1段的旋律由单声

部的旋律改为八度和弦式旋律进行，音型与节奏比A段

灵活了许多，但主题音调除第一句末尾上扬达到高潮之

外，没有过多的变化。B段主题旋律以弱力度在高音区陈

述，以两小节为单位，运用柱式和声与分解和弦相结合的

手法，使句读分明，音响欢快、流畅。B段中部的情绪陡

然一变，伴奏和声中二度音程的碰撞表达出热烈、欢庆的

气氛。通过主题及三次变奏的情绪对比与发展，将情绪逐

渐推向高潮。

2、《军民大生产》

歌曲《军民大生产》是由陇东民歌《推炒面》的曲调

填入新词编写而成的，为并置型双句体2+2+3+2的结构，

改编后被命名为《军民合作歌》，其一领众和的形式和具

有劳动号子特色的衬词，渲染出热烈、欢腾的气氛，形象

的表现出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景，起到了鼓

舞士气、协调劳动的作用。由于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歌

词内容增加到了十段，在整个边区传唱，遂又名《边区十

唱》，解放后经文艺工作者们再次的改写与提炼，定名为

《军民大生产》。

钢琴改编曲《军民大生产》为D商调式，是加引子

及尾声的单主题变奏六次的三部曲式。

引子运用歌曲后部3+2的旋律，旋律与伴奏声部均

用音程与和弦突出单位拍的强位置，铿锵有力的明快节奏

再现原歌曲中富于劳动号子特色的音响。

主题旋律运用中强的力度，在中低音区奏出，伴奏声

部用省略三音的主和弦做切分节奏性低音。变奏一的前半

部分为三声部进行，主题旋律在中声部，低声部用省略三

音的主和弦做节奏性伴奏，高声部用柱式和弦来强调、突

出旋律骨干音：后半部分伴奏用弱起分割式的和弦，使曲

调明快活泼、富有生趣。变奏二同样为三声部进行，低声

部快速分解和弦与中声部的和声音型衬托着主题旋律在

上声部奏出。变奏三的音乐情绪十分活跃，旋律调式转为

A商调式，下声部在中低音区奏出朴素的旋律线条，并时

而加以低音点缀，上声部则用华彩的分解和弦音型做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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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奏出华丽的装饰句。变奏四仍然保持着变奏三的活跃

气氛，在长音处添加了大跨度的由上而下的分解和弦，使

音乐更加轻快流畅。变奏五的旋律运用八度和弦的奏法，

加宽织体，使音乐更加宽广、有力。变奏六旋律回到D

商调式，用快速的同音反复营造热烈的气氛，乐曲在刚劲

有力的“号子”声中结束。

3、《绣金匾》

歌曲《绣金匾》是由民间歌手王庭有于1974年对民

歌《绣荷包》的曲调重新填词创编而来，诗人艾青将曲中

表达爱情的“荷包”改为歌颂领袖、部队的“金匾”，解

放后更是在全国广为流传。

改编后的钢琴曲《绣金匾》采用单主题展开性三部曲

式A—B—A1，在bB商调式上奏出原民歌优美而朴素的

旋律。A段旋律中运用了许多装饰音与衬音，借鉴中国民

族乐器古筝的演奏技法，使乐曲更富民族特色。B段以A

段为基础，主题旋律上移五度，转为F商调式，上下声

部线条均作了节奏性繁化处理，最后一小节以减慢的速度

及清角为宫的转调方法，使A1段回到bB商调式。A1段

基本是A段的再现，只是截掉了A段前半部分的重复句，

使乐句结构更加紧密，分解和弦由低向高达到顶点后在主

和弦上完满结束。

4、《翻身道情》

《翻身道情》是以陕北道情的曲调为基础加工、发展

而成的歌曲，通过对旧社会苦难日子的回忆以及对剥削、

压迫的控诉，表达了穷苦人民在红军的领导下欢庆翻身的

喜悦心情与坚定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钢琴改编曲《翻身道情》为bE徵调式，采用了加引

子和尾声的三部曲式结构，基本保持了原歌曲中“歌唱一

回忆一歌唱”的结构特征，努力的将陕北道情的风格特征

用钢琴音乐表现出来。

乐曲引子部分旋律较跳跃，有许多四度以上的音程进

行，前五小节低声部采用了支声手法，后八小节改为和弦

衬托与支声手法交替进行，并在拍子的弱位上辅以短促的

柱式和声，为曲调加强气势。

A段旋律热情奔放，借鉴“紧拉慢唱”的手法，将原

歌曲仅为两小节的动机材料扩充为五小节，使用快速的音

型为长音的持续进行做陪衬，从听觉上增加了音乐的连续

性与推动力。经过由引子材料构成的13个小节的过门，

A1声部的旋律以mf的力度在中间声部进行，低声部时而

空缺，时而用和弦为主题旋律润色，而上声部也仅作和弦

节奏性衬托，使旋律得到凸显。B段源于原歌曲的“回忆”

乐段，为了表达悲伤、愤怒的情绪，在每个分句开始时均

施以强烈的低音，并以f力度的八度和弦来演奏主题旋

律，使B段与A段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B1段运

用了复调的写作手法，交替出现的旋律描绘出入们思绪万

千的心理。B2的情绪陡然一变，柱式和声奏出整齐的节

奏，表现出宽广的气息，后句旋律改为单线条进行，为过

渡连接做铺垫。再现的A2、A3段与A、A1基本相同，只

是将基本旋律做繁化处理。尾声由明快的和弦转为快速交

替的震音，似欢快的锣鼓声将音乐推至高潮，最后以力度

极强的和弦果断的结束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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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陕北民歌四首》的演奏技巧

l、触键方法

(1)模仿性、造型性的演奏手法

王建中先生为了更好地刻画音乐形象，经常会利用多

种多样的装饰音、琶音乐句来模仿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调与

色彩，塑造音乐形象。《陕北民歌四首》中的《山丹丹开

花红艳艳》开始部分模仿竹笛的滑音、颤音、打音等音色

效果，悠扬、舒展的奏出明亮、高亢的信天游曲调，为我

们刻画出一幅悠远、祥和的山区景象。《绣金匾》中模仿

古筝的装饰音奏法，奏出似古筝般流畅、华丽的琶音演奏

效果，声音不能干涩、生硬，动作要灵巧且富有弹性，使

装饰音与旋律浑然一体，巧妙的再现出古筝“拨奏”的清

亮高远的灵动音色。《陕北民歌四首》中大量运用了这些

极具“中国特色”的演奏手法，在弹奏时一定要注意模仿、

再现其原型特征，尽可能完美的塑造逼真的音乐形象。

(2)装饰音的演奏

在陕北民歌曲调中经常会出现装饰性的“润腔”，主

要源于民歌传唱过程中即兴产生的形态多样的倚音、滑

音、颤音等装饰音；这些大量的有效果的装饰音在乐曲中

的巧妙运用，是民族韵味、风格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陕北民歌四首》中就大量运用了单倚音、八度倚音、琶

音、颤音等7种装饰音，充分的体现出陕北革命历史民歌

的民族特色。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出现的双倚音与

八度倚音，在弹奏时要注意区别主旋律与倚音的音色，倚

音的音量在这里应弹得“虚”一些。手指深深的贴着琴键，

用手臂带动手腕，指尖触键时用臂重的方法，运用“滚”

的动作把力量从一个指尖快速传递到另外一个指尖，整个

动作要轻柔、连贯，奏出通透、清晰的音色，这对于衬托

宽广、悠长的民族旋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情绪多变的民歌旋律

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音阶与西洋大小调音阶在手腕

运用、指法等演奏技巧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洋大小调的音

阶、琶音都编有固定的指法，并且有许多针对性的练习教

材，而中国的乐曲多为五声调式，且民族音乐又都各有特

色，如《陕北民歌四首》的民歌旋律中大量出现了四度音

程旋律进行以及指法各异的音阶、琶音，都需要大量慢速

的练习才能准确掌握。

在演奏曲目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根据民歌的旋律特征

适时的转变触键方式。如陕北民歌在大调中具有一定的小

调色彩，演奏时除了用轻巧、灵敏的指尖触键表达热烈欢

腾的气氛，还要用“揉、推、送”的指腹触键方式来表现

出陕北地广人稀的黄土高原风貌。

陕北地区的信天游具有自由、舒展的特点，如在对《山

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节奏、速度的处理上要做一定的“伸

缩”处理，演奏时整体的速度与乐谱中标记的速度保持一

致，而其中的各个单拍的速度则需因旋律的变化而稍有不

同；在每个乐句结束时音乐要弱下来，就如说话、歌唱一

般，尾音不可奏为强音。

2．音乐情感表达

音乐以音响的形态出现在欣赏者的面前，演奏者与欣

赏者之间的情感传递都需要通过音乐符号作为中介来感

知，使得情感能够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但音乐不像语言

一样能让我们非常直观的感受所描绘的东西，也无法像图

画一般直观的通过视觉来看到，如果想让欣赏者与演奏者

产生相同的共鸣，就必须在描述音乐作品的过程中集中的

体现出最真实的感情。

娴熟的演奏技巧是演绎作品的基础，而利用内心的想

象，准确的把握作品想要展现的画面或想要表达的情感，

是演奏及再现作品的关键；当我们演奏钢琴改编曲《陕北

民歌四首》时，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陕北人民高亢、嘹

亮的嗓音，迎接红军时的热情、被奴役时的悲壮、胜利时

的喜悦以及劳动时的热火朝天，在脑海中形成一幕幕画

卷。空灵的颤音、厚重的和声，追随内心的声音，运用良

好的手指控制力，有刚有柔、绘声绘色，抑或是载歌载舞、

热情洋溢，将音乐的情感传递。

王建中先生的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以陕北民

族民间音乐为根基，曲目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既表

达了陕北人民在艰苦的岁月中高涨的抗日、革命热情，更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陕北人民热情、质朴、勤劳、勇敢的性

格特征，为陕北的民间音乐提供了一个展示、宣传的平台，

使陕北民歌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进而走向世界的一座桥

梁，也为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指引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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