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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键幺的雨心蚀勿
一一论黄安伦的钢琴音乐创作

吕倩

摘要：钢琴音乐创作在黄安伦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钢琴作为西方音乐表现力最

强的“乐器之王”，无疑能够从多维度、多层次表达出作曲家内心的感受：其二就是作曲家本人就是一个蜚声中外的钢琴演

奏家，长期演奏的独衷导致在一种不自觉中偏向钢琴音乐的创作。仔细研讨他的每一首钢琴作品，这是本文远不可及的事情，

本文本着泛中有独的方式，总结出他在钢琴音乐创作中的主要特征，从而能够让读者较为全面、深刻地了解他的钢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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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伦，当代著名中国作曲家，1949年出生于音乐家庭，父亲黄飞立曾经师从于作曲大师亨德米特，是当代的知名指

挥家。5岁开始随父母学习钢琴，12岁那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先后师从楼乾妹、邵元信。1968年毕业后，先

后在北京军区所属农场劳动及北京京剧团工作。这期间的生活，特别是师从作曲家陈紫学习民间乐及歌剧作曲，对他的创作

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76年，黄安伦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以及被中央歌剧院聘为驻院作曲家。1989年赴北美，

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匹兹堡大学及耶鲁大学深造。1983年获英国圣三一音乐院院士称号。除了连年赢取全额奖学金外，并

在1986年以“最优秀奖”获得耶鲁大学音乐硕士学位。为在海外宣扬中华文化，曾连任三届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人音乐协会

主席至1996年。

多年来，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专业音乐创作的全部领域，其中包括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室内乐、交响乐、合唱、歌剧、

电影音乐等，堪称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在黄安伦大量的作品中，钢琴曲的创作占有较为突出的分量，在探讨其钢琴

音乐创作之前，有必要对其主要钢琴作品做一个梳理性的介绍：(一)、《对花》创作于1965年，这首作品是黄安伦的早期作

品，乐曲表现的是竹笛和笙的和声与技巧，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小装饰音，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全曲仅仅两分钟却赋予了乐

曲鲜明的河北民间音乐风格。这是他最早尝试中西结合写作的几首作品之一。(二)、黄安伦的《塞北小曲三十首》(歌谣、

长城、山、古堡、骆驼、风、牧马人的歌、坝上羊群、洋河水、春雨、田野、小路、辘轳、在果园里、雪松、小旗手、迎亲

人、南去的火车、割釉麦、进行曲、摇篮曲、第一号塞北舞曲一社火、送肥、变奏曲、小油灯、第二号塞北舞曲．灯节、白马

大队、第三号塞北舞曲．喜庆、走西口、小奏鸣曲)是其中的最佳代表，美妙绝伦，甚至可令其它所有中国钢琴小品顿时黯

然失色。这些小品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旋律及音乐语言的风格反应在钢琴上都令人在听觉上产生一种色彩上的新鲜感。

这首作品的创作源泉都出于自地方的民歌小调和地方小戏，而且每首短小的曲子都附有标题。(三)、《中国畅想曲第二号》

Op．18，创作于1974年，当时黄安伦正在京剧团工作，此曲后来被刘诗昆改名为《序曲与舞曲》。1978年，这首作品获“文

化部优秀作品奖”，被香港乐评誉为“‘文革’后第一首成功登上国际乐坛的中国曲”，如“一支升空的火箭”。此曲运用了不

少中国台湾民谣，由深沉的《序曲》和充满热情的《舞曲》两部分组成。此曲辉煌的结尾体现了炫技性的音乐会效果。(四)、

《第一钢琴三重奏》Op．30，创作于1981年。这是黄安伦到加拿大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音乐中寄托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深

情及对故土的怀念，这首作品旋律感情真挚，结构具有戏剧性的变化。(五)、《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25，创作于1983

年。此曲题献给美国著名钢琴家巴诺维兹。1984年，在指挥家赖德梧指挥下，由巴诺维兹独奏、广州交响乐团协奏在广州

首演。李西安曾在1998年《人民音乐》期刊对此曲发表这样的评论：“在《g小调钢琴协奏曲》里，作曲家以他娴熟的技巧

和火一般的激情，表现了光明战胜邪恶、美战胜丑的搏斗，以他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博大胸怀，讴歌了对故土、对民族、对人

类的永恒的爱。”黄安伦在这部协奏曲里面，融入了他很多思想和创作理念，首先他把“爱”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其次是

坚持写有旋律、有调性的音乐，最后黄安伦作为一名中国作曲家，极力想创作出好的中国音乐，合理的把握民族音乐特点和

西洋作曲技法，使二者有效的统一起来。(六)、钢琴音诗《鼓浪屿》op．66，是2006年第三届鼓浪屿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

委约作品。这首作品题献给黄安伦的亲密朋友许斐平以作纪念。此曲实际上是一首钢琴交响变奏曲，全曲共14个变奏，钢

琴与乐队之间交相辉映，不断地变化情绪和色彩是这首曲子的一大亮点。这部以鼓浪屿文化背景为素材创作的a小调钢琴变

奏曲，采用了传统的调性音乐语言、庞大的乐曲结构、具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语言的写法、细腻丰富的和声进行、严谨有序

的复调。延续并发展了西方交响音乐的写作手段，将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民族音乐语言与具有戏剧性的西方音乐写作方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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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十分贴切。(七)、《舞诗》不仅是器乐独奏曲，也是器乐与芭蕾双人舞共同演出所用的特殊曲体。独奏与舞蹈共同出现

在舞台上，乐与舞相互融合，独奏音乐并不是仅为舞蹈而演奏，舞蹈也为独奏音乐提供了视觉效果，音乐形象和视觉形象交

相辉映。

从以上的简介中我们可以对黄安伦的钢琴音乐创作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以民族音乐语言作为创作的文化基础。

可以这么说，在黄安伦的毕生创作中，已经将民族性语言元素深深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同时，这也是他个性标签式

的特性之一。1968年，黄安伦被“下放”到塞北地区的张家口军垦局的农场参加劳动时，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恩师陈紫的

学养和创作观念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明白了“扎根民族的土壤、借鉴西方的技术、反映时代的心声”

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创作出了他早期重要的作品《塞北小曲三十首》，其中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不言而语。自此之后，

塞北音乐“味道”可谓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比如他作于2006年的钢琴音诗《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

厦门市隔海相望，但是作曲家并没有运用闽南音乐风格的主题，在听觉上倒是有些许塞北音乐的“味道”，从这里对他受塞

北音乐的影响可见一斑。再比如创作于1981年的《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的副部，其音乐材料也是取自塞北地区的

民间歌曲，徐缓进行、抒情优美的民歌旋律与主部主题高亢激越、紧张不安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诸如此类，在他的众

多作品中可谓枚不胜举。

二、音乐中具有饱满的热情，丰沛的情感。

即使黄安伦具有非常全面的作曲技术，但他在运用各种作曲技术的同时，绝不会摈弃内心深处蕴集的情感因素。比如他

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作曲家以他娴熟的技巧和火一般的激情，表现了光明战胜邪恶、美战胜丑的搏斗，以他独特的审

美视角和博大胸怀，讴歌了对故土、对民族、对人类的永恒的爱。”∞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不仅继承了西方经典的曲式结构

和音高组织技术，而且也继承了古典音乐中所具有的张力和充沛的情感力量。难怪音乐学家明言说：“立足于‘固守’基础

上的民族主义语言与浪漫主义激情的融会贯通，是黄安伦音乐风格的总体特征。作曲家以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清晰易解的

艺术风格，与中国其他作曲家形成鲜明的风格互补关系。”罾这种“互补”是必要的，他就像西方最后一个古典主义者勃拉姆

斯固守“古典阵地”一样，对“情感”音乐的固守誓死不渝，从而形成当今作曲界的一大主流，与情感“呆滞”的“数控”

作曲技术遥相对峙。

三、坚持可听性强的音乐创作方式，作曲技术多元并蓄。

优美的旋律、悦耳的和声、经典的曲式、情感的宣泄，这些似乎在当代的专业作曲家中，显得有些“过时”，但在黄安

伦看来：“当我充满激动构思表现中国和中国人的新作时，我没有那种采取表现主义手法的愿望来扭曲我要说的话。中国的

情况与西方是如此的不同，传统的、民间的音乐资源那么丰富多彩，可行的路宽得很。作为一个指挥和钢琴演奏家，我很熟

悉演奏者和听众的关系。在作曲时总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手段或方法发出信息，与听众得以交流。我也确信只有忠实地表达

自己感受到的，在感情上升华了的音乐，对我来说才有意义。”@首先，他的旋律创作基本上都是在民族调式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中包括五声、加变声的六声、各种七声调式等，同时还将多个不同的调式进行复杂的混合，这也成为他独特创作特色的一

个突出表现。如谱例1：

上例是《g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引子部分，宁静、沉思的旋律，由钢琴独奏利用温暖柔弱的音色缓缓奏出，令

人在寂静中神往。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的作曲家来讲，仅仅局限在以上的音高组织技术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作曲家自己发现了一种能够展现自己独特风格的旋律创作技术一一在传统调式基础上作多调性横向进行，如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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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例，自第2小节的第三拍始，调式主音开始不停转移，这样就在横向上展现了一种多调性思维。即使这样，横向上

的五声性还是存在的，只是“阶段性”罢了。这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影响，他只是将东、西方的理论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了，正如著名音乐学家李西安所说：“作曲家(黄安伦)把某些具有表现力的西方现代音乐手法与民族传统相结合

时，无论是多调性、十二音写法，还是复杂的对位写法、旋律变形等，他都力图以民族音调为基础，强调传统的继承性⋯⋯”
④

四、高度的艺术性与灵活多变的演奏性。

之所以讲他的钢琴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原因主要体现在：首先他的创作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在他的众多钢

琴作品中，他首先将“爱”作为其中的精髓，并充满了矛盾的冲突。比如《g小调钢琴协奏曲》和《F大调交响曲》，则是主

题向广阔时空的深化和延伸，更多地激发人们展开了联想，钢琴协奏曲以钢琴独白式的“沉思”开始，表现了搏拚、奋进与

对光明的执着追求，慢板乐章由幻想风的旋律和山歌般的五声音阶华彩旋律，构成一幅北国的田园诗画，每个音符都寄托了

作者对祖国大地的深沉的爱；其次在于他轻驾就熟的作曲技术功底，比如在《中国畅想曲》(No．2)的创作技法有很多独特

之处，在“序曲”部分为再现四部曲式、舞曲的曲式结构为变奏曲式；在旋律声部采用我国的民族五声调式，并频繁的变宫

转调、在和弦材料上除三度叠置的和弦形态外，还用以三度叠置为基础的附加音和弦，使用五度的和声音程，二度、四度叠

置和弦，体现出民族化和声的特点；在调性的处理上一方面作曲家固守传统调性，使得整个作品保持清晰的调性，另一方面，

由于突然转调、双调性的运用又使得乐曲的调性在某些地方变得模糊，体现出现代作曲技法在作曲家创作中的体现；运用复

调手法，使得各个主题的音乐形象得以鲜明的展现；采用转换节拍与切分节奏相结合，使得乐句不对称，体现出高山族音乐

不规整的特点。再次就是他在形式上独特新颖的创意，比如《舞诗》作曲家让独奏家与芭蕾双人舞共同出现在舞台上的形式，

舞蹈加上灯光效果极富诗意。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当作者在构思音乐动机时，就不仅有音乐形象，也有视觉形象。舞台上

的抒情与奔放、柔和与矫健无不展现出青春的活力。在这里，钢琴不是为配合舞蹈而演奏，是舞蹈以视觉形象来揭示音乐的

真谛，这种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共同缔造完美的艺术，也就因为这些，《舞诗》曾被以色列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列为必奏

曲目，同时也是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指定曲目。

在演奏技术体现方面，也有非常全面而精湛的技术。比如在钢琴音诗《鼓浪屿》中，既有最简单钢琴织体陈述，也有以

各种调式、音阶走句；既有无比生动的半音阶进行，也有铿锵有力的柱式和弦；既有以模仿打击乐演奏效果的二度和弦结构，

也有以模仿民族乐器的琵琶轮指的变奏；既有技巧无比艰深的快速平行三度进行，也有各种类型的八度；既有细腻、多层次

的声部呈示，也有两手交替的快速的八度进行。在作品里几乎囊括了钢琴演奏的全部技巧，为钢琴家的演奏提供了技巧展示

的空间。

结语

黄安伦作为中国作曲家中钢琴作品最丰富、艺术性最高、演奏技术难度最大的作曲家之一，他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

当今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一面旗帜。他恪守自己的信念，以伟大的巴赫作为自己终生创作的“坐标”，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地耕耘在自己肥沃的“田地”，如今，他已经硕果累累。正因为他大量的钢琴作品和高质量的技术含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力，所以，他为后来者开拓了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创作方式，令年青一代作曲家们不会在“西方中心论”的漩涡中迷失自

己。因此，认真研究黄安伦的钢琴音乐作品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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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吕倩女兰州商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