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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京剧瞬间》

一一兼谈陈其钢的音乐语言

张爽

摘要：2000年，陈其钢应法国“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委约，创作了钢琴作品《京剧瞬间》(1nstants d’un Op 6 ra

de P 6 kin)。此曲作为当年钢琴比赛的必弹曲目受到广泛瞩目。2004年，陈其钢对这部作品叉作了修改与扩充，比初版更

具结构力和色彩感。如今距这部钢琴作品问世已过去十年有余，当我们回头看这部作品，其中对于作曲家本人和中国近十年

来的音乐创作的意义更为凸显。

关键词：陈其钢：《京剧瞬间》：音乐语言

一、挥之不去的京剧情结

陈其钢的父亲陈叔亮‘先生业余时间喜爱演奏民乐，还是位京剧票友，向幼年时的陈其钢口传心授了许多京剧唱段，甚

至期望他进入北京戏曲学校专门学习京剧花脸。尽管后来还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单簧管，但京剧的腔调却一直萦绕

在陈其钢的耳边，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

如今回头看作于本世纪初的《京剧瞬间》，可以视为陈其钢音乐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在音乐语言的运用上更为自由

简洁，并且这是他旗帜鲜明地运用京剧素材作为乐曲核心的开端，其后在舞剧音乐《大红灯笼高高挂》(2000)、音乐会组曲

《蝶恋花》(2001)、钢琴协奏曲《二黄》(2009)等作品中，京剧元素无不以独特的方式融入陈其钢的音乐语汇中，日益成

为其作品的特性符号。如他称自己是“一棵移植到法国的中国树”一样，京剧中的西皮、二黄、行弦音调一再被他赋予斑斓

的法国印象派色彩，如此精致的融合，也是陈其钢音乐最为独特之处。

陈其钢擅长从最细微的音调动机中获取最广泛的声音组织，这首长不过10分钟的钢琴曲全面体现了这一点。“音乐瞬

间”作为一种小型体裁，在西方从舒伯特到普罗科菲耶夫等一代代作曲家都留下了不少精彩段落。陈其钢在以西方音乐形式

表现中国音乐元素的《京剧瞬间》中，成功地在融合中西音乐元素的过程中捕捉到最精彩的声音印象。

乐曲开门见山并置呈示了两个核心主题(见谱例1)，左右手演奏的两个主题旋律反向进行，而和弦则是由两个四度叠

置(如E-A—B—E)的音程构成：连接方式则是法国印象派音乐惯用的平行进行。耐人寻味的是高声部的主题I建立在E羽调

式上，低声部的主题II则建立在“E羽调式上，开篇便预示了全曲存在大量的双调性并置段落。这两个主题实际上都源自陈

其钢熟悉的京剧素材一一主题I源于京剧中的“行弦”，这是京剧过场伴奏的常用曲调，一般用在唱腔的句逗之间起到间奏

作用。这个素材还被陈其钢用于同年创作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作为男主角的主题，在那里同样是以变奏的手法表

现男主角在剧情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性格变化：《蝶恋花》第二乐章《纯洁》再次运用了这个音调，由板胡和小提琴共同奏出

(见谱例2)：主题II则源于京剧唱腔“二黄”，这个京剧中特有的腔调后来又被陈其钢用在钢琴协奏曲《二黄》中，在主

题呈示中已一目了然(见谱例3)。

谱例1：《京剧瞬间》4。6小节

谱例2：《蝶恋花》第二乐章《纯洁》5"8小节

谱例3：《二黄》l’7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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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京剧瞬间》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和法国现代音乐风格的完美融合。幼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下，民族音

乐的韵味己然扎根于陈其钢的心中；自1984年赴法国深造后，从德彪西、拉威尔直至梅西安、布列兹给予陈其钢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音响色彩精致入微的完美追求，如他所说：“在法国17年，色彩性给予我的影响根深蒂

固，想不这么写都不可能。但要在中国特有的五声调式的‘底版’上，调出新的色彩，却找不到现成的‘色谱’。”‘相对逻

辑严谨的德奥音乐，注重色彩印象的法国音乐似乎更容易与同样追求意境美的中国音乐相融合，早年齐尔品之所以在讲座中

提出中国不需要巴赫、亨德尔或贝多芬，而应向印象派作曲家学习6的极端观点，也旨在强调法国音乐的重要借鉴意义。接

受“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的委约，要在钢琴作品中同时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和梅西安的痕迹，像是一个要求他调出

新色彩的命题作文，而陈其钢也成功地在色彩和声与五声音阶中调出了一个完美融合的“色谱”。与此同时，他也建立起了

个人风格，这是梅西安反复叮嘱的，也是他后来长期坚持的创作原则。

第二，《京剧瞬间》代表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崭新阶段。如果将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1914)视为中国钢琴音乐创

作的起点，那么国人谱写此类体裁的历史不过百年，回望这一历程令人唏嘘。三十年代，便涌现了诸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江定仙的《摇篮曲》等一批具有中国风味的钢琴小品，特别是江文也作于1936年的《断章小品16首》中的《午后胡琴》尝

试赋予“二黄”音调半音化效果，是将京剧元素引入钢琴曲中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即便在战火纷1s的四十年代，还是留下了

丁善德的《春之旅》组曲、瞿维的《花鼓》等经典作品：而文革时期的大量改编曲尽管缺乏独立的艺术意义，但它们凭借着

自身的淡雅气质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一枝独秀。至改革开放后，得益于西方现代技法的引入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挖掘，独具

个性的钢琴作品层出不穷，如何在钢琴这个单一‘载体上表现中国音乐，在这一阶段的摸索中获得了长足发展，较为突出者有

张朝的钢琴曲《皮黄》(1995、2005)，成功借用了京剧的板式结构作为乐曲的变奏线索。陈其钢在世纪伊始的这部《京剧瞬

间》，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前文提及的色彩和声与展开性变奏的手法，无论是两端的静谧还是中部的灵动，都突破了中国钢琴

曲以往的调性模式和单一风格，可视为中国钢琴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三，《京剧瞬间》标志着陈其钢音乐创作从观念到技法的全面成熟。虽然陈其钢在出国几年后便意识到西方现代技法

与个人独立性格对于建立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必要性，但在中西交融中如何把握住“度”，他经历了长期的摸索。本世纪以

来，我们可以听到陈其钢的某种回归，他彻底抛开现代主义的“新传统”，不再为了新奇音响而作技法实验甚至模仿，以兼

容并蓄的态度追求着心中最真诚的音响，逐渐建立起具有个人特征的音乐语言。他捡起幼年的京剧记忆，在一种人文精神的

驱使下将之渲染出新的色彩。如周文中先生所言：“在呈现衰败迹象的现代世界中，文人传统可以抵抗现代音乐中与日俱增

的自我主义与商品化的趋向，并能引导我们追求一种新的音乐语言。”9作为当今中国最具文人精神的作曲家之一，陈其钢一

直在理性和感性间有所取舍、有所坚持，在《京剧瞬间》之后的作品如《走西VI》(为弦乐队而作，2003)、《失乐园》(为大

弦乐队、竖琴、钢琴、键盘钟琴与打击乐而作，2004)、《二黄》中体现了更为简洁的倾向，从各个角度体现了一位成熟作曲

家写出的真正属于中国当代的新音乐。

1993年，好友莫五平的英年早逝给陈其钢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波动，为此写出《道情》(双簧管与乐队，1995)以表哀思，

并促成了陈其钢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近两年，陈其钢的母亲和爱子先后离世，悲痛中的陈其钢依然坚强而理性，历

史证明人生的不幸必将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锤炼}{_；更为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倾听并祝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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