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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光钢琴作品《嘉陵江上》分析与研究
■文/杨希

【摘要】中国钢琴作品的发展是我国音乐发
展的一部分。钢琴自流传到中国以来，其作品
历经探索从模仿借鉴，到改编融合，最后达到
创新。他的音乐不仅体现了原作品的主旋律，
还将西方作曲技法融入到音乐中。《嘉陵江上》
这首钢琴作品就是在贺绿汀先生创作的声乐作
品的基础上改编的。本文通过对《嘉陵江上》
的演奏技法、创作分析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崔世光；嘉陵江上；创作分析；
音乐风格；演奏技巧

   
崔世光 6 岁起便跟随母亲学习钢琴，在母亲悉心地指

导下表现出自己的音乐才华。1961 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来
青岛招生，其校长俞慧耕先生听到崔世光的演奏大为赞叹。
第二年政策的放宽，俞慧耕先生迫切地把崔世光找回来录
取插班入学。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止了教学活动，但
崔世光克服了各种环境因素，继续创作改编了一系列的作
品。其中《松花江上》最为出色。其后在山东艺术学院任
教期间，创作了很多具有当地风土特点的钢琴作品。文革
后，崔世光调回了北京，并进入了中央乐团担任钢琴独奏
演员。1984 年参加了中国音乐家小组的演出，九月份接到

了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学习机会，通过三年的学习，获得
了钢琴和作曲的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六年。1994 年回
到了国内并定居在香港。

一、崔世光钢琴作品创作概述
（一）初期

1962 年他刚进入附中的第一个学期，在一次“自我
处理乐曲”的学生习奏会上他演奏了一首由自己创作的钢
琴作品——《丰收锣鼓调》，这首钢琴后小品为崔世光日后
的创作之路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民歌盛行，几年间他又
利用这样的素材改编了《喜洋洋》、《赶集》等钢琴曲 .1968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崔世光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不
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同时在多种风格上进行创新与探索。
例如作品《松花江上》、《火炬舞》、《就义歌》等就是这一
时期的作品。

（二）发展期

历经了十年沧桑的“文化大革命”就在 70 年代末结
束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崔世光先生在这一时期打破了
以改编革命歌曲为主的钢琴作品，在作曲技法与内容主题
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颠覆。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山
东风俗组曲》、《云雀》、《山泉》等。

（三）成熟期

1987 年，崔世光先生所在的锡拉立兹大学，有一座历

（二）勃拉姆斯作品中丰富的钢琴伴奏

在编写钢琴伴奏方面勃拉姆斯比任何一个作曲家都要
更加用心，因为勃拉姆斯本身就是一位有着丰富演奏经验
的钢琴演奏家，在编写钢琴伴奏的时候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当然要求也会更高。在他的歌曲《徒然小夜曲》中伴奏不
仅与歌词本身相映成趣，单就伴奏来看几乎就可以独立的
成为一首圆舞曲，钢琴伴奏左右手八分音符的分解和弦有
规律的对位进行，在三拍子的节奏下营造除出了六拍子般
的圆舞曲旋律，这旋律如行云流水一般流淌过心间，人们
心中充满着对爱情的幻想 ；在这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旋律烘
托下，歌词中男女主人公互相倾诉爱意，女孩又羞涩带有
娇嗔般拒绝男孩的情景不仅不会显得尴尬，还让两人爱意
的感觉更加浓厚了。

 “弹奏勃拉姆斯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时还需注意伴奏
部分和声的内声部，勃拉姆斯常对此做出突出的处理。勃
拉姆斯歌曲的伴奏部分常使用钢琴较低的声区，因之音色
丰富而浓郁”。③在钢琴伴奏的编排创作上勃拉姆斯与舒伯
特都巧夺天工，但在分配程度上又有所不同，舒伯特对于
钢琴伴奏的重视程度要更深一些，他的艺术歌曲钢琴伴奏
一般都有一个不短的小引子作为开场，在人声还没有出现
之前他想要把音乐的意境做的更真切一些，所以将伴奏作
为引导观众的重头戏 ；勃拉姆斯在伴奏的创作和分配上则
非常的严谨，不会带有刻意抢走歌曲本身旋律的风头、喧
宾夺主感觉，这与他骨子里传统经典的古典音乐气质有着
很大的关联 ；勃拉姆斯的很多歌曲的主要内容是用伴奏来
表达的。

结语

舒伯特与勃拉姆斯在浪漫派音乐的历史中都拥有特殊
的地位 ；二人在艺术歌曲的创作方面都有有很大的造诣 ；
舒伯特的作品非常质朴、自然，尽管有着理想与现实矛盾
的痛苦，仍不断盼望、追求着幸福与理想，而勃拉姆斯的
作品具有具有自然的、宏伟性的强大力量，这一点有些像
贝多芬。作品非常安静且较为规范，像是古老的室内乐 ；
虽然身处浪漫主义音乐的繁盛时期却处处彰显着对古典音
乐的热爱和执着；这也深刻的体现了勃拉姆斯音乐中的“双
重性”即古典与浪漫主义音乐相得益彰这一特征。他们作
品的博大精深，本文只是在通过对这两位作曲家音乐风格
方面的一些对比，使我们对他们作品风格能进一步的把握，
通过对两位作曲家不同创作时期作品演唱表演方面的分析
从而为我们演唱他们作品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认识。笔者认
为演唱者在诠释二人作品的时候应该将作品本身与蕴含的
各种人文精神融合进来才能更全面的诠释作品，不能过多
的强调歌曲中技巧的展示而忽略了歌曲本身的艺术内涵，
这样才符合艺术歌曲给我们传达的一种音乐精神。

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 2012 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2012YYB061

注释：
①刘方洪 . 完美的诗歌与完美的音乐——浅析舒伯特

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及演唱特点 [J]. 四川戏剧，2008.
②杨杨 《舒伯特艺术歌曲刚钢琴伴奏研究——25 首艺

术歌曲为例》，山东师范大学，2006
③杜蕾 《勃拉姆斯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把握》[J]，音

乐天地，2004
作者：王丹，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Magazine
50

Music 
史建筑大楼，被称作“克劳斯特学院”。他受到这个启发创
作了《克劳斯特的鸟》这首钢琴作品。

1992 年，崔世光的作品《钢琴上的福斯特》在美国纽
约的阿达蒙特国际钢琴作曲大赛中夺魁，1995 年钢琴家刘
诗昆邀请崔世光一同创作一首双钢琴重奏组曲—《东北大
秧歌》，作品《刘天华即兴曲五首》以及《嘉陵江上》都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除钢琴曲外，由崔世光编曲的《台
湾民歌六首》一书于 2004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二、《嘉陵江上》作品分析
这首钢琴作品是单二部曲式结构，从弱起小节开始的

引子共 19 个小节，引子的开始是八度的呐喊。音程跳进，
小二度的旋律给人非常紧迫的感觉。

在第八小节右手是紧张式小三度音程，左手是半音
阶。中间伴奏里运用了很多三连音，和弦的形式也多以分
解和弦为主。运用三连音来表现乐曲与乐句之间的联系。
在第 30 小节起并伴有 e 小调的离调。右手上方是三度音
程的进行 , 左手是固定低音给人一种不安的情况。

b 部分开始进入陈述，同时在速度上要比 a 部分快，
表现一种内心的情绪波动。第 57 小节从最轻的单声部旋
律进行。在 78 小节里曲式发生变化，出现了五声音阶 #G
宫调。

间奏部分运用了 3 个小节 B 大调做转折，进入 B 段，
B 段也分 a 和 b 两部分，a 部分都以三连音为主表现手法，
第 94 小节里左手出现了五声音阶在 D 上琶音。

曲子在不断的离调，转调中进行。然后进入 b 段在三
连音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六连音，十六分音符等，乐曲后半
部分多采用了十六分音符和音阶式的模进形式来表现乐曲
中紧张、激动的情绪，和前部分的平稳八分音符的节奏形
成了一个细微的对比。

三、《嘉陵江上》演奏艺术分析
(一 ) 音乐表情术语的解析

这首作品一开始的音乐表情是 Allegro instantemente( 急
切的快板 )，虽是紧急的快板，并不是 Presto( 急板 )。是
钢琴作品的开头在 b 小调的属音 Fa 上，然后出现音阶往
上爬行，双手互相交替 , 八度式呐喊。

进入 A 段 19 小节开始音乐表情改为 Moderato con 
gravita ( 庄严的中板 )，进入 A 段后的第六小节音乐表情
改为 Allegro vivace( 活跃的快板 )，但是在第 25 小节上方
标有 ritenendo( 突慢 ) 的标记，左手部分是 b 小调下属和
弦Ⅳ级 34 和弦，右手部分以八度音程的音阶式爬行。

进行了 2 个小节后改音乐表情为 Moderato un poco 
piu mosso( 有一点稍快的中板 )，在第 30 小节音乐表情改
为 Tempo di funerale( 葬礼式的节奏 )。这个时候由快板马
上滑到中板然后表现的节奏好像是死气沉沉的，形成了一
种对比性的音乐方式，让听者马上回到哀伤的气氛中。

第 48 小节开始音乐表情改为 Recitativo( 宣叙调 )，宣
叙调的意思也就是朗诵式的歌唱，这段对应歌曲中的歌词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第 91—93 小节为曲中的间奏转折，由 B 大调转回同
名 b 小调，通过这段转折为了把音乐的氛围推向 119 开始
的高潮，由 mp 中弱渐强起来，所以这一段可以作为全曲
的转折部分。

从 140 小节一直到结尾音乐表情改为 Recitativo( 宣叙
调 )，以一种朗诵的形式结束曲子，其中有几个小节与引
子开头部分相似，作曲家在这个地方补充的结尾更加让这
首钢琴作品有一种终止的感觉，那沉重的记忆一直都留在

我们脑海中。
( 二 ) 钢琴触键角度的透视

钢琴独奏曲《嘉陵江上》的引子部分采用主要音调和
悲愤的气质来带出乐曲。低声部用琶音式的上行，左右手
同音旋律由上到下进行，力度为 f，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所
以在触键方面应该采用小角度的触键，这种触键能让声音
很悲伤。低音的琶音好像是潺潺的江水在流动。  

第 57 小节音乐要表现激动的急板，左右手交替的三
连音连贯的演奏，进入 70 小节主旋律在左手部分，右手
在触键的时候要轻，突出左手的主题色彩。

从119小节开始演奏进入快板，出现了很多柱式和弦，
在 124 小节作曲家添加了两个小节的托卡塔形式，更能衬
托后面的十六分音符和六连音，为了突显迫切起伏的节奏
状态。在此处作曲家标注了 ff 最强，因为此处为整曲的最
高点。

尾声在演奏时要给人们一种归属感。在最后的一小节
上，作曲家标注了 risoluto, 意思是坚定的、果断的。意思
是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情感抒发，在结尾处的触键要坚定，
要表现出坚持回到家乡的决心。

这首作品根据歌词的含义通过各种织体形式把感情毫
无保留的表现出来，作曲家采用了三连音，加厚的和弦，
随着情绪的高涨，织体不断加厚，进行处理为同向、反向、
同和弦反复进行变换。利用这些紧张的节奏型、连绵不断
的音乐特点，表现出人民大众对侵略者的痛苦如同滔滔的
江水，表达了要战争的斗志。感情的色彩以叙述的形式表
达内心悲伤的心情。

四、崔世光的作品特点及音乐地位
崔世光的钢琴演奏手法与音乐创作得到了很多作曲家

以及音乐家的认可。他的音乐作品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阐
述，第一方面 ：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法融合中国民族音乐色
彩构成了创作上的平衡。第二方面，利用他娴熟的钢琴技
巧与音乐的创作思维相结合。中国许多钢琴作品的创作者
着力于表达钢琴作品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点，崔世光多年
来不断的努力在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上探索创新。他的作
品曲调清晰，具有强烈的民族感，作品题材独特、内容丰
富、主题鲜明，在很多作品中都能体现他独特的音乐语言，
以亲切、淳朴、深情的音乐感染力征服听众，实现了钢琴
民族化的结合，与中国传统音乐紧密相连，创作了富有的
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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