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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与音乐的融合
■文/刘岩

【摘要】杂技是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在国
内以及国际的大舞台上，都深受广大人民的欢
迎。而音乐与杂技的融合使得我国的民间艺术变
得更有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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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表演充满了技巧性，它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
表演。而音乐凭借其感染人的强大力量，将杂技与舞台完
美的统一了起来。音乐在杂技表演中的融入，可以迅速的
烘托出舞台的气氛。杂技表演者在音乐的带领下完成高难
度的动作，同时音乐的伴奏也让他们的整个表演更加的优
美、和谐。杂技与音乐的融合，其实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
民族特色浓郁的杂技表演开始的时刻，你就会很自然地听
到或流畅或明快或抒情的音乐。发展到现在，音乐早已经
成为杂技表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杂技与音乐的关系就
好像绿叶与红花一样相辅相成。音乐为杂技的表演创造了
浓烈的艺术氛围与情镜，而杂技也为音乐提供了更广阔的
舞台。随着杂技艺术的不断发展与杂技艺术风格的形成，
音乐在杂技表演艺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杂技与
音乐的融合更加的完美与统一。

一、音乐与杂技在表演时相配合
杂技的表演形式比较单一，靠诙谐、复杂的动作吸引

人，而音乐可以更加明确地表达出表演的主题思想。人们
在欣赏杂技舞台表演时，不单单欣赏杂技表演带来的视觉
享受，音乐的伴奏所带来的听觉享受他们也可以同步的感
受到。

音乐与杂技的配合，最重要的就是在音乐的韵律上与
杂技表演的动作相协调。人们的听觉在以往的感受中会慢
慢形成一些固定的经验，当音乐被融合到杂技中去以后，
人们会习惯性地评价选择的音乐与杂技的表演是否完整、
和谐等。同时还应该保证表演情绪的转变与音乐的衔接。
如果一套欢快气氛的杂技表演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下一段
悲伤情绪的表演，那么所选的伴奏音乐应该在欢快气氛的
表演结束时停止，换另一段更契合主题的音乐。如果让音
乐一直继续到下一段表演里，就会造成观众在视觉和听觉
上的分歧，影响到表演的整体美感。同时，这种不和谐的
感觉还会增加观众的疑虑，使观众对杂技表演更加挑剔。

由于杂技表演的动作没有什么规律，节奏无规则，并
且在表演过程中经常会有“抛托”动作的设计，因此，要
想让杂技与音乐完美的配合在一起难度十分大。为了避免
以上问题的出现，音乐创作人员在为每个节目创作伴奏音
乐时，尤其是节目中有“抛托”动作时，都应该把握好表
演动作所需要的间隔时间。

音乐的灵活性，有时还可以弥补杂技表演中发生的失
误。杂技表演的高难度动作很多，有时也难免出现意外。
这时候，可以通过一小段的音乐来维持现场气氛，或是在
适当时候对前段的音乐进行再现来配合杂技演员的表演。
因为有了音乐的及时补救，表演的完整性就不会被破坏掉。
从这一点来看，音乐其实还有掌控全场的作用。只要之后
者的临场应变反应足够快，那么杂技表演发生的失误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就可以在音乐的帮助下被隐藏。

二、音乐在杂技表演中的表现形式
在杂技节目表演时，音乐的使用会让动作的编排有

更好的诠释能力。观众可以通过音乐明确表演的主题，
并且为舞台渲染出所需要的气氛，增加表演的感染力，
使舞台更加的生动，引人入胜。不管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掀起观众情绪的戏剧性改变，还是让观众一直保持某种
情绪，音乐都可以很轻易的办到。观众的情绪波动始终
会被音乐所牵引。比如，在杂技演员即将表演一个难度
非常大的动作时，伴奏音乐可以来一个急刹车。在短促
的声音中，观众的好奇心被引了出来，就会对接下来的
表演充满期待。而如果此时杂技演员正在表演一个不停
转圈的动作，那么就可以适当对音乐做延长音处理，维
持住观众的呼声与现场的高潮。

因此，动作情绪内涵的表达可以通过音乐来支持，同
时表演也将得到升华，美与力的结合将会达到极致，极大
的增添了杂技艺术的生命力。

三、音乐对杂技表演者的影响
观众在欣赏杂技表演艺术时，耳朵里充斥着伴奏音乐

的旋律。而它给杂技表演者带来的刺激更大，影响更直观。
在伴奏音乐的刺激下，杂技表演者的生理机能能得到促进，
大脑皮层的兴奋度会更高。这种影响会减轻表演者的疲倦
感，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所要表演的情境中去。对表演的
投入可以消除杂技表演者的紧张感，身体更加放松就可以
更完美的完成动作的表演，动作的韵律美会得到最大的变
现。而且，在音乐的长期熏陶下，杂技演员的审美能力也
会发生改变。

杂技与音乐融合的成功还可以加强表演的艺术感染
力。不仅杂技表演者，就连观众都会沉醉在杂技艺术所要
表达的情感中。这时的音乐就像是催化剂一样，让整个表
演内容给观众带来最大的震撼，深化着音乐自身与杂技艺
术的美感。

四、杂技与音乐的完美融合需要优质的音乐创
作家

杂技音乐的创作需要相当的艺术修养，不仅要能够将
音乐与杂技结合起来，还需要保证音乐的节奏随着表演的
情绪变化发展。并借助音乐技巧更好的烘托出杂技表演的
情感。让观众在欣赏动作表演的同时也感受到心灵上的震
撼，还能达到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因此，要想让音
乐与杂技完美的融合到一起，需要音乐创作家拥有很高的
综合素养。同时，音乐素养的培养也会是杂技演员成为一
名真正的表演艺术家的必修课。

五、结语
杂技给音乐带来了力量，音乐为杂技带来了韵律。杂

技与音乐的融合让我国的传统杂技艺术拥有了更好的表演
张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通过音乐对杂技演员以及杂技
艺术的作用分析，我们了解到了杂技与艺术的不可分割。
为了杂技表演艺术的舞台魅力更加完整和杂技艺术的长远
发展，音乐绝对不能从杂技表演中被抽离出来。同时，还
应该对影响杂技艺术正义美感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推动
杂技艺术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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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钢琴演奏中的二度创造
——情感的表达

■文/廖誉翀

【摘要】对一首钢琴作品进行一个很好的二
度创造并不轻松，它需要演奏者有基本的感性认
识，有对生活的感悟能力，有丰富的想象能力，
同时还要有理论方面的稳固知识，最后再配合很
有水平的技术演奏，才能很好的和作曲家有一个
精神意义上的交流，情感上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
契合。所以，最终的原则是将纯技术的演奏转变
成为纯艺术纯精神的演奏，能够让听众在惊叹演
奏者娴熟的演奏技艺之外，更多是感慨于演奏者
的情感表现。最后成功的对一首很成熟的钢琴演
奏作品进行二度创造，让别人的音乐作品能融入
自己的灵魂。

【关键词】钢琴演奏 ；音乐作品 ；二度创造

钢琴演奏中的二度创造是指演奏者在充分了解作品和
体验作品之后的一个情感表达过程。这样的情感表达是结
合了作曲家的原意和作品本身的意境之后，融入了作者自
身的一种深层理解，这种理解说来简单但也复杂，它需要
演奏者对作品有足够的了解，能够与作者产生共鸣并主动
的联想和想象作者当初的感受，画面和情景。然后通过巧
妙的演奏将情感抒发到位。本文列举了几个方面，分析在
钢琴演奏的二度创造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一、如何欣赏一首作品
拿到一首好的钢琴作品，演奏者一般不会直接就开始

学习和演奏，而是从赏析一些优秀的钢琴家们演奏的音像
资料开始。在赏析的过程中先分析作品丰富的音乐色彩，
再比较各个钢琴家在二度创造时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样
可以提供给演奏者对于作品的综合感知。其后，就是对作
曲家及作曲家当时所处在的时代背景做一个了解，了解作
曲家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会直接影响到演奏的风格，因
为一首音乐作品的风格与作曲家的性格和个性是绝对有联
系的，而作曲家的个性有时又取决于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
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自己的人生经历，这
些会对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大致的定性，所以每一个作曲家
的风格都不会相同。唯有了解这些内容之后演奏者才能更
准确的进行二度创造。

二、主动联想及发挥最大想象力
音乐作品有标题作品和无标题作品，当然早期很多没

有标题的作品后来都被后人注上了标题。相对来说有标题
的作品更容易把握情绪，情感表达起来方向也会比较明确，
演奏者看到标题之后就可以展开深入的联想并很快进入到
一个想象的空间去。例如根据中国民乐改编的钢琴曲《彩
云追月》，题目《彩云追月》给人的一印象，就是在一个没
有星星的夜晚里，月亮被几朵彩云“追”。这仅仅是字面上
的理解。可以想象在这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里，静寂无声，
但“彩”字却给这个夜晚添上了色彩，几朵“彩云”使题
目变得形象了，“追”字这个动词更是让题目变得活跃起来。
试想一下，在浩瀚的天空中，月亮用它的光芒给予了它身
旁的云朵色彩，即使它去到哪儿，它身旁的云朵总是会带
着它的光芒，跟随着它。这是多么烂漫的景色啊。又如德
彪西的《月光》，要了解《月光》的含义自然就要先联想到
德彪西本人。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之所

以独特，所以不可替代，这是因为他的钢琴意象曲与同样
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印象派画家、意识流派作家们的作品
一起构筑了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们都
不约而同地从弗洛伊德心理解析理论中获取启迪，将传统
艺术的外化表现形式收敛成了一种内省式的感悟与形象升
华。德彪西一生的作品量并不庞大，却以其意象的新奇与
精巧，画面感的细腻与逼真，屹立于历代音乐作品的汪洋
大海中，显示出了它们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他爱用碎音，
爱让一长串不规则的小调音阶流动而过，如此风格叫人想
起了肖邦，然后再由强渐弱地消失在了钢琴键盘的高音区
间。似风似雨似雾，似瞬息万变中的波光粼粼的水面。他
用旋律与和声来描绘洒满了月光的露台或捕捉一片落叶飞
过庭院时的翔姿。他甚至还能用音符来素描出存在于一个
孩子的玩具角落里的各种静态了的想象和童话故事。听说
德彪西老喜欢将椅子倒过来坐，手握椅背的圆柄，处身于
巴黎郊外别墅的廊荫里，怔怔地望着远处的河流、田野和
在风中摇曳着的白杨树的树梢，一坐就是一个长长的的午
后。他说，他不习惯从别人的音乐作品中去寻找自己的创
作灵感。最终，一旦音乐问世，再怎么样的语言形容的框
架都会显得苍白、笨拙和无能为力了。因为，音乐原是语
言尽处的一种表达艺术 ：稀薄，却能让欣赏者的想象力无
限地伸展开去。由此可见，对一首音乐作品展开联想和想
象是多么重要的过程。

三、曲式的分析和正确的演奏技巧
曲式的分析是一种理性的层面，它与想象联想区别在

于后者更多是感性的东西，而曲式分析就更侧重于理性知识
的掌握，曲式从意义上讲，指的是音乐作品的逻辑和结构。
要理解曲式分析在钢琴演奏中的意义，首先要了解曲式分析
的内涵。 从音乐作品的整体结构框架上看，对曲式结构进
行分析，包含着对乐曲从其最小的组成部分 ( 如动机、乐节、
乐句 ) 到最大规模的乐段的分析，演奏者演奏一首作品之前
应该认真的阅读乐谱，分析和声和调性，分析曲式的构架，
把这些内容做到了，还有一个最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演奏
者的演奏技巧必须要能够达到作品本身的要求，如果演奏者
本身没有足够的演奏水平，也是白费力气。

综合前面提到的内容，我们知道要对一首钢琴作品进
行一个很好的二度创造并不轻松，它需要演奏者有基本的
感性认识，有对生活的感悟能力，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同
时还要有理论方面的稳固知识，最后再配合很有水平的技
术演奏，才能很好的和作曲家有一个精神意义上的交流，
情感上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所以，最终的原则是将
纯技术的演奏转变成为纯艺术，纯精神的演奏，能够让听
众在惊叹演奏者娴熟的演奏技艺之外，更多是感慨于演奏
者的情感变化。最后成功的对一首很成熟的钢琴演奏作品
进行二度创造，让别人的音乐作品能融入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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