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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戏曲、舞剧等其他音乐元素改编
创作的中国钢琴音乐，这类作品的内容往往和
戏曲、舞剧的原音乐作品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多时候是完全为原音乐元素服务的。除了作
品形式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原作品
的影响力。在对戏曲、舞剧等音乐元素进行钢
琴化改编的过程中，最大化地发挥原音乐作品
元素是改编的重要特征和目的，包括钢琴音乐
的交响化改编、民族乐器的钢琴化发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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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产生，使独具西方魅力的钢琴
艺术与我国传统京剧艺术进行了开创性的融合，这样的融
合形式是划时代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艺术尝试。作者
殷承宗怀着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与执着的精神，使钢琴音乐
具有了另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钢
琴伴唱《红灯记》作为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改编作品，
是一次开创性的大胆尝试，既保留和突出了京剧唱腔的基
本特点，又充分发挥了钢琴音域宽广、气势雄厚、富于表
现力的特点。是中国钢琴发展史上的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
里程碑。

一、改编手法
由戏曲、舞剧等其他音乐元素改编创作的中国钢琴音

乐，这类作品的内容往往和戏曲、舞剧的原音乐作品形象
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完全为原音乐元素服务的。
除了作品形式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原作品的影
响力。在对戏曲、舞剧等音乐元素进行钢琴化改编的过程
中，最大化地发挥原音乐作品元素是改编的重要特征和目
的，包括钢琴音乐的交响化改编、民族乐器的钢琴化发挥等。

1、对原音乐作品特点的发挥

在这类作品中，往往保留和突出原音乐作品的基本特
点，又充分发挥钢琴音域宽广、气势雄厚、富于表现力的
特点。在钢琴上运用灵活多变的织体、色彩丰富的和弦、
去繁就简的作品结构，使得改编后的作品既保留了原音乐
作品元素的魅力，又成为新的独立的音乐作品。

2、对原音乐作品风格的再现

在音乐主题的选用、音乐形象的塑造及音乐的编配等
方面都需要按照相应的场景进行创作，保证了原音乐作品
的风格和主题思想能够得以完整地再现。在改编中加人作
曲家对原音乐作品风格的理解创作，使原音乐作品元素的
音乐魅力和价值得到最大的挖掘和发展。

二、主要代表作品
殷承宗，1941 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一个新加坡华侨

家庭，7 岁开始学琴，年仅 9 岁即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
1954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键盘科，受教于马思荪、谢
洛夫等 4 位苏联钢琴家。1960 年被国家公派到苏联列宁格
勒音乐学院学习，受教于钢琴教育家克拉夫琴柯。回国后
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直至毕业。1965 年分配到中央乐
团担任钢琴独奏员。1959 年，他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
和平与友谊音乐节上获得金奖，从此崭露头角。1962 年，
他又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引起国际乐坛的广泛瞩目。而他参与创作并演奏的钢琴协

奏曲《黄河》及钢琴伴唱《红灯记》，更使其在我国家喻户晓。
钢琴伴唱《红灯记》作为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改

编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8 年 7 月 1 日，作
为建党 47 周年的特别献礼，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
目播出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新闻和音乐片段响彻中华
大地。“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取代传统京剧伴奏，与古老的
东方歌剧——京剧完美结合。这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大胆尝
试，既保留和突出了京剧唱腔的基本特点，又充分发挥了
钢琴音域宽广、气势雄厚、富于表现力的特点，是中国钢
琴发展史上的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钢琴伴唱《红灯记》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从传统京剧乐
队伴奏的现代戏《红灯记》中选取 12 个唱腔 ：(1)《都有
一颗红亮的心》；（2）《做人要做这样的人》；（3）《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4）《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5)《浑身
是胆雄赳赳》；（6）《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7)《血債

还要血来偿》；（8）《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9）光辉
照儿永向前》；(10)《仇恨入心要发芽》；(11)《党教儿做一
个刚强铁汉》；(12)《雄心壮志冲云天》。

钢琴伴唱《红灯记》在伴奏乐器上进行了改编，对原
作剧情、唱腔旋律、唱法、身段等均未作太多改动。从京
剧现代戏中选取的片断组合，剧情、唱腔并不完整。只选
取了铁梅、李玉和、李奶奶三位主要人物的唱腔。由钢琴
取代了现代戏中的管弦乐队，但保留了现代戏中的锣鼓点。
正是因为锣鼓点的保留，使听众在初次接触这部作品时感
觉既新鲜又不陌生。由于伴奏乐队的缩减，钢琴伴唱版与
现代戏版相比更易于《红灯记》的演出、学习及传唱。演
出时仅需要钢琴、打击乐伴奏，演员站在台前唱就可以了，
有点类似于音乐会的形式。

由于伴奏乐器材质的不同，钢琴伴奏的音域更为宽
广，气势更加雄厚 , 更富于表现力。几乎所有唱段都用了
四个音区以上的音符来表现音乐。大字一组至小字三组，
接近六个八度音区的使用，大大超越了自然人声所能达到
的极限，丰富的钢琴音乐语汇加强了作品的音乐性。由于
钢琴乐器特殊的材质，伴奏的音响更为宏大、明亮，通过
控制手指不同的触键方式以及不同音型、踏板的使用，钢
琴伴唱《红灯记》的伴奏力度更富于变化。鲜明的音乐层
次增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作为革命现代戏的表现力度，
也非常适合塑造英雄人物“高、大、全”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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