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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钢琴音乐《焰火》的演奏分析
■文/孟媺

【摘要】《焰火》是德彪西的重要作品之一，
是他创作的 24 首钢琴前奏曲的最后一首，在这
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所有创作理念、创作
手法以及创作风格，同时还有其爱国主义内心
世界的独白。本文主要对德彪西的 24 首钢琴前
奏曲做了简要的介绍，分析其风格形成的原因，
并通过作品的结构、音乐形象、和声体系以及
演奏提示等方面对《焰火》做演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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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彪 西， 全 名 克 洛 德· 德 彪 西，(Clande Achill 
Debussy)，生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欧洲音乐
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受
人们尊重和敬佩的音乐家。他的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具有
创新精神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
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焰火》是二十四首前奏曲
中最为华丽多彩的作品，在这个时期的德彪西创作理念已
经趋于成熟，其音乐中不仅仅凝聚了德彪西音乐语言的精
华，同时也融入了大量艰深而华丽的技巧。

一、德彪西钢琴音乐作品《焰火》的结构分析
《焰火》在创作中采用风格自由的联曲体结构，并结

合回旋曲式的结构，用形象单一和结构短小使其成为一首
规模宏大的前奏曲。整首曲子的结构具有德彪西式印象主
义音乐特征，主要分为七个部分 ：A——过渡——B——
C——D——E——尾声。A 部分共有 18 个小节，在整首
曲子中占用的篇幅比较大。过渡部分从第 18 小节的第二
个音节开始到 24 小节，其表达中采用快速托卡塔式，与 A
部分和 B 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 部分为 25 到 26 小节，
这个部分的主要特征是音阶流畅。C 部分为 47 到 56 小节，
它与前面的过渡部分相互呼应，也起到过渡连接的作用，
这个部分的特点就是使用柱式和弦，使音乐具有对比性。
D 部分为 57 到 70 小节，在这个部分中采用分解和弦式的
音乐方式承接了 B 部分的音乐气氛，音型十分柔和、流畅，
在创作手法上也与 B 部分遥相呼应。E 部分为 71 到 87 小
节，在这个部分里，《马赛曲》的主题音调大量出现，音乐
细节发生变化，音乐情绪越来越热烈，最终达到高潮。88
小节和 89 小节为进入尾声的过渡部分，尾声部分为 90 小
节到 98 小节，以遥远而又宁静的曲调结束了这首前奏曲。

二、德彪西钢琴音乐作品《焰火》的音乐形象
分析

德彪西前奏曲的标题与浪漫主义的音乐标题不同，印
象主义标题只是给人一种朦胧的暗示，而不能使人们产生
具体感情和联想的体会。德彪西将写在了乐曲结尾处后面
的括号里面，这说明在德彪西看来这并不是音乐的真正标
题，只是想要提供标题性的气氛。在《焰火》这首曲子中，
德彪西的印象音乐是将印象画派的特征和象征主义诗人融
合在一起产生的，他将多种印象派音乐的创作手法有机的
融合在一起，不仅对焰火晚会上的色彩、光亮、声音都进
行了生动的描绘，甚至还对晚会上人们的情绪进行了细腻
的表现，塑造了丰富的音乐形象，极大的刺激人们通过听
觉引发视觉上幻影的产生。首先，《焰火》以小二度音程贯
穿整首曲子，对人们在晚会上的喜悦之情和焰火的喜庆交
织在一起的场景进行细致的描绘，用短小的动机片作为印

象，给听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将黑剑五声音阶
有效的融入到整首曲子的全音阶中去，给予音乐无穷的视
觉幻想，仿佛能够看到焰火彩虹般变幻无穷的色彩。再次，
高声部中偶尔出现二度音和八度音，就像是夜空中点点的
星光，配合强刮奏由上至下跨越六个八度，犹如流星划过
宁静的夜空，让人迷醉。最后，整首曲子以非常微弱的好
似法国国歌旋律的教堂钟声收尾，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涌
动的爱国热情，与曲子的开头相呼应，突出了曲子的主题。

三、德彪西钢琴音乐作品《焰火》的和声体系分
析

德彪西在钢琴作品中运用和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追求
色彩的多变性，《焰火》就是和声色彩运用的典型。德彪西
在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采取双重对位或者单独使用以及相
互融合的方式运用了自然大小调式，东方五声音阶，还有一
些调性含糊音调等，通过高潮的“和声化合”手法，迎合音
乐形象对色彩的需要，对音乐标题气氛进行渲染，将各种调
性都融入色彩和光亮之中去，丝毫没有转调的僵硬。德彪西
的和声是从自然界的声学知识里面引申而来的，因此其运用
方式更加的自由，不受限制。比如在 25 到 29 小节中有分
解九和弦转位，大、小、减三和弦与二度音程密集平行进行，
用音色塑造了音乐形象所需的典型和“块状和声”。

四、德彪西钢琴音乐作品《焰火》的演奏分析
德彪西在前奏曲《焰火》的创作中，除了追求色彩和

和声上别具一格、完美的表现，在钢琴的演奏技巧上也开辟
了新的路径。德彪西在对钢琴内在声音的研究上有很大的成
就，他并不提倡单纯的扩大钢琴音量幅度，而是主张尽力挖
掘弱音范围内的层次。《焰火》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有辉煌
壮观的气势，虽然也有短暂的强烈的、具有爆发力的音响高
潮，但都非常的短暂，这给演奏者在声音的控制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色彩极强的各类块状和声在弱奏的时候手指要
支撑感贴键，然后借助臂力向键里自然沉下，这样才能奏出
柔弱而不虚飘的音色，强奏时要具有爆发力。踏板的运用是
德彪西在《焰火》中的创新表现之一，整首曲子中没有出现
一个踏板记号，因此演奏者很难对其节奏等进行把握。比如
在 53 到 54 小节上他在低音区的弱音 D 音上标注了“1aissez 
vibrer”（任其震动发声）的术语，在演奏中就要求演奏者在
使用延音踏板的同时也要使用弱音踏板，从而能够使其与前
后的音色和音量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焰火》是德彪西钢琴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它将
德彪西浓缩音乐风格（联体曲式和三维立体音乐）与其爱
国主义思想的巧妙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首打破所有音乐
体系思维方式的不朽篇章，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印象艺术
和精湛的创作技巧成为德彪西音乐典范之作，体现了德彪
西的爱国热忱，同时也是他一生创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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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
艺术特色和文化底蕴鉴赏

■文/卢倩豫

【摘要】音乐的魅力在于敲开欣赏者的心门，
调动听众的神经，使其能够渐入佳境，思维中展
现出完整的画面，身临其境，从中感受音乐的艺
术特色和文化底蕴。其中，古筝协奏曲《临安遗
恨》之所以脱颖而出，成为民族音乐的艺术佳作，
是因为作品非常的传神，能够让观众迅速的进入
古代，岳飞在临刑前的夜晚，将其辗转反侧，思
绪万千的场景，悲痛，愤恨，眷恋，怀念等复杂
的心情完全展现在听众的面前，丰富的文化底蕴
深深的抓住了听众的心。为此，本文笔者针对《临
安遗恨》中透露出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底蕴，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和阐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希
望能够与同样热爱音乐的人一同分享。

【关键字】临安遗恨；艺术特；文化底蕴

引言：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使听
众难以忘怀，对于华人存在的地方，中国风更是让人流连
忘返，回味无穷，深层的抓住听众的心声。作为现代化民
族音乐的典范《临安遗恨》，以古筝协奏的方式进行演绎，
效果非常的好，从中塑造出特色鲜明、性格率真的岳飞形
象，凄凉悲壮、婉转动人，撼人心魄，强大的艺术特色和
文化底蕴成为众多民族音乐创作的典范。为此，笔者根据
自己对《临安遗恨》这首经典的古筝协奏曲艺术特色和文
化底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具体如下 ：

一、作品手法简洁，音乐形象生动。《临安遗恨》
这首古筝和乐队共同演绎的经典佳作，能够紧紧抓住情感这
条主线，将抗日名将岳飞临刑前复杂的心情完全展现出来，
手法简洁，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鲜明。这首曲子在音乐的发
展过程中， 作曲家并没有加入大量的转调、离调来烘托作品
的大气磅礴，婉转曲折，相反，在关系调的选择上，作者紧
紧选择了与 D 宫系统接近的 G 宫系统和 C 宫系统，创作手
法简洁、灵活。这样，欣赏者无需在大幅度的转调中导致思
绪混乱，只需细细的聆听其中散发出来的音乐旋律，节奏清
新自然，声声入耳，感染力度强，曲子中，作者将情感贯穿
其中，成为这首曲子的主旋律，通过不同的情感表达和阐释
岳飞的心情，发人深思，成为这首曲子最大的亮点。

二、故事情节流畅自然，松弛有度。音乐张弛的
力度把握是作品表达最有利的手段，然而，过于冗长的紧
张节奏旋律反而会严重干扰听众对作品的欣赏力度，对音
乐的把握力度也会大幅度的转移和丧失兴趣。在《临安遗
恨》这首曲子中，作者并没有加入大幅度的转调进行渲染
作品，而是使用张弛幅度较小的音乐旋律去描述作品，情
感的过度轻松自然，很好的做到了音乐在发展中紧张与松
弛的层次安排。这种音乐逻辑的搭配，非常符合听众对作
品的欣赏，使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能够清新自然，不会
出现大幅度的情感波动和感官刺激，使其逐渐的了解作品，
合理的把握力度，渐入佳境，这点也是本部作品成为现代
化民族作品的典范之一。

三、作者善用乐队，情感发展跌宕起伏。古筝协
奏曲《临安遗恨》的演奏，之所以这么的传神入耳，另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的演奏善于使用乐队，乐队的加入
对作品的演绎具有很好的效果，通过乐队，能够很好的控

制节奏的把握力度，以及对情节的烘托，将岳飞临刑前的
悲壮哀怨的情绪演绎的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其次将情感
的纠葛，情绪的波动等在音乐的聆听中，完全的展现出来，
听众在享受的过程中，也从中萌发出一条穿越英雄心灵的
道路，不断的追求和探索，通过乐队的演绎将其情感中夹
杂的浓情、激昂、悲愤、凄婉等等复杂的心情跃然纸上，
具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四、节奏变换错落有序，特色鲜明。古筝属于独
奏的乐器，演奏的过程中，自由度非常大，如何将其独有
的特色与乐队进行配合，是作曲家苦于思考的问题和疑虑。
在《临安遗恨》这部作品中，在古筝与乐队的层次布局上
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其中，节奏的把握和合理的变换是
本部作品成功演绎的关键。

在乐曲的一开始，作者采用古筝和乐队齐奏的方式，
将作品展现的铿锵有力，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抗金英雄的悲
愤心情，接着，古筝的独奏，或快或慢，松弛力度的合理
把握，可以有效的将英雄心中的情绪逐渐的展现开来，乐
曲的第二部分进入舒缓的状态，节奏平稳、抒情，深层的
表达了英雄恋家思亲的感触。在第三部分，作曲家很好的
过渡将气氛拉到战场上，气氛紧张，采用进行曲的节奏感，
对战场气氛进行大幅度的烘托，非常准确的描绘出抗金名
将驰骋疆场，飒爽英姿的英雄气概。第四部分，节奏逐渐
放缓，从高亢激昂的旋律中沉静下来，仿佛将听众又拉回
到牢狱之中，这部分古筝的独奏段比较多，变换较大，暗
示着刑场的紧张气氛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在作品的尾
声，古筝与乐队的共同演绎，将情感有效的释放出来，并
将其上升到一个高度，使得整个乐曲的感染力深层宏厚，
影响力度非常大。

总结：《临安遗恨》这部作品的演绎，艺术特色和文化
底蕴深厚，是现代化民族音乐难得的佳作，值得每个从事民
族音乐者深思，不论是博古还是论今，每个从事音乐的爱好
者都需要发自内心的去挖掘和探索音乐的魅力，将其发挥到
极致，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艺术瑰宝才能完全
的展现出来，激励着后人，将其发扬光大，促使后来者不断
的开拓、创新，向前发展，展示出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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