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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独奏中京剧元素的引入与运用
■文/张少宇

【摘要】中国的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进行了大
胆的革新，将京剧元素引入到了钢琴独奏中，
既使传统京剧艺术得到了发展，也开辟了一条
新型的音乐道路，本文就从京剧的音乐特征和
钢琴独奏中京剧元素的引入两方面来进行简要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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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是历史的结晶，也是传统音
乐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在艺术领域都占据着很高的地位，
它以生活现实为依托，又运用动态的艺术将生活呈现了出
来。为了使京剧在时代的洪流中不被淘汰，当代的京剧艺
术家，将京剧与钢琴独奏融合在了一起，使京剧和钢琴音
乐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一、京剧的音乐特征
1、京剧的唱腔特征

歌曲的唱腔比较单一，通常多段唱词都用一个曲调来
演唱，但是京剧的唱腔与其不同，京剧的唱腔丰富多样，
一段唱词中有时也会用不同曲调来演唱，京剧的曲调以“西
皮”、“二黄”为主，昆曲为辅，以民间音乐、杂腔小调为陪衬，
每种曲调虽然具有自身的艺术特色，但整体上却高度统一，
而且悦耳动听，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京剧也被称为“皮黄戏”，这是因为京剧的音乐属于
板腔体，以“二黄”和“西皮”为主。“二黄”腔源于南方
江西、安徽，流传到湖北后，结合了流行于北方的“西皮”
腔，综合成为独立的戏曲被称为“皮黄戏”。

2、京剧的伴奏特征

京剧的伴奏使用的乐器不只一种、两种，是由多种乐
器相配合来完成的。伴奏的乐器也比较简单，以打击乐器
和管弦乐器为主，打击乐器有：板、钹、大锣等，管弦乐
器有京胡、月琴、三弦等。“管弦乐”被称为文场，打击乐
被称为武场，二者并成为“文武场”。

3、京剧的演唱形式

京剧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独唱、对唱、三人或多
人接唱或联唱，演唱过程中要求字正、腔圆，表演要声情
并茂，栩栩如生。通常情况下，对唱和三人接唱一般在争
辩的情景中进行，矛盾比较突出、尖锐，人物情绪激动，
起伏较大。比如说：戏曲《大保国》中，徐延昭劝李艳妃
不要把大权让给他的父亲，奸臣李良，李艳妃不肯听从劝
说，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京剧就是以对唱的形式，
在强烈的争辩环境中展开的，二人矛盾突出，人物情绪波
动大，比较激动。

二、钢琴独奏作品中京剧的引入
1、对京剧板式节奏的运用

板式是京剧所独有的节拍和节奏形式，是对京剧音乐
在速度、节奏、情绪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在京剧的板式中，
一般都用板和鼓的敲击来掌控音乐的旋律与强拍和弱拍的
区别。一般用“板”来表示强拍，用“鼓”表示弱拍或次
强拍，在民间音乐术语中就把强拍称作为“板”，把弱拍或
次强拍称作为“眼”，合称为“板眼”。比如说钢琴独奏曲
《皮黄》，就是依据京剧的板式结构来创作的，在作品中，

作曲家张朝在遵循板眼的变化规律和拍子的设置的基础上 ,
既将传统的京剧元素保留了下来，又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改变了原来的固定模式，使京剧音乐在节拍上变化更
加变化多端，也更加灵活。这种新型的创作手法，也使作
品中的音乐形象更加的活灵活现，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作
品的艺术效果，将京剧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

2、对京剧声腔音调的运用

作曲家张朝之所以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皮黄》是因
为：他在作品中将“西皮”和“二黄”的音调进行了充分、
灵活的引用 , 将二者融合到在了一起，然后再结合京剧音
乐的板式结构，才创作出了这首经典的钢琴独奏曲。“西皮”
与“二黄”唱腔特点是截然相反的：

“西皮”跳进音程较多，整体音区偏高，其调式多以
“宫”调式为主，因此，其旋律色调明亮、华丽、尖锐，
用平缓节奏处理时，多表现明快、抒情的喜剧情节和愉悦
的人物情绪。王笑寒的钢琴曲《遗失的日记》中的第一乐
章《脸谱》就充分运用了“西皮”的唱腔特点，因为脸谱
如“西皮”一样，变化多端。这首作品不管是在节奏上还
是技法上都极具变化，既有欢快的跳音，又有快速的旋律，
既有主调，又有复调，还能做到突出主旋律，在和声上也
极具特色而且还丰富多彩。

“二黄”的唱腔特点是：以级进音程为主，整体音区
偏低，其调式多以“商”调式为主，其旋律的色调暗淡、凝重、
平静，节奏缓慢时，多用来表现压抑的悲剧情节和忧郁的
人物情绪。《皮黄》在慢板乐段，融合了“二黄”唱腔特点，
曲调上深沉、悠长、内在，在整体的整音调上表现得极为
舒展平缓。

3、对京剧伴奏乐器的模仿

对京剧伴奏乐器的模仿主要指对胡琴“回滑音”的
模仿和对打击乐器的模仿。京剧的伴奏是京剧演唱中不
可或缺的，能为京剧的演唱烘托气氛，也能与唱腔相互
交融，增强京剧音乐的艺术效果，所以在钢琴独奏中，
对京剧伴奏乐器进行模仿，也就能将京剧元素在独奏中
展示出来。

三、总结
在中国当代钢琴音乐中，不仅要借鉴西方的音乐表现

手法，还要植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对音乐进行融合
创新的同时，还要保持最基本的民族特色。将京剧元素引
入到钢琴独奏中的创作方法值得作曲家学习和借鉴，从而
创作出更符合中国人民审美情趣，被中国人民所喜爱的钢
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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