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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京剧题材的中国钢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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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是集“唱”、“念”、 “做”、“打”于一身，具有高度程式性和艺术性的戏曲形式。其产生

与发展虽然是从近代才开始，但由于它对诸多民间艺术形式优秀成分的吸收以及几代著名京剧艺术家们的创造，使得京剧成为

可以堪称中国传统戏曲之代表的重要剧种，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以京剧素材或京剧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成

为中国现代音乐中为数不少的一类作品。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以京剧为题材的钢琴作品数量则不多。本文力图对这些作品产生

的诸多背景因素进行阐述，并对其中的代表作品进行简要分析，以勾勒出以京剧为题材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之概貌。

关键词

京剧题材钢琴作品背景要素

前 绪 的形式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京剧音乐素材或是题材的影响。

一些曲牌、音调往往被作曲家以各种创作形式表现出来。如用

京剧论其产生年代在中国种类繁多的戏曲中算不得悠 在民族器乐曲中的有京胡曲《夜深沉》、扬琴曲《林j中夜奔》

久，但从它的形成到现在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京剧融汇了 等等，还有像李遇秋创作的手风琴曲《京剧脸谱》等；用在室

各地方剧种的艺术精华，吸收了徽、汉、昆、梆等剧种的艺 内乐作品和管弦乐作品中的像鲍元恺的管弦乐作品《京剧》、

术形式，博采众家之长，很快在我国品种繁多的戏曲百花园 顾冠仁的民乐合奏《京调》、郭鸣为民族丝弦五重奏创作的

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演风格，产生了一大批优 《苏三起解》、陈其钢为民族室内乐与大交响乐团创作的协奏

秀的经典剧目和传承至今的几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它 曲《蝶恋花》、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郭文景于

还突破了以往限制戏曲传播的地域文化界限，成为少有的几 2003：E[E'仓IJ作的戏曲音乐作品《穆桂英》等等。

个能够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有流传及演出的剧种之一，可 从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的早期代表作《牧童短笛》开

以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是我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 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作为音乐素材也好，乐曲构思创意也

最高的代表性剧种，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 罢，就一直是中国钢琴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来源。说句同

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样不很夸张的话，如果把应用了民间音乐素材或是以民间音

正因为京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巨大影响，因此京剧 乐为创作灵感的钢琴作品排除掉，中国钢琴作品的历史会一

素材历来受到作曲家的青睐。仅仅把目光聚焦在1949年以来的 下子暗淡很多。在这些优秀的钢琴作品中，根据京剧音乐

音乐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作曲家们以丰富多样 素材与题材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有这样几首：殷承宗根据

作者简介 陈俪月(1982一)女，上海音乐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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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改编创作的钢琴组曲《红灯记》选

段1(1967)：刘诗昆、郭志鸿改编的《迎来春色换人间》

(1967)；储望华改编的《甘洒热血写春秋》(1970)；倪

洪进《钢琴练习曲四首》中根据京剧曲牌音调分别创作的第

一首、第二首及第四首练习曲(1979年出版)；赵晓生创作

的《音乐会练习曲六首》中其中的第三首吸收了京剧曲牌的

风格(1980年出版)；朱晓宇创作的《戏曲组曲》，其中第

一首《京剧小段》(1992)：张旭东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前

奏曲与赋格形式《京剧印象——西皮慢板》(1995)；储望

华创作的《即兴曲》一主题选自京剧片段(2000)：陈其

钢为梅西安钢琴作品大赛创作的钢琴独奏曲《京剧瞬间》

(2002)；张纯创作的钢琴组曲《中国戏》选用京剧素材

(2006)；张朝创作的《皮黄》(获2007年“帕拉天奴杯”

钢琴作品大赛成人组一等奖)；王阿毛创作的《生旦净末

丑》(获2007年“帕拉天奴杯”钢琴作品大赛成人组二等

奖)等。

若以创作时间、风格技法特征来看，这些作品大体上分

为70年代与90年代以来两个创作时期2。

1．20世纪70年代的京剧题材钢琴作品创作

1．1时代背景

1966年随着“文革”开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政治、经济、科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无一不遭受到前所未有

的阻碍和停滞，音乐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牵连。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作曲家一直进行的钢琴音乐创作，在这一时期

彻底停止下来。钢琴与钢琴作品作为“封资修”，作为“资

产阶级文艺”的产物受到彻底的排斥。在许多人的回忆中，

“文革”初期是根本不允许演奏钢琴的，这时一部作品的横

空出世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这就是钢琴伴唱《红

灯记》。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诞生过程。在戴嘉枋的《钢

琴伴唱<红灯记>及其音乐分析》④一文中已经有比较详尽

的介绍。其直接起源是因为殷承宗等人出于对钢琴事业的热

爱，希望钢琴也能被当时的环境所接纳，在当时可以被当作

“是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一“的，而

其行动最后引起当时中央领导重视并肯定的结果，是钢琴伴

唱《红灯记》的诞生。在钢琴伴唱《红灯记》被列为“样

板”、拍成影片广为播放并正式出版5后，它代表的不仅是钢

琴这样一件乐器的“被解放”，演奏钢琴的“被解放”，也

实际上开启了一扇当时合理创作钢琴作品的大门：改编现代

京剧(即样板戏)唱段。比如在相关文献中可以查找到，但

笔者没有能够搜集到曲谱的便有储望华先生的《甘洒热血写

春秋》c6。

1．2代表作品分析

1．2．1钢琴组曲《红灯记》7

钢琴伴唱《红灯记》完成于1967至1968年间，八个唱段

的创作，一经演出就获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肯定和当时广大群

众的欢迎。在此之后，殷承宗又相继创作了四段，形成了共

十二段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选段。这部作品问世的意义是

非凡的，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由于受限于京剧样板

戏《红灯记》的框架{8，它始终摆脱不掉“伴唱”的音乐性

质。整套作品在写法上一直保持了原京剧的板式、调式和主

旋律的唱段，甚至一些小过门的音乐片段，只是借钢琴这件

乐器表现了出来。正像魏廷格在《中国钢琴创作概论》中所

阐述的那样， “钢琴伴唱《红灯记》，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

尝试，钢琴与我国的音乐在有些领域曾有过几十年结合的历

史，可与京剧却历来互不相干，现在它们相处了。还颇为融

①它的最初形式是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京剧演员的演唱与钢琴伴奏组成。后由殷承宗改编为单由钢琴演奏的钢琴组曲《红灯记：》。

②倪洪进与赵晓生的《钢琴练习曲》虽然出版时间已经是在“文革”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其创作时间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故其

创作风格与特征都不免受到该时期的影响，所以本文在划分创作时期时，没有单纯地依照出版时间来划分。

⑨见《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

④见戴嘉枋2007．第33页。

⑤对于“文革”时期能够正式出版的文艺作品，其所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确性”和巨大的影响力在许多关于该时期文艺作品的研究中均可

找到。

⑥出处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军的学位论文《储望华钢琴音乐研究》附录B：储望华主要音乐作品，第41页。

⑦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应该是钢琴伴唱《红灯记)，但是后来钢琴家殷承宗又将其改编为钢琴组曲，其形式除

去掉唱腔外基本无变化，故此处即以钢琴组曲为主要分析对象，兼及钢琴伴唱形式。

⑧这里有作者本身创作构思的问题，但是当时在演出样板戏以及各个地方剧种“移植”样板戏时那种对于出现错误都要上升到政治问题上

的极端做法，实际上把样板戏的音乐“神圣化”和“不可变更化”，肯定要影响钢琴伴奏《：红灯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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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京剧曲调被赋予了新的美学趣味：钢琴，由于表现出了

戏曲音乐某些特有的旋法、节奏韵味，在许多听众耳里，就

显得从未有过的亲切。虽然和声略显单调，织体也有些程式

化倾向，但毕竟开创了二者结合的先例，应能启发我们从我

国多种戏曲中探寻更多更美的蕴藏。⋯9

主观上讲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出现绝不是昙花一现，

其历史地位是不能抹杀的，它以钢琴为载体完成了表现中国

戏曲风格的作品，客观上也推动了钢琴音乐的普及。那个年

代的许多百姓最初就是通过这首曲子认识和了解了钢琴这件

乐器。但是从创作角度来看这种“旋律伴唱”的形式还不能

很好地体现“由改到编”的音乐创作性质，因而不能完全算

作一部利用京剧素材创作的纯器乐化作品。

1．2．2倪洪进与赵晓生的练习曲

倪洪进与赵晓生的钢琴练习曲虽然是在“文革”刚刚结

束时出现的，但是在一些研究者的分析中将其创作时间定在

“文革”中期，本文也采纳这种意见。

倪洪进的《钢琴练习曲四首》是从教学角度出发创作

的，其中有三首用到了京剧音调。分别是第一首，左手练习

曲，采用京剧曲牌【小开门】的音调写成；第二首，右手练

习曲，采用京剧曲牌【柳青娘】的音调写成；以及第四首，

双手伸张练习曲，采用京剧曲牌【柳摇金】的音调写成。京

剧中的曲牌可分为声乐曲牌和器乐曲牌两大类，倪洪进采用

的这三首京剧曲牌都属于京剧中的器乐曲牌。器乐曲牌在京

剧中主要用来描写环境、烘托气氛、配合舞台演员的表演动

作等，这又很适合于练习曲这种无标题性的音乐形式。当然

作曲家采用的音调与原曲牌的音调非常接近。比如把京剧曲

牌【柳青娘】与第二首练习曲中右手的旋律加以对照，即可

很容易地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了。

与钢琴伴唱《红灯记》相比较。《钢琴练习曲四首》虽

然在音调写法上很大程度也依赖于完整的曲牌音调写成，但

它不受唱腔、唱词的影响，不受唱段结构框架的束缚，这使

作曲家在结构的设计上获得了自由。另外从体裁形式也可以

看出作曲家最初设计这部作品的目的是重在创作，而不是仅

一——堂塞整瞳么理论探索

仅出于改编曲的考虑。织体形态，调式转换，音响效果都与

钢琴伴唱《红灯记》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

在练习曲中同样选用京剧音调创作的还有赵晓生的钢琴

独奏曲《音乐会练习曲六首》，其中的第三首《银梭织锦》

也吸取了京剧曲牌的风格。

这是一首右手练习曲，右手在乐曲中从头至尾始终保

持了十六分音符等时值的律动，多采用重复、模进的手

法，调式调性转换频繁。重复的上下句式、多围绕在Ia、

mi两个音的落音点、表现欢快情绪的音调以及弱起小节

的处理等，都近似京剧中【西皮原板】的板腔风格。除此

之外，笔者认为如果将结构句式放长，在结构内部还可辨

出作曲家对京戏的借鉴。比如在皮黄腔系的原板中上下句

(无论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多分为三个腔节，如果把第一

部分里A、B两段看作是上下两个大乐句，会发现它的写法

完全符合【西皮原板】的基本结构。

上句：分三个腔节：第二腔节后有小过门(可紧缩)，

第三腔节后有大过门(可紧缩)

下句：分三个腔节：第二腔节后有小过门(可紧缩)，

第三腔节后有大过门(可紧缩)

这两个例子都借用了练习曲的体裁形式，看似不经意之

作，事实上作曲家一方面是在尝试新的创作方式，另一方面

也正是想利用这种体裁来达到普及和推广的目的。比如戏曲

风格的旋律音调、民族调式的音阶、紧打慢唱的节奏、句式

旋法的结构、特殊效果的装饰音等等，演奏起来绝不应该是

弹奏西方钢琴练习曲的概念，所以鉴于这种风格而言它也为

练习曲这—体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京剧题材钢琴作

品创作

2．1时代背景

近现代音乐作品的创作更多表现为多元化、多角度、多

思维的创作理念，强调新的技法的同时也强调传统与现代形

式之间的互补和融合。作品常体现出复杂的情感、新奇的音

响、丰富的织体加上与多种表现手段相结合。这一时期以来

注重从我国民族题材、民间素材提取精华创作的作品不断涌

现，并逐渐成为很有中国特色的创作风格。同时，与之前主

要从旋律主题或是主要节奏型来体现民间音乐影响的做法相

⑨具体内容见魏廷格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中发表的文章《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其中在“困惑中的

前进”这个小节里对<红灯记>做了相关的评价，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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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一时期作曲家对民间音乐素材在创作中的应用也更具

多元化。

2．2代表作品分析
2．2．1 20世纪90年代的几部作品

1992年由朱晓宇创作的《戏曲组曲》，其中第一首标题

就为《京剧小段》。这首曲子创作手法虽然简单，但它被收

录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编的全国钢琴演奏(业余)考级第

三级的六首乐曲之中，某种程度上讲更具有普及和推广性。

被作为选用的钢琴曲之一，为广大的钢琴爱好者提供了又一

个可以通过钢琴这件乐器，来品味乐曲中是如何展现中国戏

曲风格韵味的作品。

1995年由张旭东创作的钢琴独奏曲《京剧印象——西皮

慢板》更是一改以往主调写法的方式，而采用了复调前奏曲

与赋格的形式写成。三声部赋格，严格的主题、答题、固定

对题的写法，旋律环环相扣，结构紧凑，也不失为另一种体

裁的全新尝试。还有像2000年由储望华创作的标题为《即兴

曲》的作品，其主题也选自京剧当中的片段。

2．2．2本世纪初的几部作品

这期间最引人注意的要数由陈其刚创作的钢琴独奏曲

《京剧瞬间》。这是作曲家以京剧素材为主题为2000年“梅

西安国际钢琴比赛”创作的比赛必弹曲目。主题构思源于作

曲家的另一部作品——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三幕中的

京剧行弦。

行弦也称小过门、小拉子、游板、串子等，是戏曲

伴奏中特有的一种艺术处理手法。演唱过程中有时需要

插进一段念白或表演动作，为使音乐进行不致中断，伴

奏乐器可临时改用行弦。行弦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起来极

为灵活。可长可短，只是一个短小乐句的任意反复，伸

缩性极大，可以在任何一拍上转入唱腔的过门，并能够

根据唱腔需要任意改变调性。在京剧中行弦不像塑造的

人物主题那样有着鲜明的个性，也不像京剧曲牌那样有

着固定的曲牌模式，也正是有了这种性格特征才得以使

作曲家在创作中自由发挥，本着“无为而无不为”的精

神理念把这个不拘格式、不拘腔式也不拘任何板式的带

有京剧色彩的主题音调在作品中以变奏形式多次出现。

从单一线条—音程关系-和弦——发展至高潮音块的
出现，加上丰富变换的织体和斑斓的和声色彩，音乐极

富张力，充满遐想。听者就是在这样复杂的音响中来捕

捉对京剧的“瞬间”印象的。

这首乐曲的主题设计简练，素材直接引用京剧行弦音

调。分别以fa和Ia为轴音形成三个逆行结构。如果去掉重复

的音，只有不同音高的5个音组成。

o_33 JJ：一2 1—6 1
f一2 3—4 3

I一2 1—6 1 I理竖
—·——————————————●-●}————————一———---——·—————●—●-——————————————-——一

乐曲第一小节首先呈示了以Ia为轴音的四[三三L鱼]

个音十；紧接第二小节出现了以fa为轴音的L王L上鱼鲥

五个音。这些音从1鼯U高分散出现，矧以疑问音调等{寺回答。
引子中对这一主题的陈述过程是逐步完整的。京剧行弦的音调

被作曲家拆分成三段，(第1—3小节：第4--8JJx：b-：第9—18小

节)。第二主题陈述的方式也是如此，第—次出现在乐谱中的

第3JJx节，与第一主题上下叠置出现，各陈述了前四个音。仅

就音高进行方式来讲，第二主题可以说就是第一主题的逆行。

作曲家在这里大量运用了叠置手法。比如两个主题的叠

置出现就像第9—10小节的声部l、II纵向表现：也可上下颠

倒位置像第11—12小节那样：还可以各自缩减成几个音上下叠

置出现，第39—45小节就是这样的情况。

两个主题以不同调性叠置出现。如第3小节第一主题G宫

系统，下方以相同节奏同时叠置第二主题6G宫系统，形成黑

键区域及白键区域的对立。同一主题的不同调性叠置在作品

中也有出现，从21／J＼节开始，高低音声部以小七度的间距奏

出第一主题。之后以每两小节为一单位，在高音部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低音以半音关系逐步向上移动。音距从开始最远

的小七度——减七度—小六度——减六度——减五度——纯
四度——减四度——小三度——I，J、二度(转九度)

6G 6G 6G 6G 。G 6G 6G 6G 6G

bA A 6B B C 5D D 。E F隋变化l

还有一种属于叠置和弦的排列。和弦以五声性音响为基

础，横向上大部分采用平行和弦进行，而这些和弦纵向结构

多为四、五度关系排列。如第78、103、134／J＼节叠置的和弦

形成音块的效果，仿佛京剧打击乐中敲击锣鼓齐奏发出的音

响。紧张度逐步加强，音乐也随之被引入高潮。再如第74／J＼

节，高音部四度平行，低音部五度平行，为相同节奏纵向叠

置的五声性和声效果。

总而言之，这首将中西技法融为一体，立意新颖的作

品，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运用京剧素材创作的一部创作技法

复杂，可听性又很强的中国钢琴音剩乍品。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取材于京剧素材创作的趋势从没

间断过，它至今仍然受到一些年轻作曲家的喜爱。特别是

在最近一些比较受人关注的比赛中，一些选用这种素材创

作的新作品不但在创作技法上有了新的突破，而且一些作

品还取得了卓越的成绩。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

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中由张朝创作的《皮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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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赛的一等奖。作曲者主要是利用节奏这一音乐要素来

着重表现京剧板式中的诸如原板、慢板、流水、垛板、散

板等多种京剧板式的风格。还有在同一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的王阿毛的作品《生旦净末丑》也取材于京剧题材，作品

主要是对京剧唱腔行当中不同角色的人物性格给予了出色

的音乐表现。

结语

综观20世纪下半叶至今所产生的这几部以京剧音乐为

素材的钢琴作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像钢琴组曲

《红灯记》所取得的社会效应是至今为止可以说除了《黄

河钢琴协奏曲》以外没有哪部中国钢琴作品可以与之比肩

的，但是相对于数量繁多的以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中国钢

琴作品来说，数量还是太少。据笔者分析，其原因是钢琴

⋯⋯一堂塞譬瞳么理论探索
在表现京剧唱腔与伴奏中对那种“音腔式”音乐风格的无

能为力。由于音高固定，所以不能很好地像弦乐器那样可

以通过滑指、颤指等方式比较近似地模拟出民间音乐中的

唱腔风格。在钢琴上想“再现”京剧腔调风格，何其之难!

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类改编作品比较少。在“文

革”之后，直接在作品中再现民间音乐旋律的创作方式不再

时兴之后，就更是如此。

所以，如何把京剧的风格与特色在钢琴作品中更好地

体现出来，这是个对于作曲家们而言依然富有挑战色彩的课

题。也许，陈其刚先生的《京剧瞬间》和“帕拉天奴”比赛

中的作品，就是新时代作曲者们向这一课题交出的几份答卷

吧!京剧音乐毫无疑问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希望在新的世

纪，能够有更多的作曲家们从这一宝藏中获得灵感，创作出

更好的作品!

为广大学术研究人员、艺术院校师生提

供一个交流、展示、争鸣学术成果与观点的

园地，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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