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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京剧是我国文化的精髓

，

其独特的演奏风格一直深受国外观众的喜爱

。

为了加大对京剧艺术的推广

，

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

，

我国年轻的作曲家对京剧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

将京剧与钢琴结合在一起进行演奏

，

创造了独特的音乐艺术

，

从此登

上世界音乐的舞台

。

为此

，

笔者将进一步分析研究由中国京剧改编产生的钢琴作品

，

给研究者新的研究视角

。

关键词

：

中国京剧改编 钢琴作品 研究

钢琴传入我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

自从江文也创造钢琴小品以后

，

钢琴作曲

家在作曲中逐渐增加京剧元素的运用

，

比

如

，

在练习曲中对京剧元素的运用

；

在狂

想曲中对京剧元素的应用

；

在变奏曲中对

京剧元素的运用

。

此外

，

上世纪钢琴音乐

的飞速发展

，

应该得益于演奏家对独奏乐

器的不断试验性改装

，

使音响发生了巨大

变化

，

将京剧的音乐元素与钢琴的演奏结

合在一起

，

创造了新的钢琴作品

。

在对京

剧元素的运用方面主要包括对京剧的唱

腔和配曲伴奏的运用

。

另外

，

钢琴作曲家

在进行京剧改编时充分考虑了京剧唱腔

的独特之处

，

并且在创作的钢琴作品中既

体现了京剧的独特音乐特色

，

又表现了钢

琴的独特音乐色彩

，

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

合

，

实现了钢琴的京腔声腔化和京剧的钢

琴器乐化

。

总之

，

通过钢琴艺术家独特的

艺术改编

，

给传统的京剧赋予了新的艺术

特征

，

促进了京剧的发展

。

一

、

对中国京剧改编的分析

1.

音色表现上的改编

京剧中不同的角色往往具有不同的

音色

，

这种独特的音色对钢琴提出了更高

要求

，

这就需要钢琴作曲家在对中国京剧

改编时多加注意

。

比如

，

为了体现旦角独

特的假嗓演唱

，

钢琴作曲家可以运用高音

区弱奏的明亮音色加以体现

；

为了体现净

角独特的粗犷音色

，

钢琴可以通过对弦织

体的运用或对低音区震音的运用或运用

间断的强击钢琴的极低音区来进行模拟

；

为了模拟京胡的独特音乐效果

，

在钢琴演

奏时可以采用快速触键技法对高音区的

单音进行不断的重复演奏

。

正是钢琴作曲

家和演奏家对京剧音色的深入探究

，

实现

了对京剧音色的改编

。

2.

音乐结构上的改编

在对京剧进行钢琴改编时

，

有的作曲

家运用钢琴丰富了京剧的板腔

，

有的作曲

家将钢琴演奏中的再现三部性结构与板

式变速实现了结合

。

特别是运用钢琴多声

立体的的特点模拟摇板慢唱紧拉的独特

节奏

。

但是在进行和声上的处理时

，

作曲

家往往采用适合对象的多声组合

，

比如

，

在表现

“

末

”

这一行当时

，

采用四度平行的

和声处理方法

，

表现人物的心态

；

在描写

“

丑

”

这一角色时

，

往往采用二度的和声处

理和夹杂半音进行角色体现

。

二

、

京剧元素在钢琴作品中的运用

分析

1.

将京剧元素应用到钢琴乐曲中

京剧的唱腔主要分为

“

二黄

”

和

“

西

皮

”，

其中

“

二黄

”

是一种稳重

、

平和和抒情

的京剧唱腔

，“

西皮

”

是一种具有跳跃感和

力量感的唱腔

。

在不同的钢琴乐曲中可以

运用不同的京剧唱腔元素

。

1936

年作曲

家江文也创作的

《

午后胡琴

》，

就是通过对

京剧中二黄的音调进行变形实现创作的

，

主要表现手法是通过左手对

A

、

D

两音的

间断重复

，

达到模仿二胡演奏声音的效

果

；

陈其刚创作的

《

京剧瞬间

》

虽然没有直

接选用二黄和西皮这两个独特的唱腔

，

但

却运用了西皮中的行弦和二黄中的部分

内容

，

来进行钢琴作品的展示

。 《

京剧瞬

间

》

主要采用变奏的手法

，

运用左右手进

行展示作品的五声风格

。

另外

，

近几年涌

现的许多运用钢琴作品改编京剧曲目的

作品大量涌现

，

其中

《

生旦净末丑

》

的作者

王阿毛通过采用不同的主题和音响

，

在钢

琴作品中展现京剧元素的独特之处

；

张朝

的

《

皮黄

》

通过将中国戏曲的板式变奏和

二黄的紧密联系

，

展现了京剧

“

腔式

”

的特

点

；

王笑寒的

《

遗失的日记

》，

在进行创作

时以民歌音调和京腔为主

，

并采用钢琴中

的和声技巧

，

创造了具有京剧特色的钢琴

作品

。

此外

，

还诞生了双钢琴作品

，

比如

,

2003

年刘丁创作的

《

京韵

》

就是以京剧的曲牌作为创

作素材

，

创作的双钢琴音

乐作品

。

2.

将京剧元素应用到

练习曲中

笔者将介绍几首运用

京剧元素的钢琴练习曲供

研究者参考

，

其一

，

1961

年

的

《

音 乐 会 练 习 曲 一 舞

曲

》，

是储望华作曲家对京剧和山西民歌

的特征音乐元素的运用

，

并采用钢琴演奏

中的八度技巧创作的练习曲

，

是最早运用

京剧元素进行练习曲创作的代表作

；

其

二

，

倪洪进创作了

《

钢琴练习曲四首

》，

其

中第一首采用了京剧的

《

小开门

》

曲牌

，

并

在练习曲的主体音调设置在第

15

节

。

这

首练习曲主要锻炼练习者的左手弹奏能

力

，

进而实现独立的双手旋律

。

在这首练

习曲中

，

倪洪进采用升

C

调的方法

，

让练

习者达到锻炼全黑键升

C

大调和全白键

升

C

大调的目的

。

第二首练习曲借鉴京

剧中的

《

柳青娘

》

曲牌

，

创作了双音练习

曲

。

在这首练习曲中通过高低音的搭配

，

让主体凸显了强大的音响效果

。

特别是在

练习中左手一定要让低音充满力量

，

并给

予中声部支持

。

结语

在对中国京剧进行改编的过程中

，

钢

琴赋予了京剧新的美学趣味

，

并运用钢琴

的独特技法表达了京剧的声腔韵味

，

让听

众重新对京剧燃起了喜爱之情

。

为了更好

地促进钢琴作品对京剧元素的运用

，

研究

者必须对京剧的元素资源进行深入挖掘

，

为作曲家创造丰富的京剧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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