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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琴曲《流水》是中国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创作的一首钢琴独奏曲，作品采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曲调进行改编，整

首作品布局精妙、思路清晰、音乐优美抒情。是中国钢琴曲的经典作品之一，本文通过对该作品的曲式结构、音乐形象、演奏要点等
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加深对该作品的理解，更好的诠释中国作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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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钢琴曲《流水》是朱践耳先生于 １９５６ 年创作的，是朱
践耳先生创作的两首钢琴序曲中的第二首，朱践耳先生在这套
序曲中创作的这两首作品，都是以五声旋律为基础进行创作的，
其中《序曲第二号流水》更是采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旋
律进行改编、整理出来的作品。

《小河淌水》这首民歌是通过歌唱夜晚月亮出来，小河淌水
的景象，来抒发对哥哥的思念。歌词纯朴自然，富于想象，旋律
清新优美。整首作品的速度舒缓，节奏稍自由，浓厚的云南风
情，描绘出一个具有诗意的意境，在银色的月光下，宁静的夜晚，
只有山下小河的潺潺的流水声，美丽的云南姑娘，触情生情，望
月抒怀，把对阿哥的一片深情倾注在这个作品中，体现的淋淋尽
致。愿这份情谊融入在歌声之中，随着河水，飘向阿哥所在的地
方，朱践耳先生是在这样一个真诚、纯洁、情意绵绵的音乐素材
中，创作了这首广受人们喜爱的中国作品《流水》。

１　曲式结构
（１）整首作品一共 ６６ 个小节，遵守了常规的作品曲式结构，

起承转合的安排。呈示段（１ －８ 小节）采用了民歌《小河淌水》
的音调，在民歌主题的旋律上进行改编，潺潺水声的六连音的布
局，使主旋律和伴奏织体都显得非常的饱满。从而形象的呈示
了音乐的主题。在弹奏的过程中，在主题旋律清晰的前提下，注
重旋律的乐句感，手指在触键的过程中要慢，表现出句子的歌唱
性，在整个乐句的弹奏中控制句子的起伏，不要在某个音上突然
显现。而在伴奏织体上面，使由左右手交替出现的六连音伴奏
声部，要求连贯、均匀、柔和。

（２）展开段（２１ －２６ 小节）音乐首次出现了符点的节奏，乐
句细分到一小节，并逐渐的迂回向上，有单音过渡到八度再到和
弦的形式，伴奏织体也由短组音变化为长组音，每组音之间的跨
度也不断的增加，这些都在不断的促使音乐向高超发展，音乐的
冲突越演越烈。接着旋律转到低音声部（２７ －３４ 小节），由八度
构成，伴奏已细致到两音一和弦，此时的已变成波涛汹涌的激
流，奔流不息的向前。顺着和弦的伴奏音型，主旋律停止，进入
到了连接段。（３５ －４６ 小节）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３５ －４０
小节）由展开部的柱式和弦的伴奏而来，即是高潮的的延续，也
为音乐高潮的回落做一个缓冲。（４１ －４６ 小节）伴奏音型的变
化，音乐情绪的转变，速度力度的幻化，为再现段的出现做好了
准备。整个连接段在乐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音乐的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连接作用。在弹奏的过程中注意音程的连贯。

（３）再现段（４７ －６３ 小节）再现呈示段的旋律，并将旋律音
符的时值整个扩大了一倍，由原来的四分音符，变成了二分音
符，并且省略了装饰音，使音乐更加的质朴，似乎是经过激烈的
矛盾冲突之后来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演奏时要带着这样的一种
情绪。整个旋律优美，力度中弱，右手音程伴奏连贯流畅，双音
连奏时利用手腕带动力量的转移，切不可僵硬 ，在练习的过程
中，可以先慢练，将手腕转移的运动完成好之后在加速。尾声

（６４ －６６ 小节）旋律结束，对未来憧憬的情绪的延伸，随着力度
的减弱逐渐消失，然后音乐结束。
２　演奏技巧
整首乐曲的踏板使用较多，基本上都是一和弦一换的切分

踏板。在几个连接处，可以不踩踏板或者也可以不停的变换踏
板的形式，来求音响的清晰程度。

（１）在呈示段的部分，大量的运用了六连音的连奏的技法，右手
在控制上声部的旋律的同时，也要注意左右手交替出现的伴奏音
型。旋律的句子要有起伏，伴奏音型也要随着旋律的强弱变化而变
化。所以在触键的过程中邀轻二透。在主旋律变成琶音的时候，右
手的琶音要快，琶音的最后一个音（旋律音）要突出，而且句子要有
明显的变化且连贯。而左右的伴奏六连音要清晰、速度快、还要柔
和，因此在练得过程可以单手慢慢的练习，并且随着右手的旋律做
出相应的变化。在整个呈示段中的过渡句子中，每个音都要清晰、
颗粒性、减弱渐强明显，推动的起伏明显。

（２）在发展部分运用到了大量的八度、和弦、伴奏音型的大
跳以及和弦连续的断奏技巧。因此在弹奏这一部分的过程时，
要非常的由力量，八度要沉下去，和弦连续断奏的演奏时要清
晰，并且抓住旋律音。

（３）再现段部分运用到了三度双音和六度双音的连奏，主题的
旋律到了左手。所以要控制好左手旋律的中弱的同时，每个乐句要
有起伏，而且在有收的伴奏音型中要连奏 轻巧、整齐等。

《流水》这首作品采用《小河淌水》的民歌音调，变化发展。
表现云南阿妹思念阿哥的一种真挚、朴实、纯洁、情意绵绵的情
怀，通过河水的不同形态衬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发展变化，伴奏中
加入的二度音程更符合主题形象。演奏者在学习、演奏的过程
中一定要紧扣作曲家的意图，将音乐完美的展现在听众的耳边。
３　结语
通过对这首曲子的弹奏以及各方面的进行学习和理解。不

仅仅是对这首曲子有了新的认识和在弹奏方面取得进步，在对
弹奏钢琴的技巧和情感处理方面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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