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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中国音乐家为创作出具有独特的中

国钢琴音乐不断探索，张朝是目前国内钢琴音乐创作方面比较活跃的作曲家，其涉猎的

题材广泛且贴近生活，是一位乐于从大自然和身边探索出音乐道路的创新型的作曲家。

作品《皮黄》是在2007年第一届“帕拉天奴”杯钢琴创作大赛中，以其具有浓郁京剧

色彩的音乐内容和其创新大胆的现代钢琴演奏技巧，占据了当晚音乐当中独有的风采，

最终荣获一等奖。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以及完整的戏剧声腔体系，让作品冠上了“琴键

上的戏曲精灵”这样的称号。作品综合了钢琴的作曲手法，结合了中国传统京剧的唱腔

体系，在旋律、和声、织体等方面创新大胆，当中不仅叙述了作曲家对儿时生活的回忆

对生活的热爱还夹带着作曲家自身的英雄豪情，《皮黄》充满着独具风格的京剧唱腔音

乐加上现代音乐的演奏技巧，这样的混合色调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

一种音乐体现，。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节主要从作曲家张朝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创

作的音乐作品进行分析阐述；第二章节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作品《皮黄》的创作背景；第

三章节是本论文的主要章节，分别从和声，织体，旋律，节奏等方面对作品当中隐藏的

音乐语言特征进行分析；第四章节主要内容分析作品当中的演奏技巧和《皮黄》当中音

乐模仿。

关键词：张朝，皮黄，音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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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Chao is currentiy more active domestic piano music composer and it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subject matter and close to life．It is a willing to from the nature and the people around her to explore music

road,innovative composer．Lenovo his bold and creative approach,for the Chinese piano works added

colored energy．

<Pihuang>drama creation，as in 2007 an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Palatiannu cup Piano Competition

award-winning works．The integrated modem composing technique，in combin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singing system background，using the melody,harmony,texture and other creative means is

bold attempt and innovation．His works not only described the composer of my childhood memories of

life love entrainment the composer's own heroic pride．The works are also known as”keys Wizard“．Today,

has been a lot of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allthor in the works of playing,by its fine writing techniques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the attraction．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Chapter one mainly from the composer Zhang Zhao’S family

background,living environment’as well as ttle composer ofthe music works ofanalysis to understand；the

second chapter is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of the<works pihuang；chapter three is the main

parts ofthis thesis．Here the focus is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the works pihuang hidden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al language respectively．From the harmony,texture，melody,rhythm，<pihuang>ofmusical language

for detailed analysis．The fourth chapter is by the author in the daily practice playing understanding of

works，analysis ofthe，playing skills．

In the past most studies focus lies in Peking opera singing or<pihuang>Beijing Opera imitation

research．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system of vocal music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wim westem music playing sells analysis．double based on<pihuang>music language content

KEY WORDS：Zhang Chao，pihuang，music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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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一、课题来源

生于云南省的张朝，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自幼生活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又

名红河州)，是我国近年来钢琴创作的代表人物，现今是为中央民族大学(位于北京学

府林立海淀区)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的副主任以及作曲教研室主

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一级的作曲、北美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他的作品包含面很广，不仅是歌曲方面，钢琴作品也参与了很多晚会及大型运动会。张

朝的钢琴音乐作品可以分为三类，有钢琴音乐的原创作品、有通过一些歌曲而进行钢琴

改编的作品、还有钢琴的协奏曲作品。张朝的钢琴创作既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也结合了

现代创作技法，使得作品有作者独特的气质、使音乐有韵律和色彩。钢琴音乐作品《皮

黄》是在2007年第一届“帕拉天奴”杯钢琴创作大赛中，以其具有浓郁京剧色彩的音

乐内容和其创新大胆的现代钢琴演奏技巧，占据了当晚音乐当中独有的风采，最终荣获

一等奖。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以及完整的戏剧声腔体系，让作品冠上了“琴键上的戏曲

精灵”这样的称号。作品《皮黄》以充满着独具风格的京剧唱腔音乐加上现代音乐的演

奏技巧，这样的混合色调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一种音乐体现。在钢

琴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对中国传统戏曲效果的模拟，通过这样的形式又展现作曲

家英雄豪情的一面， 同时作品当中也是充满了现代人对传统的感悟，用京剧的板式结

构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感悟。面对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结合音乐中体现的真挚的情感，让

人感受到在钢琴上也能创作出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钢琴作品，也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音乐

与西方音乐相融合的气息。笔者选择这首具京剧特点的钢琴作品，结合自己所学习的专

业，在通过自身演奏实践的基础上，将音乐里面运用的中国戏曲音乐和西方演奏技巧结

合的这种形式的表现手法，对作品中精湛的表现手法以及音乐语言特征进行分析。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中国音乐家为创作出具有独特的中

国钢琴音乐不断探索，张朝结合其自身的少数民族生活特质加上系统的音乐作曲学习，

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钢琴作品《皮黄》，音乐创作采用京剧为素材，简

易的曲风，多变的节奏型，灵活的技法，结合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西方音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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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钢琴曲‘皮黄》音乐语言研究

中的演奏手法，是将中国京剧与钢琴音乐之间相融合的一种尝试，在我国具有非常丰富

的民族音乐素材这样的先天条件下。为中国钢琴音乐增加不少的特色，提供了良好的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中国钢琴作品大多源于生活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反映了很多当

时的大众人民的心声，当时的社会状况等一系列情况，《皮黄》在钢琴上面表达结合中

国传统民族风情的音乐，作品不仅感情真挚，技法娴熟，这是一种中西融合的形式。

通过对张朝钢琴作品《皮黄》的研究，了解了作品当中的富有民族性的音乐特点，

并且在运用西方钢琴乐器的结合下，展现出张朝赋予音乐的纯净典雅，但又不失华丽，

充满浓郁的中国戏曲场景，分析其音乐语言的艺术是本次探究的主要内容，作品非常具

有浓厚的文化背景和内容，笔者经过弹奏实践，对作品有着浓郁的感情，开启了笔者对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之路的探索，此次探究也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西方钢琴音乐文化有

了深入的了解，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三、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张朝和其钢琴曲《皮黄》以及与之有关的音乐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著作类

我国的第一部钢琴音乐史书籍是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于1996出版的《中国钢琴音

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里面主要分为起源、建立、解放与抗日战争、中国建国后、“文

革”中、新的历程六个章，包容着教学、演奏、创作、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以及钢琴

教育家、演奏家、作曲家、理论家与他们的作品、论著等方面对钢琴文化进行全面的阐

述：

李勤《西方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研究》2014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出版社》是以作者的

实践教学经验为基础，从钢琴的发展和改革入手，表明了钢琴在不同时期当中的形态与

功能特征，阐述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民族化特征；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出版代百生的《中国钢琴音乐研究》将中国钢琴音乐

作为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载体形式之一进行文化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与阐释，提

供音乐研究的文化关系的交汇点。钢琴音乐流行音乐本体分析常规的研究，深入到深层

的文化，对于弘扬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实际意义。

2．期刊类

中国音乐《第二》2008期《中国钢琴文化渊源》是中国钢琴文化在中国传播史上的

追溯。钢琴制造业与中国钢琴音乐的兴起与中国钢琴演奏者的历史发展作了详细的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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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讨；

潘雅楠在音乐的世界里2008发表在第三期的规律，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音

乐的节奏”的使用和不同的情感表现的规律，情绪和内容；

徐烨在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的《论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

中的贡献》中表述了皮黄腔的发展及风格表现，在皮黄腔的戏曲结构上做了详细的描

写；

杨茜在《音乐创作》2013年第11期发表的《感知琴键下的戏剧与色彩》许珊2013

九月“钢琴艺术”在中国：“多彩的奏鸣曲，和张朝在<<哀牢狂想曲>”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作品的作者进行了分析。

3．硕士论文类

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当中，潘瑾的《张朝钢琴作品<皮黄>中京剧元素的运用》：

武汉音乐学院谭娜的《黑白键上的“西皮”与“二黄”》：齐磊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张朝

钢琴曲<皮黄>的一度创作研究和二度创作分析》等论文中，描写出了作品当中的京剧发

展、京剧的历史和《皮黄》里面京剧的板腔结构，从这些方面来的体现的角度和进行介

绍分析：

冯效刚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郑远福

建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初探》；陈黎丽福建师范

大学的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后十七年中国钢琴代表作品及特点分析》：对中国钢琴音

乐文化的发展形成的特点进行总结及探究；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归纳整理，即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是从《皮黄》的创作背景入

手，解析其文化与时代对其的影响。并结合自己所学习的有关专业，通过自身的演奏实

践，将作品中所蕴含的音乐语言：阐述其行如流水般的旋律、清晰简洁的织体形态、灵

活的速度、华丽多变的节奏、细腻的音色等方面展开分析研究，更加深入总体的分析作

品中的音乐语言特点。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归纳法，结合个人的实践，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方法下，将作品《皮黄》中的音乐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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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张朝与创作

艺术创作一直都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觉听

觉等方面的感受，更是因为通过这些方面使人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体会到快乐。中国民

族音乐是颗正在蓬勃发展的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更多的音乐家致力于发展创新。张

朝的音乐作品紧紧围绕着中国民族音乐特点这个中心，中西相结合。作曲家通常都是用

真诚的音乐语言表达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感受，这也是一个出色作曲家的成功之处，音乐

作品中的语言来传达给听者最真切的感受。这些年来，作曲家张朝通过不断的创作实

践坚持在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的道路上追寻最真实的音乐，也因此他逐渐的奠定了一个属

于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慢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方式。

1．1张朝艺术之路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无论是听众、作曲家在钢琴的发展路途中起到

不同程度的推进的作用。钢琴的传入，让中国的作曲家们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演绎了用西

方乐器表达中国人特有的音乐情感。经过不断的努力探索，由于中国钢琴作品的独特性

已然成为很多人追求的目标。直至今日，将中国戏曲的艺术与钢琴的创作技法相融合，

这也是开辟不仅是中国钢琴音乐的新篇章，也是将这种中西结合的音乐创新形式成为它

独树一帜的基石。

张朝是我国近年来钢琴创作的代表人物，也是现国内十分活跃的作曲家。现为我国

中央民族大学里面音乐学院的教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副主任、音乐系主任、硕

士生导师、北美音协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张朝从小接触音乐，学习扬琴、小提琴而

后转钢琴。在他的学琴生涯中，受到了周广仁、杨俊等导师的悉心指导。十岁在云南省

青少年文艺调演中登台表演，父亲在十二岁的时候便教其创作音乐作品；十四岁的张朝

考入云南艺术学校学习钢琴，与叶俊松教授学习；十六岁便创作出自己的音乐作品《海

燕》、《诙谐曲》，在“聂耳音乐周”中的首演更是得到了赞誉、好评：张朝于1983年毕

业于云南省艺术学校，专业钢琴。随后在1984年张朝考进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的作曲

专业，受教于夏中汤教授；于1985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跟随导师向世忠教师攻读第二学

位钢琴专业；张朝在1987年以其优秀的作曲专业和钢琴专业，顺利的毕业，也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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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的双专业优秀成绩，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并留校任教至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

停止音乐的脚步，在1997年他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读取作曲系硕士学位，并且跟随中

国著名作曲家郭文景教授进行学习研究；在1998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研究生

毕业。张朝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而家庭对他艺术之路中的影响也颇为深远。1964

年出生的张朝从小生活在云南的一个音乐世家。张朝的父亲是张难(我国作曲家)，是

一位作曲家，经常去民族地区，收集、组织大量的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主要作品有：

云南歌剧音乐《红灯笼》(合作)；花灯剧音乐《吹鼓手招亲》：管弦乐《云南花灯组曲》；

民族管弦乐《垤施彝族歌舞组曲》、《南丝路随想》；小提琴奏鸣曲《春籁》；儿童钢琴组

曲《动物朋友》；二胡独奏《秋月》；歌曲《阿波毛主席》等四百余首。母亲马景峰，是

一名民歌歌手，二人都是从事于音乐事业。父母二人都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

经历和生活中素材的积累，也有着比较高的音乐造诣。自幼张朝便是在这种少数民族音

乐熏陶下生活，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长大。这些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其对音乐的创作。

加上他对音乐作曲专业性的学习理解和对钢琴演奏技法的学习实践，使他的创作中涌动

着清晰的民族性与创新性的音乐风格。其中民族性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新一代年轻钢琴爱

好者的关注，后将京剧与钢琴技法的创新形式相结合，既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戏曲中音乐

与人物的模拟，又展现出了现代人对传统的理解与感慨，熟悉的音乐旋律线条与强烈

的个人情感让听众感觉到传统的中国音乐与现代相融合的气息。

1．2张朝音乐作品

青年作曲家张朝的音乐作品中有着浓郁的民族气息，经过独特个性的音乐创作演奏

的手法，使得乐曲明显的充满了地域性、民族性和创新性。作曲家也一直致力于将民族

音乐钢琴化，将中国民间音乐通过演奏得以更多的人理解和热爱。

张朝所创作的音乐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是《风土》⋯一因为作者是出生于云南
省，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这里的人民有着中国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状态、

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很多淳朴的故事，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他的灵感多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童年的追忆，作品当中很多都是对家乡的描写，还

包括内蒙古、新疆地区、西藏等地。 张朝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探索和创新，给音乐插上

无形的翅膀，他对中国民族音乐有很深的情感，或许音乐从小生活的地方充满了那种原

始的活力，这样的活力可以艺术带来生机带来憧憬。第二类是《古风类》——有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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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诗词的韵味，在张朝的作品当中，也不乏体现出自由不受拘束的音乐感觉。中国从古

至今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给予了作者无形的动力，作者创作的这类作

品正是结合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诗意韵味，其中作者创作的《皮黄》、《中国之梦》这些

是张朝借用浓厚的古代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其中有对戏曲、古曲等进行创新创作，结

合西方钢琴音乐的作曲手法，在钢琴上完美的体现出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第三类是属

于《日记集》——很多作曲家都喜欢用音乐来表达心中的感想，张朝也是坚持用音乐来

写日记，在他的一些采访当中，“人的每一天都是一份特殊的经历，用音乐记下的感受

却可以让逝去的时光复活”第四类是《自然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是他作品

其中的一个方面。第五类是《改编集》——改编的作品是张朝最为多的部分，让这些
经典的民族歌曲通过二度的创作，将这些音乐作品改编成钢琴曲，在他创新的创作风格

当中不失经典民歌的旋律也使之更好的进行了一次新的传播，对于听者也是一种新的听

觉冲击。例如《我的祖国》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聂耳和李劫夫的百年纪念，张朝

也借此机会，将两位已故的优秀作曲家曾经所创作的歌曲改编了近十首钢琴作品，如

《义勇军进行曲》、《歌唱--d'放牛郎》、《梅娘曲》等。

在作曲家张朝的音乐作品当中包含钢琴作品、协奏曲、室内乐、民族器乐以及参与

电视音乐等相关作品。《变奏曲》是作者在1995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也是描写了自身

经历的一首乐曲。作品中以京剧为底板，现代音乐的风格混合色彩强烈，是一首传统和

现代相结合的作品。运用多线条的复调演奏方法，四条旋律线独立发展，相互融合。多

声部构造织体丰满，为作品创造出了气势宏大的音乐视觉效果。“作曲家通过一些扩展

五声音阶色彩的和声手法，制造出音响的协和与不协和的对比效果。对于这个问题张朝

谈到： ‘不协和音程的使用是为求得强烈色彩变化的重要表现手段，也是情感的写照，

用的恰当也是很协和的。只有在协和与不协和的交替、调配和对比中，才能产生强烈的

色彩。不然，情感像白开水淡而无味，毫无张力。’这也是人类丰富的情感需要所决定

的。”①在许多的钢琴作品当中没有“曲高和寡”但朴实内敛。用简单丰富的音乐织体语

言来解说音乐表达情感；《哀牢狂想曲》作为张朝的协奏曲的代表，在1996张朝为钢琴

独奏合作的指挥李心草以及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作品描写的是云南

中部地区的哀牢山中的人们勤劳朴实，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室内乐《山晚》是1990

最终创作而成，期间于1986条修正案，第一次在台湾的“新人类”世界华人音乐选择

①崔锦兰成长的感悟一析青年作曲家张朝的<变奏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4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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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乐第一名的荣誉。；《图腾》在中国文化部的举办的第十届音乐作品评奖当中，获“文

化奖”二等奖，这是他的第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民族乐器类的音乐作品有：巴乌、葫

芦丝与乐队合作的《雨林情趣》、独弦琴与乐队合作的《蓝色梦岛》等；《甘嫫阿妞》是

张朝与他的父亲张难联合亢竹青，在2006年编剧、作曲以及导演了一部具有彝族气息

的大型民族音乐剧；创作歌曲100余首具有代表性的有《秋思》、有朗朗上口、回味无

穷的《中华家园》以及女生三重唱《风》；参与《东方塑》、《宝莲灯》等电视剧的音乐

创作。张朝的作品广泛，音乐表达的真挚。在对作品的完美追求上也是精益求精。近段

时间，在湖南卫视播出的《我是歌手》中，歌唱家韩磊便邀请到张朝为自己的决赛进行

音乐编曲。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让更多人看到了张朝的音乐才华对音乐的热爱对音乐

的真诚，编曲上的新颖形式也让韩磊一举获得冠军殊荣。

1．3张朝钢琴作品

张朝的钢琴作品是占据他音乐创作很大的一个板块，其从小学习钢琴的经历，也为

现在他在音乐创作上面有着影响和帮助，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原创音乐都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理解，这些也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的，改编的钢琴

音乐也是如此，他将一些熟悉的红色歌曲，经过加工与创作，变为新的改编作品，新颖

的形式不会为作品抹去本身的颜色，反而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1．3．1原创作品

原创音乐是由作者自己创造的，不可复制或模仿，内容和形式都是创造性人格和独

特的音乐情感表达。张朝具有代表性的钢琴原创作品有：《海燕》、《诙谐曲》、《变奏曲》、

《皮黄》、《滇南山谣三曲》等等。他的钢琴原创作品都是以民族音乐为基调，内容丰富。

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滇南山谣三曲》，这个钢琴组曲是有三个部分组成：《山娃》、

《山月》、《三火》。作品是以彝族音乐为素材，全曲都是运用五声调式，颇具民族的特

点。在和声上面多运用重叠置的弹奏方式。张朝在艺术上的创作，寄托出了他对大自然

的歌颂。作品中用音乐描绘出时而静谧的月色时而欢快的人群，这些都是与作者息息相

关，是作者看在眼里的也是生活在身边的真实状态。所以张朝的原创钢琴曲作品，不仅

仅给予人自由想象的空间也有着对实景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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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改编作品

张朝的改编作品也是包含广泛，比如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我的祖国》、

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曲《梅娘曲》、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将20余

首民歌改编成钢琴作品，并收集于《中国旋律》一书当中，作曲家追求的民族性和个性

完美的结合于此，其中也不失民歌最为原始的本真自然的风格。所有的钢琴改编作品，

在原有的主旋律的线条之上，加之表现手法使之丰富、严谨、内敛、精致、朴实的民族

性的和声形式。形式多变改编新颖，受到多人的追捧。其改编作品不仅是有着即兴性的

创作手法，更多的是将作品与个人感情融会贯通，用更为绚丽的手法将其表现出来。他

的改编作品也是被钢琴家李云迪、沈文裕等选为演奏曲目。

1．3．3协奏作品

在张朝的音乐创作当中，具代表性的钢琴音乐作品，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独奏曲《皮

黄》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哀牢狂想》。《哀牢狂想》是在1996年完成，第一次的演出

是由张朝与指挥家李心草合作完成。钢琴协奏曲凝聚作曲家的努力，承载着作曲家太多

的情感和抱负，通过生活环境的深刻影响，哈尼族的音乐。“可以说是构成了我童年时

候的母语。同时，哈尼族音乐的特征也是构成这一部协奏曲张力和色彩的重要因素。哈

尼族音乐的独特个性也是首屈一指的，比如它的音阶结构就很独特，首先它是五声性的

降II、降Ⅵ级音的徵调式，这样的调式音阶具有阴郁低沉的特征，那种深沉内在的声音

极具戏剧性力量。这和哈尼族生活的环境有关，因为哈尼族生活在哀牢山的山顶上，生

活起居都不方便，常年的山顶生活就像一个“牢笼”，这也是“哀牢山”的命名原义之

一．”①

@许珊 多彩的奏鸣一与张朝谈<哀牢狂想》 钢琴艺术2013年9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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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钢琴作品《皮黄》创作背景和曲式分析

2．1作品创作背景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其音乐文化底底蕴深厚而浓烈，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先

的国度之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音乐：文

人雅士的诗歌、优美的舞蹈、韵味十足的戏曲、形态各异的民族乐器，钢琴作为来自西

方的泊来品，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尽管说钢琴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为短暂，

但是经过音乐家、作曲家的不懈努力探究，中国的钢琴音乐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并

且还创作出了很多具有中国特点具有明显的属于中国民族特色钢琴作品，这些作品，也

在中国和世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2．1．1社会因素

《皮黄》在2007年“帕拉天奴杯”钢琴作品大赛中荣得一等奖，作曲家张朝用其

大胆创新的手法将作品中戏剧和个人生活感悟相融合。钢琴曲《皮黄》由1995年开始

创作，经过了10年的音乐创作磨练，曲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叙事曲风格，作

品当中使用了京剧的板腔结构，风格简单明了，将“西皮”与“二黄”的音乐音乐腔调，

在钢琴上通过音乐语言的表达形式，始终其贯穿于旋律当中，渗透在和声织体当中，整

体的曲风清晰简洁。运用了现代作曲的手法，使整个作品丰富生动，作品强调了自然的

回归，在音乐中作者表现了从小生活的云南滇池旁整日欢笑自由的景象，描述了心中生

活地方的优美景色，同时音乐中最后表现出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歌颂。笔者通过对前人

作品的品读以及收集的资料，发现作曲家张朝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说起对家乡的记忆，

尤为珍惜。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常的回想Nd,时候的时光，回想到在家乡滇池旁嬉闹的

景象。《皮黄》这一首作品其实是讲述了作曲家的一个心路历程，包括了无忧无虑的童

年，包括了随着时间改变，身边生活状态和心态上的变化，还包括了自己长大之后对一

些事物的理解和表达。全曲像是在诉说着故事，像是在讲述～个人的生活经历。

张朝也多次的说道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上，将一直探索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创

作，直到写不动为止。这样浓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作品《皮黄》成为了独具匠心、超凡脱

俗的成为其经典代表作品。带有描述性的故事的场景，增加了音乐的厚实的底蕴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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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戏剧性，让作品更加生动活泼。作曲家在结合自己的音乐灵感同时，用现代创作

的技巧，捕捉及把握声音的颜色。利用钢琴音乐，在黑白琴键之间，巧妙地将京戏中的

京腔进行大胆的模仿。这样的大胆创新的手法是大部分作曲家在运用戏曲元素时选择

“绕道而行”，但是张朝却敢于创新，不仅将民族音乐和戏剧音结合还运用西方钢琴表

达出来丰富的内在感情，来表达民族传统调式的特点。 京剧的伴奏当中，有文场、武

场两种场面之分，伴奏乐器也有之不同。文场的乐器有京胡、三弦、月琴等；武场的伴

奏乐器有锣、鼓等一些乐器。在张朝的作品中，把这些模仿乐器的音色效果，作为渲染

作品戏剧性的一大亮点，特有的风格让这首“琴键上的戏曲精灵”也就是钢琴作品《皮

黄》问世。

2．1．2音乐背景

张朝作为中国新一代的作曲家，他的钢琴中融入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乐曲旋律，将

传统音乐的旋律呈现并带来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音乐。中国钢琴音乐风格可以是

中国人对西方作曲技法创作的基础，表达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独特审美观念。张朝的钢琴

作品就是沿用着西方的钢琴演奏技巧，用不同的演奏方式表现不同的音乐情节。他的钢

琴作品富有想象力和画面感，民族音乐的亲和力也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表现的淋漓尽

致。张朝的钢琴作品里面，不仅广涵于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创作技巧，还体现出一种自

我情怀和爱国思想。

2．2作品曲式分析

2007年作品《皮黄》能够在“帕拉天奴杯”钢琴作品大赛中获得殊荣，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作曲家在作品的曲式结构当中运用了京剧的板腔结构，彰显了中国京剧的

风格，作品中精简的模仿技巧，也是该作品独具匠心的的特色。“皮黄”是以作曲家运

用京剧元素当中的“皮黄腔”为主要线条。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起源于秦

腔的西皮和由吹腔、高拨子演变而成的二黄，以胡琴为主要乐器。经过不断的磨合而形

成皮黄腔是在清朝初期。皮黄腔的形成在1834年左右，同时也标志了中国戏曲的开始，

京剧从此成为戏曲的主角。在京戏当中，“西皮腔”明亮刚劲，“二黄腔”则显的稍微

深沉冗长。二者的结合，将作品中动态、静态展现的更为生动。随着历史的演变，其吸

收了昆腔及梆子腔的戏曲腔调，形成了京剧，所以京剧也被叫为“皮黄”。京剧的一大

特点就是它的板腔结构，伴奏乐器有京胡(也被称作胡琴)、京二胡、三弦、月琴、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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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镲等组成。钢琴曲《皮黄》的创作，通过作品的名称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充满京剧韵味

的音乐作品，作曲家简单明了的意图用钢琴来演绎我国“国粹”。

该作品是由[导板]、[原板]、[二六]、[流水]、[快三眼]、[慢板]、[快板]、[摇

板]、[跺板]、[尾声]十个精简的部分组成，在以往的戏剧当中，一般都有描写的英雄

人物事迹，所以作品中也凸显这个特点。看似音散其中的意不散。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主

旋律贯穿其中，也可以说，整个作品是由“原板”为基础，从而发展形成与其相关联的

其他几个部分。除了最后的尾声部分，其余的段落都是运用到京剧中所用到的板眼形式。

所谓“板眼”就是在京剧演出中间每段的节奏节拍的强弱形式，比如：一板一眼、无板

无眼、一板三眼、一板两眼等节奏节拍的不同形式：

【导板】散板节拍，1—5小节，又可以成为无眼无板，属于单句体板式结构，有“散

拉散唱”的特点，开始小而精细的颤音，就像是把人们引向舞台两侧的幕帘，慢慢的渐

渐的拉开，也像是由古琴一般的，淡雅宁远，中国京剧的韵味也随之由升。从一开始，

曲子的节奏都是整个曲子的最为注意的一个特点，整个曲子，音散意不散，弹性的速度，

更为凸显出京剧的味道。

【原板】四二拍的节奏，7—25小节，这段音乐安详却意味深长，是一种带补充的平

行双句体的结构形式，自由而紧凑，在京剧中最早出现的演唱节奏，其他板式的发展也

是由此而来。旋律简单干净。

1--六】二拍子节奏，26-51小节，小快板的乐段，在整个曲子中起到了尤为眼前

一亮的效果，它比前面的【导板】、【原板】都要紧凑，活泼的跳音，增加了作品当中

戏曲的欢快，人们不得不让想起作者在表达他童年的欢乐与纯真。在这段乐曲中，右手

的旋律清晰，模仿的是弹拨乐器、弦乐器，连线部分是京胡滑音的效果，左手的伴奏始

终专注于围绕一个音展开，模仿其音色。

【流水】有时为一拍，有时为二拍。52-66小节，有板无眼，犹如微风一阵，右手

轻盈而连贯，一气呵成。

【快三眼】四拍子，快三眼，67—85小节，这段音乐中，表现的是作曲家青年时期，

年轻气盛，比较有朝气。是一段节奏较为欢快、行腔非常的紧凑、旋律线条简单简朴的

板式唱腔结构。第一拍为板，第二拍为头眼，第三拍为中眼，第四拍为末眼。

【慢板】二四拍、二三拍、二五拍、二六拍、自由拍子组成，拍子的速度更为多变

自由，87—99小节，把人带到平静的湖面上，有一种延伸而悠长的气息，渐强渐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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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优美，不停的反复这短小的动机，为下面的音乐做铺垫。

【快板】二拍子，一板一眼，100-132小节，节奏紧张急促，旋律简单，弹奏的表

现得果断有力，这是在描述人物激动急切的情绪。

【摇板】散拍，无板无眼。133—197小节，这一段描写的是“林冲夜奔梁山”的情

景，这段的多层次音乐当中，运用模仿乐器的声来刻画人物的情绪特点。中声部是京胡

和京二胡，最下声部是月琴、三弦和板鼓，这段音乐始终保持“紧拉紧打”的状态。

【垛板】为一拍子，有板无眼，198-279小节，是由前面【流水】部分的的基础上

演得来的，节奏鲜明欢快，气氛更加激烈，[快速水]这一说法在京剧中，意思是经常被

用来加强气氛，是创造一种情感操控的表现，在作品的中部是镜湖和北京的一种，左手

是一个小鼓的标志时间。音乐由弱到强、由慢到快。表现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激昂愤概，

使得【尾声】呼之欲出。

【尾声】尾声部分，280—294小节，辉煌大气。描写的是爱国英雄岳飞的形象。在

全曲的【尾声】和【原板】相为呼应，浓郁的左手低音伴着右手的旋律线条，音域扩宽，

清晰有力。和弦的力量性表现出最后京剧场面上辉煌的场景，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气质。

作品中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板]、[原板]、[二六]、[流水]、[快三眼]

第二部分为：[慢板]第三部分为[快板]、[摇板]、[跺板]图示一为作品的曲式分析图：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1-5 7--25 26—5 1 52—缶6 67__-85

第一部分的调式转换图示：

14

厂]厂————]
慢板 快板 摇板 跺板尾声

87—-99 lOo-一132 133一197 198—．279 280-294

be宫一一6E宫⋯bE⋯F商．-A商一bE宫—bE徵

第二部分的调式转换图示：

bB宫～bE角．．E宫一C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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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第三部分的调式转换图示：

A徵—B羽—?c徵一车D羽⋯bA宫一F羽—龟徵—G徵

6e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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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钢琴作品《皮黄》的音乐语言的特征

传统的音乐就像是一条河水，一直流淌到现在。我们可能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它的瑰丽。语言与音乐的本质极为相似，都是传达给对方一种情感或者感觉。用语言传

达给大家的直观感受可能是音乐中某个音符无法完全具体表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对音乐

的充分利用以及运用音乐无限的变化来表达一定的语言内涵和感情，把音乐和语言完美

的融合在了一起，用音乐中音符组成的旋律来代替语言中精美的话语，进而产生更多美

妙的音乐和传达出更多的联想。这是一种特殊的传达方式也是一种让人享受其中的传递

方式，艺术是一种相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音乐来表达的感情会更为细腻更为丰富也

非常的具有画面感。

3．1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线条

旋律像是流水的线条，由强弱、长短、快慢等组合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进入我们

的脑海。这是一种对音乐表达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也是让人们更加深刻鲜明的了解乐曲

所要表达的感情。它时而有着复杂的结构时而有着简洁明朗的音乐织体形式，但是这些

并不能影响音乐中旋律的变化。不管是复杂还是简洁，总是第一时间使听者在脑海中刻

画出旋律的线条，并且总是引人入胜，环环相扣，井然有序。在《皮黄》这部乐曲中，

作者并没有运用复杂的手法去描绘戏剧的场面，反而运用了简单的音符串联起来，朗朗

上口的旋律线条就这样出现。不仅惟妙惟肖的描写出了京剧的韵味，而且形如流水的旋

律线条也使人每每想起便记忆犹新。

3．1．1鲜明的主题

《皮黄》的创作与其说是一幅京剧的画卷，不如说是对京剧戏剧场面的分解诠释。

《皮黄》由一个主题发展而来，与西方的变奏形式相呼应。整体的作品则是变奏曲形式

的叙事风格，好像是在讲述着作者的人生历程。“原板”是从8—25小节，原板也可以

说为主题原型，是变奏曲中的主题部分。其他的则是由原板的形式发展而来的了，再“原

板”当中，一问一答的形式渗透了京剧中西皮二黄的独特风格。跳音的运用又给安详悠

闲的京剧风格加上一些欢快新鲜的感觉。表现了张朝快乐的生活。(如谱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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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1商氍纽-尉：童殛；蛰，I。1 商鼬i缸一■』理月趣豆趣l蛰

：， 一L 彤。’ ，一 ＼霉． —P1．H l一 一 商 巴 、●,B-

l一喜1 下TT下

3．1．2多变的华彩

华彩在乐曲中的部分绝对是吸引眼球的，例如李斯特《弄臣》中的华彩，给人一种

沁人心脾的震撼力；王建中的《彩云追月》当中婉转流畅的华彩部分更是让人联想夜空

中月光如水，清澈透明的景象。华彩不仅仅是炫技的代表，也是描绘情节的惯用手法。

我将作品中的华彩分为两类：

一、 带有重复的华彩

在《皮黄》当中，华彩的部分并不是很多，但是却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钢琴作品尤其是改编的作品，最为讲究的就是韵味与境界，这是中国钢琴与西方

钢琴中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作品《皮黄》当中，华彩的运用显得恰如其分，犹如一个桥

架，使得上面的部分与下面的连接。所以作品中华彩的部分多出现在变奏中的尾声部分。

尤其是，在这些华彩中，每次都会出现重复记号的使用，这是《皮黄》的华彩与其他作

品较为不同的地方。多次的重复不仅能使情绪更为激进、推向高潮，而且对演奏者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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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也是一个考验，重复的次数也是演奏者根据对作品的理解来演奏的。带有重复音的华

彩，是《皮黄》当中多见的，在作品当时，左手的单音是积极向上，右手的重复性上行

音阶，两者的结合让作品不同于以往的流水式的音乐效果，而是突出了戏剧色彩的一种

音响效果。渐强或是渐弱的变化的华彩也是对音乐颜色的描绘，用简单的音符刻画出作

者想要表达的画面。(如谱例3--2)

3一一2

二、重叠式的华彩

不同的华彩，在作品当中也有不同的效果，音阶式的华彩是比较多为见到的，在《皮

黄》当中，重叠式的华彩，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在音乐作品当中的场面描绘感很强，

犹如是戏剧舞台上两人的相互周旋，也像是流水当中的回旋，这样的华彩是对作品情绪

上的一个推进，也是作品引入后面情绪的伏笔。这个华彩不仅是将作品的技巧体现了出

来，还将戏剧场景的场面用于其中，可以在作品很多的细小方面发现张朝对京剧中场景

的表现或者是不同乐器的模仿。 (如谱例3--3)

3一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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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细致入微的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是音乐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了他们的标注会让演奏者更加深入的了

解作品的背景表达，更好的演奏，从而有一个正确的信息的传达。表情符号有的是一种

情绪的推动，有的是一种意境的烘托，有的是将作品中情绪对比的更加明显。这些符号

都是更好的阐释了音乐中的形象。作品总的表情符号大概是分为四种，第一类是力度的

符号，通常的简单的表情符号为P、mp、f、mf,let',箭等，但是在《皮黄》当中，出

现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力度标记例如：sfz(突强，着重于某个音)、dimin(渐弱)>或<(重

音符号)等；第二类是形容速度的表情符号，例如fit(渐慢)、CTeSC(渐快)、stretto(}lⅡ

速度)、fiten accel(慢起渐快)等；第三类是描述音乐的表情、心情，例如：espress(有

表现力、柔和的)；第四类是演奏方式的表情符号，如：staccato(断奏)、sllna corda

(加弱音踏板)、tre eorde(恢复正常演奏)等等。

表情符号在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演奏者看到的表情符号，更好的表现出作

品中唱腔音调，京剧的打斗的场面以及作者在作品中穿小时候家乡的一些情景。细微的

表情符号对演奏者诠释作品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符号的标注，更清晰的可以理解

作曲家的创作思想，也是通过作品当中的表情符号，更加具体的表现出音乐情绪。(如

谱例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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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清晰简洁的织体形态

曾担任过苏联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艺术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有过这样一段话：“音乐

或建筑，是什么思想也不能表现的，倘若要将音乐或建筑的言语，翻译为表现着某种概

念的我们的言语，就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虽然如此，音乐和建筑的影响是非常伟大

的，音乐和建筑的要素，可以说，在任何艺术中无不存在。⋯⋯雕像的相貌中充满着音

乐，绘画的构图近于建筑，色彩配合近于音乐⋯⋯。”①作品中的织体形态，显然是乐

曲当中不可缺少的建筑物。作品《皮黄》中，音阶的交替和八度的交替挖掘出了中国民

族钢琴音乐中潜在的模仿力和表现能力装饰音的使用，使钢琴上演奏的中国作品更加

富有静态、动态的画面感，在钢琴上也展现出综合音响的效果。 (如谱例3--5)

3．．5

@<音乐鉴赏》：汪柏安，张介蒲高等教育出版社126页

万方数据



张朝钢琴曲《皮黄》音乐语言研究

L-御eampana(模仿钟声)J一韶
一

彳 宁

U ●、、、—_=—___’7 零 ：、 i ：一一 僦、、、二．／I，

l爹，。—=＼ F垂蠢尸■■_

u飞r
尹￡

气 譬{rl嗽鼍哩

；L

‘妒

，，一一●—’、
I 、I氐 I

'-t7

^抛鼬■4导乏’^=一墙■，锄。、r—螽

3．2．1灵活的装饰音

在作品当中，我们见到很多的音符位置旁边的各种符号，它们增加音乐的表现力和

感染力，尤其是起到风格的旋律和节奏的变化的作用，这种称为装饰音。装饰音是乐曲

中的小精灵，往往给乐曲增加不少的灵动性。《皮黄》当中出现比较多的装饰音是颤音

和倚音。作品的开始是由一段意境幽远韵味十足的引子开始的，双手连续装饰音(颤音

以及倚音)的加入使作品的开头便有一种音散意不散紧拉慢唱的京剧韵味。圆润的声腔

体现的很明显，浓郁的京剧色彩也是栩栩如生，自由、安详、悠扬。接下来同音的八度

音程衬托出了更加空旷的效果，在感情色彩上面mp、P、f三个力度标记是三种不同表

情的表达，第一个颤音的表达时值较为长，显的安详而悠扬；第二个颤音的表达像是回

应也是应和的感觉，含蓄而又深沉：第三个颤音的感情色彩是明亮的。不同的演奏就会

表现出别样的感情。这种颤音的装饰手法正是对戏曲音乐中伴奏京胡进行了模仿。(如

谱例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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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附点的运用

附点是作品《皮黄》当中戏剧场景的最佳表现手法。有附点的地方，精彩是伴随着

欢快的场景或者是打斗的场面。在作品当中，附点的运用不仅把京剧的场面表现的生动

形象，也将场面中的器乐模仿的面面俱到。在《皮黄》的“二六”当中，就是运用的符

点八分音符，整个作品变的画面感十足，像是京剧场面当中追逐场面，在流畅的旋律线

条当中，紧凑的符点八分音符，将作品在平静当中加以点醒演奏者。 (如谱例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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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八度音响的表现形式

在《皮黄》当中，八度形式的虽然不多见，但同样是起到重要音乐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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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致的将作品中的八度和弦分为两类：

(1)跨越的单音八度

单音的这样跨越性的八度，在作品当中还是比较常见，这样的距离，有一种两人对

打的感觉，这也是将作品中打斗场面和快节奏的感觉描绘的非常生动。右手紧密的音程，

左手夸张的八度，这样的作品增加了不少的色彩性和戏剧性。左手的音乐在很多的作品

当中属于配角，有一种衬托的性质，但是在作品《皮黄》当中，左手的弹奏不仅是有着

衬托主旋律的作用、烘托气氛的作用，还是有着与右手进行对话的感觉，有着对打的生

动音响。像是在京剧舞台上，互相僵持打斗的样子。在钢琴上这样巧妙的结合，令作

者感到清新奇异，这样的钢琴语境也是作品《皮黄》的独特之道。(如谱例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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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度的柱式和弦

八度的柱式和弦，在西方的音乐作品中体现了一种宏伟壮丽、铿锵有力的一种演

奏效果。然而在很多的中国作品当中，这种形式的八度柱式和弦有一种总结式音乐特

色。在《皮黄》当中，这样形式的八度柱式和弦将作品在此的推向高潮，也是再一次

的重复主题旋律，回归到作品最初的音乐当中，使得前后呼应，一般这样形式的和弦

伴随着渐强或者加速的音乐表情符号，来弹奏出感情变化。情绪变化也更为显著，作

品是由京剧改编，为了突出京剧当中紧拉慢唱的形式特点，在这样结尾当中，并没有

逐渐加强或者逐渐加速的说明。只是用箭来说明演奏，浑厚的低音加之旋律，这样满

足了辉煌壮丽的音响效果。 (如谱例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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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华丽多变的节奏

在张朝的这部作品中，节奏的变化是非常多变的，节奏同时也是体现节拍的一种

方式，由于节拍的不同，节奏也会明显的不同。每段的节奏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在散板

当中，旋律线的保持是最为关键的，同时每个音的音值也要有节奏的进行，这样就体现

出散中有形，由于作者是采用中国京戏当中的一些音乐结构形式，所以更多的是将京剧

当中的节奏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次的变化也是音乐随着节奏的不同情绪感觉不

同，同时节奏的转变也将每段的音乐联系在一起，在体现对家乡回忆的“慢板”当中，

节拍有2／4到2／3再到2／6还有2／2／到最后的散板，这些节拍的转变，也必然使得节奏上

多变，2／4拍的节奏型，表现的沉重，深远：2／3拍的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速度有所快进，

华丽多变的节奏形式，也体现出作者对描写音乐不拘一格的态度。同时作品节奏的变化

与京剧当中板腔结构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由最初的散板，慢慢开始一板一眼，无板无

眼等节奏模式。这样的形式使钢琴音乐与京剧音乐融合于一体。做到用钢琴传递中国京

剧当中的音乐的形式。也是音乐与京剧结合的完美体现。

3．3．1节拍的运用

节拍是乐曲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一首音乐作品，没有节拍作为引导，那么就是

缺少了精神的支柱，在乐曲当中节拍的运用很多，由于张朝是借用于中国戏剧的元素，

由于京剧中“西皮”和“二黄”的结合这样的形式就奠定了节拍上的多变。在我们中国

的戏曲当中，通常把拍子叫作“板”、“眼”，所谓的“板”就是拍子当中的重拍；“眼”

就是弱拍。打拍子的时候就是，双手击掌为“板”，再用食指点一下叫做“眼”。在戏

曲音乐当中的“一板一眼”，也就是2／4节拍，也就是在一小节当中，一个重拍，一个

弱拍。4／4的节拍形式，在戏曲当中对应的是“一板三眼”，解释为在一个小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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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一个强拍(板)和三个弱拍，这三个弱拍分别可以称之为：“头眼”、“中眼”、

“末眼”。这样的节拍一般都是出现在【慢板】当中，曲调缓慢轻柔。还有的是1／4和

1／8这样的，它则对于戏曲当中的“有板无眼”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重拍的音，这样的表

现形式一般在【流水】【快板】当中可以看到，节奏很紧，速度也很快。也有散板这样

的节拍的出现，用戏剧曲的说法就是无板无眼。这样自由节奏的节拍，一般都要遵循紧

拉慢唱的戏曲特点和特点的场景进行节拍上的分配。在整个《皮黄》当中，张朝通过对

戏曲当中板眼的掌握，运用在乐曲中的不同地方，凸显了作品的主题。作品是采用的京

腔板式结构，所以作品当中的很多节奏都是根据京剧板腔来相呼应。中国京剧当中的节

拍和节奏形式合起来的这种形式也是组成中国京剧的板腔结构。在中国的京剧戏剧当中

把强拍对应京剧当中的板，把弱拍或次强拍对应为眼，加起来就是板眼。在钢琴的音乐

中所对应的节拍和板眼结构，其中有二拍子(一板一眼)、三拍子(一板--[tt更)、四拍

子(一板三眼)、一拍子或称流水板(有板无眼)以及无板无眼(散板)等。在钢琴作品

《皮黄》当中，几乎包含了京剧里所有节奏形式。其中【导板】无板无眼，也是散板；

【原板】一板一眼；1--六】也是一板一眼；【流水】板式本是一板一眼，二拍子，但

由于速度快而形成了有板无眼的效果： 【快三眼】是一板三眼，第一拍为板，二拍为头

眼，三拍为中眼，四拍为末眼；【慢板】作为作品当中承上启下的过渡音乐，也是一个

比较不稳定的段落，这段音乐当中包含的有2／2、3／2、4／2、5／2、6／2拍子，还有一些相

对自由的拍子。这是全曲拍子变换最多的段落，作曲家用此种形式表达出了一种飘忽不

定的幻想，【快板】二拍子的一板一眼，速度是较为快的，情绪也是因为其拍子的设定

而紧凑紧张，【摇板】作为无板无眼的散板，【垛板】是一拍子，为有板无眼，交响乐

是整齐有序的变化频繁的音乐，不同组合的节奏形式则产生戏剧性的影响。

3．3．2节奏型的安排

所谓节奏，是广义上的理解，是运动，是变化，是宇宙，通过节奏进行音乐的变化。

日夜变化，潮汐，河道起伏，温暖和寒冷的季节，草木枯荣，这些所出现的都是世界的

节拍节奏，节奏是一个最有活力的元素。节拍是节奏变化的一个前提条件，两者也是密

不可分的。节奏可以说是在作品当中起到协调的作用，也是起到平衡整个作品或者是某

段旋律的作用，可以使作品富有律动感，节奏也可以说是音的长短关系的体现，在作品

当中，一些典型的节奏形式会反复的出现或者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样的节奏可以叫做节

奏型。在作品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节奏的形式，便于听者个好的去感受和更好的去记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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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这对作品的音乐形象、整体的音乐结构都起到很关键性的作用，使听者可以跟音

乐交流，体会音乐中的情绪，让自己的思想上和感情上与音乐产生共鸣。

在作品《皮黄》当中，典型的节奏型可以分为两类：

一、切分形式的节奏型

在张朝的作品《皮黄》当中大多是以切分为主，这些切分很多表现在一些快板当中，

很多都是前十六后三十二。这样切分的紧凑形式，让作品带有明朗、跳跃的感觉。其中

最为特别的是在作品【慢板】当中左手的94—97小节，切分当中，缓和了节奏的欢快感。

经过前面张朝对童年时期天真无邪的生活和自然宁静的环境的刻画。【慢板】的乐曲部

分，张朝戏剧性的进入一个舒缓的状态，好像是远远的声音飘来，一种思考的状态。左

手的切分在这部分变得缓慢悠扬。

二、空拍弱起的节奏型

在张朝的这首作品当中，空拍弱起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节奏型，就像是说一句话，但

是要提起～口气来一下子说出，也像是在京剧当中，要预备的一种状态，在弱起的半拍

之后，紧跟着就是一种冲击感，这样的节奏类型的形式，使京剧场面的画面感很强烈。

3．4速度的变化

速度是构成音乐重要要素之一，在音乐当中，音色、速度、和弦、旋律线都是不可

缺少的。而这些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构成了音乐语言。在作品《皮黄》当中，与节奏节拍

紧密联系的则是速度的变化，因为节拍的不同，节奏不同，节奏的不同，带动到音乐中

速度的快与慢等一些因素，速度并不是音乐内涵中唯一能表达音乐的因素因，但是不难

知道，速度的变化影响着音乐的音色变化，影响音乐整体的风格，甚至在力度的变化上

面也是有所影响。在作品当中，较快的速度大多表现的是戏曲场面，较慢的速度则很多

体现作曲家对家乡的回忆，在乐曲当中，快速与慢速的交替很多，在速度变化上情绪也

出现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慢板】与【快板】以及【摇板】当中，速度从慢到快最后

急切，这样递进的关系让作品的感情线层层向上，回味无穷。

3．4．1自由紧凑

在京剧当中，运用西皮和二黄等不同腔调进行调式对比，可以带动京剧唱腔发展的

动力，两种唱腔在不同唱段中的变换运用，大大开拓了京剧唱腔的表现力。而在作品当

中，例如从【原板】到【快三眼】的部分都是提取京剧当中西皮调，从【慢板】开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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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黄，最后在【跺板】的时候又融入西皮和二黄调，可以说是整首歌穿透了西皮与二

黄调，这是一部经典的京剧钢琴作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紧拉慢唱的形式当中，速度也

是自由并且紧凑，由于没有段落的节奏与节拍都是不一样的，情绪和速度也是不同的，

加之作者张朝利用中国传统戏剧的元素进行创作，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感觉，比如在

作品开始的【导板】当中，作曲家是用的散板的形式，但是演奏者必须做到音散而意不

散也就是说自由并有规则的弹奏。

3．4．2流畅优雅

流畅优雅可以说体现在全曲当中，也可以尤其是体现在【流水】的片段当中，行

如流水的情绪表达和安静优雅静谧的旋律，在作品当中，速度的把握是一个需要重视的

部分，在【流水】当中，右手的十六分音符的一气呵成，就如微风似的，紧密的十六分

音符串联弹奏，在速度上有意向京戏靠拢，在感情上又像是回忆童年的嬉戏玩闹，高八

度的对话也像是京戏中两人的交流和与玩伴的追逐。音符运用的流畅优美，在【慢板】

当中，前面的简单的音符更是让人进入一个安静的环境。

3．4．3天真热情

作品的背景就是作曲家是有意的将自己的童年生活融合入音乐当中。例如在作品当

中【二六】中，在富有特色的京剧唱腔中，不时的流露出作曲家对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

左手轻快的跳音也如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一般，右手的切分附点以及十六分音符的连续

性，也更加起到烘托作用。以及【快三眼】的八四拍快的速度加之多种节奏型的变化，

体现出了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京剧的演出当中，很多的人物在速度上的把握都是不尽

相同的。同样，在钢琴音乐当中，每人的理解不同所弹奏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3．4．4宁静悠扬

在作品当中，【慢板】是整个音乐中比较缓慢的部分，这部分也是作者描绘家乡景

色静谧安详的一个场景，慢板的速度是二四拍的，整体的节奏是比较缓慢的，纵观全曲，

慢板这部分是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过渡式的音乐片段。在慢板

当中的音乐情绪上，作曲家没有以热情奔放的音乐来表现家乡的热闹，也没有用意味深

长的口气来回忆家乡的温暖。而是像在作品当中体现的那样，缓缓道来，宁静而悠扬的

景色瞬间就出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一阵微风吹来，水波粼粼。在丛林中鸟语花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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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水，在这部分作曲家也用到了像二声部这样的音乐手法，一唱一和，也附和京剧元

素的音乐节奏在里面。

3．5细腻的音色

精致的音色变化是我们演奏作品的时候所追求的目标，在音色的处理上面显得丰富

而优美。音色的把握往往也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通往聆听着心中的重要途径。我们

想表现出音乐作品的快乐，悲伤，郁闷，感动，热情，静谧，活力希望，等一些音乐情

绪的时候，音乐中的音色就是将这些诠释的关键，而音色的变化关键在于演奏控制力，

怎么去表达音色和怎么诠释作品，想要达到丰富而具有多样化的音色都是要通过不断的

尝试和细心的探索。一位学者说过：“在你弹琴的时候，在手没有触键之前，音乐已经

开始了”他的意思其实概括一点说就是我们应当锻炼具备丰富想象的内心听觉能力，心理

准备在前，手上准备在后。丰富的想象能力是提升音乐和传递音乐的先决条件，只有面

对一首作品，我们有能力去投入其中，这样才有可能演奏出与作曲家想表达的思想相近

的可能性。中国作品当中的钢琴音乐与国外的音乐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钢琴作品当

中，充满了情绪感，一首作品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元素，而在作品《皮黄》当中，更是

充满着多样的情感经历和诉说着京剧舞台上的内容。非常的充实，中国的很多钢琴音乐

作品当中，技巧或许没有很多，但是音乐语言的表达却很多。在作品《皮黄》当中，音

色的变化也是很讲究的一方面，因为整个作品是作者对家乡的回忆，当中全程是在穿插

的京剧唱腔的音乐体系，在这方面，音色的变化会很快，可能上一秒是安静的下一秒就

是充满激情的音乐情感。

3．5．1充满活力的低音

作品当中的左手低音，大多是一个配角，但是在作品《皮黄》当中，双手都是同样

重要的角色，在这里要举例说明的是乐曲当中的【摇板】。其中可以听到是由【原板】

里面的主要旋律线条作为固定的音乐线，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节拍节奏以及作曲家想

要表达的情感做出变化。摇板即紧拉慢唱，也称紧打慢唱，是京剧戏曲当中，板式结构

是支撑音乐的重要的其中一点，他的伴奏乐器有四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小三弦。

在紧拉慢唱当中，因为速度要求比较快，所以用胡琴快速的拉，节奏排列很紧凑，听觉

上面也是越来越紧张的一种情绪，这样的称之为紧拉。那么慢唱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有延

长线的演唱拖腔。在西方的音乐作品当中，紧拉慢唱的这种唱法形式极少出现，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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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板发展而后，从西皮的风格转变二黄的风格，到最后用鼓来推向高潮，层层递进。

【摇板】的这段音乐是描写了悲情英雄林冲，这一段也是全曲唯一一段是描写出任务特

点的，在这段当中，双手需要高度的配合，速度无形的变化，也是双手力度变化的一个

先决条件，在速度中追求音乐，也是作品创作手法上新颖的表现。

3．5．2跳音的色彩

跳音往往是欢快时候作曲家用到的表情符号，作品《皮黄》当中，加上跳音，也

是体现作品当中京剧味道色彩的，跳音在作品当中，是欢快的也是紧张的同时也有温和

的深远的。比如在【慢板】里面，右手的跳音是就是具有回忆性的，二四拍是这段的基

石，慢条斯理而又有延伸性；然而【跺板】当中，左手的跳音，则是欢快紧张的，由于

表现的音乐情节不同，所以跳音的音色肯定不同。这些神奇的跳音音色，也是组成乐曲

音乐语言的一部分，也是成为作品当中音色构成的一部分。

3．6不拘一格的调式

中国的音乐作品大多是五声调式，五声调式也可以称为中国调式或者是民族调式。

我们所常见的欧洲的大小调体系是西方作曲家常用的创作调式，这与中国传统的五声调

式是有着区别的。从音阶构成的方式等方面看来， 便可以感受到两者的本质的区别和

特点，作品《皮黄》这首有强烈的中国歌剧作品的味道，模式的概念也很有中国特色。

在调式上的扩展也是作品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比如在作品当中通过模进的手法，将音

高调式逐步的向上推进，这种方式，将简单淳朴的五声调式也能烘托出炫丽的音乐，在

保持着有五声调式这样的同时，作者也加入一些多声部混合，有左手右手相呼应的形式，

旋律线保持同一层，也有平行四五度这样的和弦形式，很多的音乐作品中，出现三度叠

置的和弦，这样的和弦让音乐听起来饱满丰盈。但是在《皮黄》当中，很少有像这样的

叠置的和弦，一般这样的和弦也是出现在比较突出的重音的地方。在《皮黄》当中【流

水】的这段，左手的声部第一和-d,节是E羽五声调式上，在第三和第四小节是对前面

一二小节的下方小二度的模进而右手旋律的调式则是建立在A商五声调式上。作品当中

还运用了双重调式，主题是一个调式，和声是一个调式，这样的形式，增加了音乐听觉

上的丰富感，也让音乐在无形之中增加感情颜色，在西方的钢琴音乐当中，和声是给音

乐增加了灵魂，经常可以看到双和弦，三度和弦等和声模式，但是在这部作品当中，作

曲家没有大量运用三度重叠的和声效果，采用的是四度、五度这样的结构，其实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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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让作品更加干净，在作品的【摇板】里面，第157，159小节，出现的平行五度的

进行。这是作曲家运用的平行和声，同时将中国五声调式与西方的音乐结合而成。

从上述作品分析的音乐语言当中，展示了作曲家的民族风格的钢琴音乐在积极和成

功的探索，作曲家对京剧音乐作品的处理是灵活的，它是严肃的，是大胆的，也是体面

的，他在戏曲的经典下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创新之举下，推出了新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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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也就是解释对一种事物的理解方式，演奏诠释也是对作品演奏方面的一种理

解和分析，首先在弹奏作品的时候，感情投入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在感情延伸的同时，

也要先去理解作品当中所蕴含的情感投入的主线，在掌握之后，我们才会有感情的处理。

其次，感情的处理也可以视作为技巧处理的其中之一。有的时候，钢琴的演奏其实也可

以被视为对音乐作品的第二次创作，一种从书面表达的方式，转化为演奏形式，同样也

是一种可以自由的表达各种对艺术个性理解的形式，而这种对艺术的自我理解的形式没

有一个统一不变的衡量标准，可以说这就是演奏者的魅力，同样这也是艺术独具魅力的

一个原因。在钢琴的音乐作当中，作曲家是有内的、有感情的、有寓意的、有意境的、

有形象的、有风格的来表达艺术形式，钢琴作品当中的感情线与别的音乐作品一样，而

这些要完全的表达出来，就需要理解作品当中的含义，通过谱面了解作品中表达的含义

这是演奏者对作品掌握最为基础方法之一，作为钢琴的弹奏者，最根本的就是忠实地表

达音乐作品的内涵。

4．1《皮黄》的演奏技巧

钢琴演奏技巧与材料本身和材料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钢琴创作的特

点，一些技巧是根据钢琴的特性而产生的。演奏作品是表达作品的一种方式，也是传达

音乐的方式，演奏技巧和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技巧是作为钢琴演奏者必备的一种能力

体现，在演奏当中，演奏技巧运用的方式不同，所表达出来的音乐色彩是不同的。对于

《皮黄》这部作品来说，技巧的体现不在于速度多么的快，而是需要看演奏者在弹奏作

品中音符所处理的手法。通过装饰音或是节奏等一些谱面说明，去联想到中国京剧唱腔

中的唱腔选段，联想到京剧场面以及充满戏剧性的京剧内容。

4．1．1装饰音

任何的房间当中或者人的穿着上面，加上一些装饰品都会显得尤其的特别，这些装

饰的东西。可以给本来比较苍白和平淡的画面，装饰的有光彩。更为人瞩目。那么在音

乐当中。装饰音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很多的作品当中，装饰音的存在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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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了丰富的颜色，在西方世界的巴洛克时期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种音乐表现手法就

是装饰音的运用，其实在装饰音里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颤音、倚音、波音和回音。颤音

又是分为长，短颤音，我们经常的看到的很多是在音符的上方有一个符号来书写的，这样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仃”：例如在巴赫的很多作品当中，无论是相对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作品，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装饰音。这些装饰的出现，不仅仅是对演奏者技巧上的一

个考验，也是起到具有辅助音乐效果的成效。所以装饰音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很多音乐节

青睐。

在中国的民族音乐当中，装饰音更是一个比不可少的音乐要素。在众多的中国传统

钢琴作品当中，装饰音的加入给作品添加了魔法，有时候装饰音是小鸟的日q声，有时候

是模仿乐器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的表达效果，都是音乐与人的交流，这是一种无声的

交流，也是一种神奇的效果。钢琴民族音乐作品当中装饰音大多运用的是四种：滑音、

倚音、波音、琶音。在作品《皮黄》当中，演奏这些装饰音的时候，要结合音乐背景。

3—1 0

这是乐曲引子的部分，颤音和倚音以及琶音三种装饰音一起出现，这样强调了主题

也强调乐曲整个风格是怎样的。在弹奏作品当中的倚音的时候就要想到京剧演出当中伴

奏的乐器，要将戏剧的感觉突出，演奏的时候倚音要弹的轻快，重音落在下面的音符上，

颤音弹奏的时候不用过于长，但是要稍快，琶音弹奏的时候就要与颤音和倚音相对的有

一个反差，不要快慢慢的一个个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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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l

在谱例3．1l当中的颤音就要有～种弱起的感觉，所以弹奏这几个小节的时候，就要

注意重音是在每小节的第一个音，而每小节最后的颤音是为了衬托下面的音符。

4．1．2节奏

《皮黄》当中的节奏是根据节拍不同而不同，节奏是可以作为音乐的灵魂，没有

节奏就比较难听出来弹奏音乐所表达的感情。在作品《皮黄》当中，作曲家在节奏上面

结合了京戏当中的板腔结构，有强有弱，有板有眼，类似于现代音乐中拍子的概念，但

不完全相同。在作品当中，比如“散板”当中节奏节拍是比较自由的，具有弹性节拍的

形式，而在西方的音乐当中，很多的作曲家都是用比较恒定的音值，所以在西方乐曲当

中，来达到剧中情绪、感情的宣泄，自由散拍的节奏基本上是很少见的。《皮黄》当中

是将传统的京剧的板式结构变化用于作品当中，始终贯穿于整个作品的音乐旋律。

4．1．3音色

音色是传递音乐的很直接的方式，很多内心的想法通过对音乐中音色的处理而变

得更加通灵。《皮黄》里面的音乐把握其实与其京剧当中唱腔是表现一致的。忽起忽落

得感觉与板腔结构的感觉也是同步的。作品当中，有模仿乐器的音色也有表现家乡的音

色也有京戏场面对打的音色，这些描画的通过音乐语言，通过演奏者，将不同的音色展

现给听众，比如在作品当中的“摇板”在弹奏这段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这是京戏场面，

其次，整个情绪的急迫的，所以音色上面不能跟“慢板”一样的自由拖延，“摇板”当

中每个音都是急促紧张的，主旋律是在右手的上面音，下方的主旋律是在左手最下面的

双音，这里的音色表现就要干脆但是每个音也要扎实。

4．1．4踏板

踏板作为音乐作品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作品成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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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为，钢琴单独的音色或是节奏或是装饰音的演奏，是给作品添加了很多无形的色

彩。而踏板的加入是在这些无形色彩的基础之上加之以浓郁的一笔。世界著名钢琴大师

鲁宾斯坦曾说过“踏板是钢琴的灵魂”我们从鲁宾斯坦的这句话当中了解到的是钢琴

作品当中，踏板的运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可能跟演奏者的水平是无关的。如果

在演奏当，踏板的运用没有掌握好这个可能是直接影响到弹奏的音色效果和作品风格。

《皮黄》里面的踏板，属于如果出现就是很长一段踏板的连续运用，如果不出现那就是

很干净的没有踏板的形式。那么在连续使用踏板当中，切分踏板运用的很多，音乐需要

一个延续性的感觉。还有一种是配合出京剧场面的踏板的运用。例如谱例3一12

3—12

V：．掣H H H|∥一曦{／＼i i
—，。严矗，一 ■ ● ■ 一 ● ■ !，一 1 P■ j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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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 蠢

在这部分，踏板的运用是给人一种京剧场面的听觉。由于在这部分是散板的节奏，

所以把握其踏板的规律也是整部作品的难点之一。

4．1．5跳音

跳音是一种弹奏方法，也是叫跳音奏法，是在音符的上边或者是下边标注的有小圆

点“．”或“黑三角”“V”的符号，当看到这样的符号的时候就是说明音符弹奏时候所

需要的实际演奏形式。比如在看到小圆点的时候，可以弹奏出该音符的一半时值。比如，

是两拍的音值，就只是可以弹出一拍的音值就可以，简单的跳音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

是反弹力跳音，第二种是下弹力跳音：

首先是跳音的整体力量是向上走，在手指接触琴键的时候，力量不需要很重，这样

的是反弹力的跳音这样的弹奏方式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很多人认为跳音就是短触键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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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但这样的弹奏形式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在手指的指尖弹奏钢琴的时候，挨着或者

是几乎挨着琴键的时候，但聚集了力量感，同时双手的掌关节稳固，手腕是要保持，在

落下的同时也准备突然的离开琴键，手腕向上提升，这样快速的弹奏就是反弹力。手指

的触键力量是向下走的，在向下走的同时就要做向上走的准备，在触动琴键的同时发出

短促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就是跳音，这样的方式就是跳音弹奏的方法之一。

第二种是下弹力的跳音，也就是力量是完全向下的，手腕抬起，由上往下触键，虽

然力量完全向下，但是弹奏的也要短促，在这样的跳音前页跟反弹力的跳音是一样的，

掌关节是要撑起来的，这样更好的使力量集中，肘关节也要稳定，在手腕抬起的时候，

一起往下迅速的触键，这个跟反弹跳音不同就是短促力量集中并且均匀。在作品当中的

跳音也是运用到这样两种形式，首先是在“原板”当中跳音为显示出弦乐器的俏皮则会

选择反弹跳音，在“二六”里面，左手的跳音，用的就是向下走的形式。

4．2音乐的模仿

在整个作品的开始到最后，都将其与京剧相结合，音乐当中融合了京剧，那么就

是与之息息相关。最为突出的就是在整个作品当中，京剧的唱腔体系一直根据音乐进行

变化。其实许多的作品都是有音乐的模仿，这些模仿增加音乐的色彩缩短了人与音乐直

接的距离。

4．2．1戏曲模仿

戏曲的模仿在作品当中体现的很多，由于是采用的京剧的模式，所以作品当中戏

曲的感觉会比较强烈，好比在《皮黄》的“快三眼”当中，张朝就是运用了比较复杂

多样的音符组合方法，对比之下在右手进入滑音的时候，所以展现出来的旋律效果就

是流畅的，在作品当中也有京剧不可缺少的器乐模仿，例如，模仿的中国京剧戏曲中

的乐器有京胡，模仿的它的滑音，由此来增音乐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在伴奏的乐器当

中，的有一种精神支柱就叫伴奏，在京剧当中京胡就是其中之一。在通过对器乐描述

当中体现了张朝在青年时代朝气蓬勃的状态，儿时的欢乐时光，以及作曲家的英雄傲

气的性格。 《皮黄》京剧的另一个元素的体现，就是在钢琴上用音符模仿器乐，而不

是单纯的靠西方的钢琴技巧，实现了整个音乐的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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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器乐模仿

京剧当中的伴奏乐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弦乐器一种是打击乐器，在京剧里面

的打击乐器有鼓板(檀板与单皮鼓)、大锣、小锣、钹等，在京戏当中一般“武场”

的时候会多用打击乐器；弦乐器包括有胡琴、月琴、弦子、笙、唢呐、三弦、胡琴等，

这些乐器大多以歌唱时候伴奏为主，但也有时用来衬托表演的动作。京戏当中月琴、

京胡、三弦、京二胡是多出现于文场当中，也是叫“四大件”。

在乐曲当中，“摇板”里面是一种上下为单音或是双和弦的旋律线条，这里的纯

四度平移句子，重音在于右手每四个音符的第一个音符，这样串联起来，仿佛是听到

了京剧器乐里面武打场面的伴奏乐器，像两个人相互僵持，脚下的碎步，急促而又紧

张。

3—1 3

而在“二六”当中，左手先行而入，右手的第一个小节开始，模仿的则是胡琴音

色，多样的音值组合，让音乐有滑音的效果。在左手旋律上面，经过技巧的处理，模

仿了鼓板的节奏，可以起到烘托出了右手旋律的作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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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慢唱其实是自由的唱拖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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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结语

中国钢琴作品的发展，与西方音乐息息相关，但是在中国钢琴创作当中，更多的创

作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作曲家提取民间文化为素材，进行

创作。所以，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趋势可以说是偏向于传统与现代技法的融合。

在传统的音乐基础之上进行结合，这也是成为中国钢琴作品的独一无二具有标志性的特

征。这样的结合与创作，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也受到更多钢琴爱好者甚至于著

名钢琴家的演奏与传播。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创作，也是中国民族音乐与

西方乐器结合的完美典范。张朝的音乐作品有的灵感是来自于童年家乡的回忆，有着对

故乡的怀念，对大自然的爱恋。在他的创作当中，有的非常浓厚的自然情节和民族性的

颜色。张朝将这些感情与钢琴结合，用具有中国民族的音乐线条与西方的演奏技巧结合，

作品突出了个性，也突出张朝自己的创作风格。丰富的灵感来源，也是因为作曲家从小

生活的环境，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和人文情怀，在弘扬中国民族音乐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钢琴作品《皮黄》当中，音乐的旋律、调式、节奏等方面贯穿着中国五声调式的

传统体系，实实在在的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在作品当中，五声调式和西方的创作技

法相结合，使得音乐在简单的五声调式里面更为显得活泼。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是传统音

乐与现代音乐的结合，所以作品《皮黄》也是一首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现代钢琴作品。

通过笔者对这部钢琴作品的分析，作曲家运用了变奏的手法，借鉴了中国特有的京戏中

的戏曲板式结构，采用了京剧当中西皮和二黄的唱腔结构，为大家描绘了家乡的景色以

及充满对家乡的回忆，也为大家展现出京剧当中文武场的伴奏场面以及对持的场面，其

中还包含有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英雄林冲的描写。如此具有丰富多彩的戏剧性与内容性

的一部成功作品。在调式方面张朝的创作具有民族性、传统性与筒约性，作曲家用这样

的手法加上技巧的运用，让作品中音乐表现的更加饱满。《皮黄》当中丰富的民族音乐

语言为先，结合现代作曲技法为辅助，综合形成雅俗共赏。优美的音乐语言为作品衬托

的更为广大听众所接受。采用京剧当中西皮、二黄的唱腔，运用其板式结构的变化性，

让作品更加生动和炫彩。作品的整体都贯穿着主题音乐，通过模仿京剧戏曲音乐当中乐

器四大件、打击乐营造出了丰富的织体音响。

第一次听乐曲《皮黄》的时候，只是觉得很好听，也很独特，因为音乐当中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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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和每段之间的联系都有着很微妙的音乐感觉。当认真的分析作品的时候，又一次去

感受作品当中组成乐曲的每个音符后才发现，其实在不了解这部音乐的情况下，只是觉

得它的可爱和优美。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作曲家创作的用心，每个段落每个表情符号的

运用，无疑是对中国京剧和钢琴的融合，也无疑是钢琴上面最美丽的京剧精灵。在笔者

探究乐曲当中，深深的折服于作曲家的才华和作曲家对中国钢琴民族音乐孜孜不倦的追

求。也折服于作曲家满满的爱国情操和创新理念。在他众多的创作当中，民族音乐一直

是他挥不断的感情线。不同时代当中总是会孕育出新的文化，也因此有着更多的人不断

的创新和创作出标志着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但是音乐是无界限的，这就是音乐可以被

很多样式的人所接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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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钢琴器乐类

附录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时间 所获荣誉／演出

《海燕》 钢琴作品 1980 “聂耳音乐”周公演

“聂耳音乐”周公演并分发表于《音乐
《谐谑曲》 钢琴作品 1980

创作》

《山林》 钢琴协奏曲 1982 交响乐队合作演出

长笛与钢琴
《诉》 1985

合奏
台湾首届“新原人”世界华人音乐作品

《山晚》 室内乐 1986．1990
一等奖

《滇南山谣
钢琴套曲 1992 第二届音协最高奖“金钟奖”

三首》

1995初稿、 首届“帕拉天奴杯”中国音乐创作大赛
《皮黄》 钢琴作品

2005定稿 一等

《哀牢狂想》 钢琴协奏 1996 录入“中国交响乐博览”

《中国旋律》 钢琴作品 2007 作为钢琴教材

《太阳祭》 二胡协奏 2010 上海民族乐团2011首演

中国文化部第十一届音乐作品评奖中
《图腾》 弦乐四重奏 1998

获二等奖

扬琴与二胡
《良辰》 2003 获“刘天华”奖

合奏

二、歌曲类：

作品名称 作品参与 演唱者

《中华家园》 第六、七民运会主题曲 宋祖英

《星空》 十一届全运会闭幕式主题曲 廖昌永、曹芙嘉

《花之海》 东亚运动会主题歌 谭金、范竞马

《凤求凰》 电视剧作品 顾雅丽、刘和刚

《出水芙蓉》 西安大唐芙蓉园主题歌 叶凡

《爱上一个人》 电视剧作品 顾雅丽

《期待》 2001元旦晚会主题曲 殷秀梅

《我看见了》 电视剧作品 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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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剧、舞剧

作品名称 所获荣誉／演出

《锦绣中华》 2001年、2002年于新加坡演出

《甘嫫阿妞》 与父亲首次合作，中国第一步由作曲家亲任编剧导演的大型音乐剧

《草原记忆》 大型民族舞剧

四、担任音乐总监及作曲：

晚会名称 时间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闭幕式 2005年11月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 1999年9月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 2003年9月

第十一届国际田联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开幕式 2006年8月

大型舞蹈诗“云顶飞歌” 2006年8月

大型诗乐舞“大唐狂想”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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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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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专业知识，教我做人的道理，她有时候像一个妈妈，有时候就是一个朋友，有时候就

是研究生导师。她会关心我在学校的生活，会在专业上面悉心教导。感谢王老师总是奉

献了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领着我们一遍一遍的在音乐厅过场，感谢王老师对专业的严

谨和对我们的用心，这一切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今生难忘，感谢她认真负责的对待我们每

一位学生，无私的奉献于每个学生。在跟随王老师的这些年，是我人生中最为收获的时

光。

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稿和参加论文答辩的专家们对本文所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使我能尽快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加以改正提高。

感谢一路以来陪伴我身边的父母在身后默默的支持我，关注着我的成长。

感谢学院的各位领导老师对我的教育和教导，感谢身边朋友的关心与陪伴。

王怡杰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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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一眼一琴一声一浅析张朝中国钢琴曲《皮黄》》【J】北方音乐2014年7月：17

<马思聪作品的艺术特点》【J】江西文艺2015年6月；111

《探访新乡赵堤大鼓》KJl民族音乐2011年4月：31—32

《浅析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艺术特色》【I】大众文艺2013年5；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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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

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

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己在论文中作了明确

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查!堡垒 日期：』：笪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有权保留并向国

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南师

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

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互缢直导师签名 黝b
日期：篁!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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