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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即兴曲——侗乡鼓楼》、《多耶》是两首运用现代作衄技法写成的具有侗族民间音

乐风格的钢琴曲。这两首钢琴曲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符合现代

人们审美习惯与特点的钢琴曲，作品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

本文在大量文献检索、深入地理论分析和个人演奏实践的基础上，对两首钢琴作品

进行了研究。论文分四个章节：

第一章介绍两首钢琴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两首钢琴曲的作者。在介绍时代背景的

同时，分别列举了交响音乐作品与钢琴音乐作品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时期的音乐作

品特点。

第二章论述了两首钢琴曲的音乐风格。从民族风格与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两方面来

论述。其中民族风格中分别论述了侗族的风土人情在乐曲中的体现及侗族的歌舞音乐在

乐曲中的体现。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从节奏、节拍的设计；和弦、调性、曲式及非传统

记谱法的应用几方面来论述。

第三章从侗族民间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方面来研究探讨。

第四章从演奏方面详细阐释两首钢琴作品。首先从节奏、触键方法、踏板使用三个

方面，详细地诠释了演奏技巧；其次，通过如何把握演奏思维、音乐情绪表达两个方面，

说明了如何进行音乐表现。

通过本文写作，试图让人们从钢琴曲创作及演奏两个方面，对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写

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钢琴曲有一个系统、全面地了解，对东西方音乐的结合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要把现代作曲技法与民族风格恰当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尽

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现代作曲技法； 侗族风格； 民间音乐； 新潮音乐



Abstract

“lmprompt⋯Dong xiang gu lou’’and”Dou ye“with the style of Dong nationality folk

music are two piano pieces created in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piano composing．

With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s and times flavors，the two piano pieces accord with

modem people’s aesthetic habits and features．

Based on lots ofdocuments searching，deep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personal performing

practice，the essay makes searches on the two piano pieces．It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es the times backgrotmd when the two piano pieces came into

being and their authors．While introducing the times background it cites a few examples of

symphonic and piano compositions to illustrate the features of the music compositions in this

period．

Chapter Two expounds the music style of the two piano pieces in two sides including

national style and the use of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In national style，it respectively

expounds how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and songs and dances of Dong

nationality are embodied in the compositions．The application of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 is

expounded in the design of rhythm and bea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ord，melody

nature，music form and nontraditional method of score memorizing．

Chapter Three has the research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Dong nationality folk music and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

Chapter Four stated the two piano compositions in performance in details．First，

performance skills are explained in details from rhythm，method of touching keys，the use of

treadle．Second．how to have music performance is stated in two sides consisting of how to

grasp well performing thoughts and music emotions．

Through this essay,from the two sides of piano composition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try to make people have a systematic and overall understanding to Chinese piano

compositions produced by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 with a national style and comprehend

correctly the combination of eastem music and western music．It is expected to combine

appropriately modem composition skills mad national style and contribute a bit to the

development ofChinese piano music．

Key Words：modem composition skills；dong nationality style folk music

modem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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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从1915年赵元任创作《和平进行曲》开始。，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逐

步走向繁荣。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中国音乐事业带来新的生机，中国的钢琴创作在题

材和技法方面都有所丰富和创新。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入了多元化的阶段，许多作曲家力阻追

求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音乐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神韵奇妙结合的方

法来创作中国钢琴曲。追求中国式的新音响、新音色、新技法。这些钢琴作品既有时代的新气

息又不失民族气质，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音乐宝库，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为了发展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中国钢琴音乐，本文试图对具有代表性的《多耶》及《即兴

曲——侗乡鼓楼》两首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写成的具有侗族风格的钢琴曲从作品的时代背景、作

品风格、侗族民间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及演奏方法等方面进行学习研究。作者期望以此

能引起人们对运用王贝代技法写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音乐的重视，共同推进中国的钢琴音乐

定化。

m用琴《浅谈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删钢琴艺术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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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

两首钢琴作品时代背景及作者介绍

一．《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时代背景介绍

1979年以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国策的全面实施，西方各种哲学思

潮、文化艺术流派、音乐观念、创作技法蜂拥而入。在音乐文化领域罩，许多作曲家运用西方

i鞋代作啦技法创作的中国音乐作品，被称之为“新潮”音乐。“薪潮”作曲家所借鉴的西方现代

作曲技法并不局限于某一流派，而是广及各种音乐流派及其作曲技法。如：无调性、泛调性、

十二畜序列、偶然音乐、点描音乐、电子音乐、简约派音乐等。绝大多数“新湖”作曲家把探

询求索的目光投向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华夏热土，这里面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哲学和文

化传统。有-部分作曲家深入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感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古朴、纯净

之美；另有一部分作曲家则被道家哲学及文人音乐深深吸引。

“新潮”作曲家所采用的现代作曲技法，不是盲目的追求现代派风格，而是衰睛达意的需

要：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也决不是民间素材的照搬，它必然要经过作曲家概括、提炼与再仓雌。
将中幽传统音乐语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渗透到现代作曲技法、现代音乐的语苦形式之中。“新

潮”作曲家力求使用恰当的近现代作曲技法来达到作品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艺术目的、给

民族精神赋予时代的特点。

中国新潮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潮音乐的开创阶,g瑟(1979--1984

年)。“新潮音乐”在此时期的产生也并非偶然。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西方音乐得以在中卧“泛

传播，思想解放冲破了封闭现代音乐的防线。这一阶段新潮音乐的创作以中、老年作曲家为主。

罗忠熔于1980年发表的声乐作品《涉江采芙蓉》是我国第一首运用十二音序列手法创作的新潮

音乐作品。另外他还根据杜牧和李白的诗歌相继创作出《秋之歌》、《峨眉山月歌》以及其它不

同题材的新潮作品。另外朱践耳的《黔岭素描》与《纳西一奇》也是不可多得的匕乘佳作。在

罗忠熔、朱践耳这些老年作曲家的影响下，一些中年作曲家也投入到了新潮音乐的创作当中。

这些中老年作曲家的创作，无论从创作技法方面，还是从创作规模方面来讲，都充分地显示出

中国新潮音乐已略具雏形。

第二个阶段是新潮音乐的发展阶段(198s_-1989)。这一阶段的创作以青年作曲家为主。这

批青年作曲家不但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了如指掌，而且对中国民族音乐也有透彻的理解。大批

体现现代音乐观念、具有现代技法特征的音乐作品脱颖而出。

比如在交响乐方面：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他借助于远古蛮荒时代云南沧原

佤族地区抽象的原始名画而产生了创作灵感，他在作品中使用了夕阳室内乐队，加进一些具有

特色的民族乐器及人声这样一种特殊编制，将自由无凋性、偶然作曲技法及自然人声、微分膏、

非j度露!置和声、非常规演奏与演唱等现代技法与具有民间音乐特色的音调结合起来，形成一

种奇特、新颖的音日向。

何训fFl的《达勃河随想曲》通过频繁的调性转换、复杂的乐队织体等一些较现代的作曲技
2



法，并在大型民族乐队中加入男高音和女高音两个哼唱声部，赋予古老的藏族民歌音调以新的

音响特质和新的艺术生命，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在西藏高原上藏族同胞生活和劳动的民俗音画。

谭盾第一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选取古琴曲《幽兰》、《梅花

三弄》的部分曲调，既描绘了中国式的古典美，又表现了当代人的思想，表达作者对民族精神

的赞颂。

在钢琴音乐作品方面，作为总体性现代音乐潮流的一部分，钢琴创作也呈现出创作风格E

的多层次与多元化特征。作曲家们在致力于全新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时，在构思中多立足于创

新，追求新颖的音响及色彩的变化。在调式运用方面，以多调式、多调性或某种调式、调性为

基础，渗透民族特点。在和声运用方面，削弱功能因素，运用平行的，半音化的或非三度叠置

性质的和弦。有的中青年作曲家还用自己独创的作曲技法创作钢琴作品。全新的中国钢琴音乐

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一时期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主要钢琴作品有：

陈铭志使用十二音序列技术写作的《八首钢琴小品》及《序曲与赋格》；汪：立三的《山东魁夷画

意》组曲、《梦天》、《他山集》、《天问》等作品；周龙的《五魁》；陈怡的《多耶》；陆培的《IlJ

歌与铜鼓乐》；权吉浩的《长短的组合》；高为杰的《秋野》；杨衡展的《但曲》；王建中的《诙

谐曲》、《小奏鸣曲》、《组曲》；石夫一的《数之一》；罗忠熔的《钢琴曲三首》：赵晓生的《太极》；

崔炳元的钢琴组曲《西藏素描》；邹向平的《即兴曲—侗乡鼓楼》等。

《长短组合》是以三首乐曲构成的组曲，三首乐曲总体结构是快、慢、快，标题‘‘长短’与朝鲜

民间音乐的节奏节拍形态以及朝鲜语的特点密切相关的，由于朝鲜语语音音节有长音节和短音

节的区别’民间音乐的基本节奏构成原则是“长短组合’’。这首钢琴曲的音调是现代的，而节奏却

是民涮的。充分地体现出了现代技法与朝鲜族民间音乐的结合。

《五魁》是以我国东北满族的传统舞蹈形式“五魁舞”这个题材为主题。舞蹈者头戴面具，

模仿虎、豹、熊、鹿、狗等动物形象，借以表现山林人的狩猎生活。《五魁》采用了单乐章的体

裁形式。乐曲前、屠两部分以粗犷、剽悍、炽烈的情绪与空旷抒I青的中闯部分形成对比。乐曲

运用了现代作曲技法，是一首现代作曲技法与满族民间音乐相结合的钢琴曲。

《梦天》是1980年，汪立三根据诗人李贺的诗《梦天》的意境，运用十二音体系技法，创作

的与之同名的钢琴曲。作曲家力图用现代作曲技法与东方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他山集》是汪立三在1982年创作的另一首钢琴曲。全曲分别以中国汉族的五种调式构成

五套序曲与赋格。第一首：升F商调序曲与赋格《书法与琴韵》，第二首：A羽调序曲与赋格《图

案》，第三首：徵调序曲与赋格《泥土的歌》，第四首：G角调序曲与赋格《民间玩具》，第五首：

F寓调序曲与赋格《山寨》。作曲家在创作中力求探索现代音乐与民族音乐结合的可自臣胜，融汇

了中国书法艺术、古琴艺术等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东方色彩。

陈铭志于1982年创作的《钢琴小品八首》其音列选自作曲家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作

品成功地把十二音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结合起来。

高为杰的《秋野》强调调式半音体系多样化，以多调式、多调性或某种调式、调性为基础，

渗透民族特点，在自由十二音的框架中保留某些调式或调性的特征。

赵晓生的钢琴曲《太极》创作于1987年，这首钢琴曲是赵晓生运用自己．仓0作的“太极作曲

体系”中的“阴阳调式系统”创作的钢琴作品。此曲有着浓郁的中国风味。“太极作曲体系”中



的“阴阳调式系统’是根据《周易》六十四卦图，运用其卦式变易中所包含之数理逻辑生成的。

《太极》在1987年E海“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创作及演奏比赛”中获得小型作品一等奖。

王建中的《组曲》作于1983年，是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仓U作的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作

品。《诙谐曲》采用的是自由无调性手法。

陈怡的《多耶》与邹向平的《即兴曲——侗乡鼓楼》都是作曲家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与侗族
民间音乐相结合的钢琴作品。

二、作者简介

钢琴曲《多耶》的作者陈怡，现为美国籍中国作曲家。她1953年出生于广‘州，3岁开始学

习钢琴，4岁学习小提琴。她在接受上山下乡“再教育”期间，在劳动之余为村民们演奏小提琴，

使她领晤到了民间文化的淳朴，为她以后的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1977年，陈眙考入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专门学习作曲知识。她在1983年及1986年先后取得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学士与

硕士学位，1986年在北京第～次举办她的作品发表会。陈怡的音乐总是表现出她在结合中国素

材与两方创作技法方面所作的不断尝试，她的早期作品是以西方传统曲式结构为框架，以本民

族音乐为内容。从80年代晚期开始，隙眙开始探索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民问音乐

相结合的道路。其中她1984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多耶》算是较成功的一郁。作品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作曲家赴广西采风时，对侗族“多耶”的感受。这首乐曲于1985年获全国第四届音乐作

品比赛的一等奖，并且曾被作为1994年中国国际钢琴比赛选用曲目。

《即兴曲——侗乡鼓楼》的作者邹向平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现为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

授。他于1987年创作的这首钢琴曲在1995年，在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名作曲家参加的“喜

玛拉雅杯首届中图风格钢琴作品国际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这首钢琴曲还是“中国

音乐金钟奖”钢琴比赛的规定曲目。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曲家在1987年的隆冬，列同族歌
手吴玉莲的陪伴下来到贵州省黎平县三龙乡采风时，对侗族的风土人隋及歌舞的感受。



第二章《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两首钢琴作品风格介绍

一．民族风格

H侗族的风：l：八情在乐曲中的体现

侗族和壮、布依、水等兄弟民族都是从古代越人的一支发展来的。有着悠久的文化艺术历

史，主要分布在湘、贵、滇～带的丛林中。大约在唐宋时期，有“侗族”之称出现。侗族以贵

州锦屏的启蒙为界，分南北两个方言地区，俗称“南侗”、“北侗”。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差异，

-ILN经济文化较发达，与周边其他民族交往较多，南侗多山，交通不便，对外联系较少，传统

文化保存更为丰富。侗族村寨_般依山傍水，鼓楼、风雨桥是侗乡的主要标志。侗乡“绿茵片

片，有茂密的庶田，青青的菜地；那些身着藏青色粗布绣满彩色花边衣裙的侗家妇女在田间忙

碌；远处的村落中造型别致的鼓楼，鹤立于深灰色的群寨屋顶之中；近处有横跨清溪的风雨桥。”

”正是这些深深吸引了作曲家。

鼓楼的建筑，下部一般呈方形，上面瓦檐呈多角形，飞阁重儋，层层而上，形似宝塔，高

耸寨中，巍峨壮丽，气势雄伟。鼓楼的层数多为奇数，有九到十三层不等，因为侗族先民认为

奇数是阳数，寓意吉祥。鼓楼一般高三到五丈，在侗寨中属高层建筑。鼓楼底部通常宽约二三

丈，有的围以拦杆，有的空敞，中置‘火睛，’，四周围有长凳以供人米息。楼檐层叠，覆以青瓦，

檐角附以彩色龙凤、花鸟、云朵泥塑。顶层呈伞状。楼中央以四根巨大的古杉作擎天柱直达屋

顶，四周以十二根中柱排列支撑。鼓楼结构复杂，但没有一根铁钉，通体全是木质结构。楼内

置大鼓一面，鼓楼便因此而得名。

鼓楼例来是侗族人传统社交文化生活的中心。人们在这里可以聚众议事，排解纠纷，申诉

评理，接待宾客，摆喜吃饭，教歌练唱，请师办学等。鼓楼以其精湛的建筑工艺和丰富的民族

内涵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侗族以民风淳朴而著称，直到今日，仍有人称侗乡为

“文明礼貌”之乡。

《即兴曲——侗乡鼓楼》不仅描绘出鼓楼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侗族人淳朴的民风。乐曲

一开始音响分为中、高、低三个声部层次，每一层的节奏和织体组合都各不相同，勾画出了鼓

楼的宝塔形的轮廓。低层的左右手交替连续六度进行，见例

孝蘩≥秽≯l雾≥舞
好似鼓楼的底部(宝塔的底座)，也似鼓楼内响起的隆隆的鼓

声。低音区的厚重、沉稳就似鼓楼中央四根巨大的古杉一样支撑住整个鼓楼，又像鼓楼内震撼

人心的鼓声，高层的连续大七度进行，见例

。邹向平《侗乡鼓楼与我的即兴曲》 音乐探索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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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的顶端(宝塔的顶尖)。乐曲进入第70小节(见例)

明亮、轻盈、空旷的音色就如

引予在这里再现，它将鼓楼的形象与鼓声同时再现了。在全曲达到高潮之后，

人心的鼓声再一次响起，鼓楼又贮立在人们的眼前。

鼓声再次闯入，

尾声出现，震撼

《即兴曲_—一侗乡鼓楼》自争展开部(54—69小节)是诗情画意的。它既描绘了侗乡优美如

画的风景，同时也描述了青年男女在美丽的风景陪衬下进行爱情对歌的场景。

(拥族的歌舞音乐在乐盥中的体现
侗族民歌是一份．卜分丰富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侗族民歌丰富多彩、繁花1以锦。侗族人素

以善歌而著称，因而侗乡被誉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

侗家人人会唱歌素有“年长者教歌，年轻人唱歌，年幼者学歌，善歌者受到赞扬，歌师受

至Ⅱ尊敬”的社会风尚。侗族俗语“饭养身，歌帮心”是对侗族人民热爱音乐的文化心理素质的

概括。侗族民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侗族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

的意志和愿望。

1．在音乐风格上，南北地区各不相同，南部地区侗族大歌较为柔和，音域较窄，音程的跳

动也不太大，—般用小三度、纯四度，典型的进行是小三度加大二度，给人以流畅柔和的感觉。

《即兴曲——侗乡鼓楼》乐曲中引子的旋律以小三度、增四度为楱心，保持了原始音调的古朴。

引子结束后进入第一段音乐主题，(见例1)

御f l

旋律进行是三度加二度的结合，模仿南部侗族大歌的旋律。整个音乐中没有原始民歌素材的弓

用，体现了作曲者对民歌旋律取得精髓、大胆发展的创造性。

2．侗族民歌旋律中还常常出现很多装饰音。

蓬藩糖遴簪帮



《多耶》中很多地方运用了装饰音。(见例2)

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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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侗族民歌的复调性。侗族是一个被称为有多声合唱的传统民族。在侗族大歌中，交奏是

形成多声部复调因素的重要手法。在长期演唱实践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和审美的需要，音乐逐

步产生了一些简单的对比手法，如简繁节奏的对置，节奏的交错进行，切分音、延留音的应用，

以及声部的模仿等等，使得支声复调因素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同声部在旋律和节奏方面，都

具有一定的独立陛。另外分别在不同声部运用持续长音以产生复调效果。

《即兴曲I—叫同乡鼓楼》的展开部(5，—69小节)一开始立刻将人沉浸在自然界诗情画意

和对歌的情景中。这里就是采用复调的写法表lⅪ侗族大歌的多卢性。(见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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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中第55小节运用声部上的节奏对比的手法，第56小节运用模仿和持续音的手法，第58小

节是切分音的应用，第59小节后半部分运用持续音的手法。

这一段复调音乐婉转、抒情，既有流水、蝉鸣、风吹的声音，又有男女青年歌颂爱情的歌

声。卢部的模仿就是一男一女一问—答的爱『青对歌。

《多耶》中也运用了很多复调手法。如：采用持续音和节奏对比的手法，(见例4)

例4

《多耶》过渡段(62小节)是⋯段复调音乐。采用了持续音、简繁节奏对置和声部模仿等复调

手法。

4．侗族民歌的节奏、节拍变化多样，混合节拍较多。北部侗族地区民歌中最多见的是3／4，

3／8拍，其次是2／4拍，以及少量的混合节拍。南部侗族地区的大歌、小歌中，节奏节拍较自由，

丰富多变，多用混合节拍。三连音、弱起小节的现象也很常见。如《多耶》中很多地方运用了

混合节拍。(见例5)

仍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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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第14、16、36、78小节也分别运用了混合节拍。

《即兴曲_—一同乡鼓楼》中也有很多地方运用了混合节拍。(见例6)

例6

灏+2110￡nos80 f-=一、j

另外第14、52、59、105、109小节也分别运用了混合节拍。

5．侗族的民问歌舞音乐“多耶”，又称“踩堂歌”，是侗族祭祀始祖母——萨岁活动中的一

种仪式。“踩堂歌除祭祀外，也是男女社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各种节日中，无论本寨青年男女或

有外寨青年男女聚在—起跳踩堂歌，总是先由领唱者唱起踩堂歌，姑娘们手牵手边合唱边圈成

一圈，翩翩起舞。男青年们随之手牵手围成外圈。—领众和，边唱边随节拍一起向右移动步伐，

双臂同时前后甩动。跳起踩堂歌来，队形如云翻浪滚，加上时而独唱、时而合唱、时雨男声、

时而女声、时而男女混声，间以多声部自然和声的歌唱配合，如风吼涛鸣。”。其中踩堂歌《你

们到来住几天》的旋律为：

主题旋律也是围绕dol，la展开的。见例

围绕dol，la展开旋俸陈怡的钢琴独奏曲《多耶》开始

多耶音乐旋律明快，节奏清晰，节拍形式

多为2／4拍，但在应和时常出现3／4拍小节。曲调与节奏具有即兴陛。

《多耶》中总共有三处运用自由节奏的地方。自由的节奏表现出多耶节奏即兴性的特点。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卅1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1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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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现是在《多耶》一开始的主题旋律，见例fi鬻萎嚣囊燕i二荐。：：蠹为歌头领唱的旋律
足一个贯穿全曲的主导动机。接着是众人相和的旋律，见例

主题的出现是用自由的节奏奏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庄严肃穆。自由节奏在《多耶》中第二次出

现(第62小节)还伴有衬腔或和腔，最得柔和、温隋。第三次出现(第106小节)低音琶音音

型陕速地向上移动，仿佛是领唱者从低音的喉腔逐渐转向情绪激昂的高音区叫喊。整个乐曲节

奏明快，始终保持着—种古朴、庄严、气势磅礴的感觉。

二．西方作曲技法在《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中的应用

(一)节奏、节拍的设计

1．运用不规则的节拍形式’

所谓不规则的节拍形式，就是拍号上方的数字不再用2、3、4、6、9或12等，『砸是盛行用

5、7、1等。例如《多耶》乐曲中出现过7／8、7／4、5／4、1／4等节拍。《即兴曲——侗乡鼓楼》

中出现过7／4、5／4、5／8、7／8、1／4等节拍。

2．无拍号记谱

《即兴曲——侗乡鼓楼》整个引子部分是无拍号的，用散板奏出。(见例7)

恸I 7

第53小节也是无拍号记谱。

《多耶》中第二次、第三次自由节奏的出现，也是用无拍号记谱。(见例8)

例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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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临时重音记号改变原有节拍的重音位置

运用临时重音记号改变原有节拍的重音位置增添了音乐的趣味I生。例如《多耶》中，再现

部左手及个别右手部分自Ⅱ入重音记号，演奏时完全打破了节拍的强弱规律。(见例9)
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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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曲——侗乡鼓楼》中也有几处运用临时重音记号的地方。(见例10)

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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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第90、9l、93、94、96、98、99、100、101、11卜124小节也都运用了临时重音记号来
改变原有节拍的强弱位置。

这种节拍的安排突出“多耶”即兴性的特点，这—特点是侗族民间歌曲“多耶”的特色所

在，这个特色显现了变化多端的侗族民问音乐的魅力。

4．频繁变换节拍

《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很多地方都采用了频繁变换节拍的作曲技法。《多耶》

引子部分共转换了三次节拍。由3／4拍换到2,／4再到l／4。(见例11)

仍I 11

浮i辱“。≥
《鬻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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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共转换了十一次节拍。所使用的节拍按节拍转换顺序如下；5／4、9／8、7／8、5／8、3／8、2／8、

2／4、7／8、4／4、3／4、2／4。

《即兴曲——侗乡鼓楼》呈示部共转换了十八次节拍。都是在6／4、4／4、5／4、3／4、7／4几

个拍子中来回交换。(见例12)

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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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囊弘；纛i二囊萎i熬聚攀毒。薄蕊曼。．：．：。焉寨j名i．；l露曩曩煮：豢三蠹《{譬j2一；舞，‘i豢萎i熬≥j1=1装r；譬!劳囊毒!j jj_==+iij=。#_；麟曩j叠量誊r豢‘j 瓷

再现部的第—部分共转换了23次节拍。是在3／4、4／4、6／4三个节拍之间来回交换，尾部两小

节换成6／8及7／8拍。(见例13)

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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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部的第二部分共转换了9次节拍。是在5／8、6／8、3／8、4／4及3／4几个节拍之间交换。

尾声部分转换了4次节拍。由4／6换到3／4到2／4再到1／4。(见例14)

例14

乐曲这样频繁的转换节拍正体现了侗族民歌节奏、节拍变换多样的特点。

5．纵向混合节拍

纵向混合节拍有两种情况，—种是把不同节拍的两个旋律用复调的形式演奏出来；另—种

是由一个含正常强弱规律节拍形式的旋律与另一个非正常强弱规律的旋律或非正常节奏形式组

合的多声部音乐，可造成纵向混合节拍的效果。。

《即兴曲—嘲乡勤陵》中采用了第二平十方法产生了“奇f禺对置”的节奏，(见例15)，卜
下相对的音不断发生变化。

仞』15

《多耶》中也出现过这种节奏，(见例16)

例16

m妲0世}晒方作曲技法》季家锦著 +砾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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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分音符为基础，上层以4位循环单位，下层以3位循环单位，上层的节奏属于正常强

弱规律节拍形式，下层属于非正常强弱规律节拍，于是产生了4：3这样的奇偶对置的节奏。
㈢和弦

这两首钢琴曲运用了很多非三度叠置的和弦。

1．混合音程和弦

即由两种或更多的音程类型所建构的一种更复杂的和弦。

《即兴曲_—叫同乡鼓楼》中由二度、三度、四度音程构成的和弦，(见例17)

例17 蛑趁舢黼⋯铆。
这两首钢琴曲中很多地方运用了这种混合音程和弦，这里不一⋯列举。

2．空五度和弦

即没有三音的三和弦。《即兴曲——侗乡鼓楼》引子部分就有这样的空五度和弦。

呈示部开始左手部分运用了空五度和弦。(见例1)

第7_nJ9小节也运--NT空五度和弦。再现部第一部分中第1—6 d,节NglT空五度和弦。(见例18)

簿垂≤雾雾肇辩蘑零竭
； ； {{ { ；睦!彗量薄垂掣匿季巍

3．四度和弦

四度和弦即和弦的结构由四度音构成。《即兴曲——侗乡鼓楼》中的四度和弦，(见例19)

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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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部结束部分) (再现部的第

《鞯摧羹。一烂耸展确
厶=》”氍也”。酬：—上十啊一一．’

曷矗；—翟 。一 }三u埘q■ro舻■

■———-一一1

I ∥ !
I 儿P—=。’-

(再现部第—部分结尾处)

5．多重和弦

多重和弦即复合和弦。《多耶》中的复合和弦(见例21)

例2l

_ 》

(呈示音D

(呈示部)中的

兰／．墨萼篓一莪氢}j||转泸攀努篓，孝曩篷矿篱



l倒

和弦。

中的

作者运用非三度叠置和弦就是为了避免使用西方传统和声手法，在音响上给人一种全新的

感觉，在听觉上给人以刺激，使音响具有鲜明的现代音乐风格。另外，中国传统的色彩f生和声

也1竽在这种非三度叠置和弦，因此这里的非三度叠置和弦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和声的，也可以说

是中国色彩性和声的，能够获得亦西亦中的解释。

㈢调性

1．《多耶》中广泛地采用了多调性结构。

(1)二重调性

，篇；i丐=：；；it、
。一客、喜囊攀≤塞毒垡≥。薄囊垂囊鸶疆霎翥
“喜b芝．￡=：=：多”7‘；

囊三i三三兰篡兰兰蓦
为二重诃陛，上声部为E宫调，下声部

为降D宫调。二重调性的同向运动使各声部的独立性增强，不协和程度增加，音响效果带有浓

厚的乡土气息，表现了侗族男女混声合唱的特点。另有一处二重调性的地方，(见例22)

例22

、誊：鏖穗萋豪誊i雾瑟囊蠡囊善
瀵!：薹_譬慧纂篓．煮、壁麓薰j善、囊黧黪鋈囊

上方声部为C宫调，下方声部为升F宫调。

(2)二重调性与三重调性的综合。(见例23)

恸I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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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鬃眷薛蕊巷j i謦l
∥鬻。。j藜：：臣黪二，，～{

例23是二重调性，上方音层为G宫调，下方音层升F宫调。

例24

；雾静j秘≯譬爨蒙添”孽磊K。㈣㈣””一九 羹潦。黪≥
”

{： ”。‘’“㈣_㈣“ ，誊{

例24是三重调性，上方音层旋律声部为D宫调；中间音层为双音，上方为降D宫，下方为降

A宫；下方音层也由双音构成，上方为降D宫，下方为降A宫。

％i，i }，o≈，l≈；B。腿$攀薹塞纛墓灞
l即 ≯⋯⋯ !

”《枣：灏目燃=茹勰黑尝弘：¨》；群i+=“j粼={
n=巍i甄戮銎兰鞴蒜罴蓊蘸三兰!!戮囊

(3) ∥．⋯。。臀～一+篡． 从这里开始的音乐也是带有多调性特征的，基于线性

原则的平行和声。所谓线性原则“强调的是和声的横向功能，讲求声部运动的方向和形式，其

思维：疗法区别于功能和声’’。“在一个作品中的‘同时发声’，仅仅是指非常独立的旋律线或多

或少，非控制地在一起进行。⋯--术语‘线性对位’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类型的音乐，在这里，
明显占优势的是横向线l生的作曲方法。”9

例25

群霉幂学毒嚣爹蚕鬻藩鬟帮蠹垂鸶蕊、：雾蠹誉囊黪窜零雩离骞毒雾搴煮
例25这里的平行和声主要采用大和弦为主，好似模拟笙的合奏a

2．《即兴曲——侗乡鼓楼》中的多调性及泛调性结构

<I)--重调式(见例26)

例26

。《我国当代音乐作品的和声创新问题》于安国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按法》(美)库斯特卡著人民音乐出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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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

部为降e羽—_f羽的转调，下声部在e羽调上。
(2)和声进行的线条化，它使织体中各声部的进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而自然流畅，增强了

多声层次的不稳定倾向和音乐发展的动力感。乐曲尾声(见例14)上方音层呈线性半旨化发

展，下方两个音程以音束方式叠加，但仍保留了各声部发展晰青晰线条。众多声部并置，构

成音响关系复杂的线性多声层次，没有明确的调性。这一段音乐是对鼓楼内隆隆鼓声的模仿，

震撼人tl,的鼓声再次响起。

(3)这—段音乐的音乐材料是由增四度模仿构成的，使整段音乐的调性都不明确。(见例27)

例27

粼≈』“，l}l{Hoo z。_：=-●。

-

凹曲式

两—酢目琴曲的曲式都是由引子、第—部分、中部、再现部及尾声几部分构成。实为保留了
传统衄式的三韶|生特征，但又不简单雷同于—般的复三部曲式。

1．《即兴曲——侗乡鼓楼》蓝式为：引子一第一部分(AB)一中部一再现部(A181C)一

尾声

(1)引子为自由结构，由虚线描绘出中、低、高三个音区的不同音乐材料，不同的和声织体

与不同的音区形成音块音乐，勾画出鼓楼的轮廓。

(2)第一部分由 A、B两段组成(2—54小节)，A段极富歌唱性，由两个乐句构成。两个

乐句是平行结构。下旬经过—个短促活泼的敲击性节奏乐句将音乐带到与A段歌唱性旋律相对

比的B段。B段是由5个不规整乐句组成的乐段结构。B段速度比A段还要陕些。第一、 ：句

上声部为固定音型流动，下声部是歌唱性旋律；第二旬的结尾还有句敲击眭节奏的扩充；第

二三、四、五旬固定流动音型分别由低声部换到高声部又再到低声部，结尾一句一步步将音乐推

向第一部分的高潮。这一段描述了侗乡优美的自然环境，先陧后陕，快奏部分充满浓烈的节日

气氛。

}|莽雾密罄搏孥，群辫。雾罗避颦篱溺瞄}謦～乒。壤譬酱舞孽攀祷一壤。絮霄一裂一k誊挚



(3)中部(55—69小节)风格自由。它一下予将人沉浸在自然界诤f青画意和对歌的情景中。

时而出现洫K、风吹、蝉鸣的音响，时而飘出青年男女的爱隋对歌。这一段采用多声部复调织

体的写法，音乐以歌唱——打断——歌唱——打断一再歌唱—一再打断的特征来表现。
接着，音乐情绪发生了突然变化，鼓声又一次响起，引予的主题在这里再现，即将鼓楼形

象与鼓声同时再现了。隆隆的鼓声将远古与现代拉到了—起，逐渐引出了动力性再现。

(4)再现部(70一132小节)再现部第—部分是对呈示部主题材料的缩减动力再现。第二部分

是全曲的集合与回顾。作曲家将增四度、大七度等特征音程直接用于加厚主题材料，将音乐推

向全曲的高潮。整个再现部节奏欢陕、情绪激烈、表现了节日赛歌的欢陕气氛。

(5耀声(】33—140小节)震撼古老大地的鼓声再一次晌起。用多重和弦以一系列强奏的半
音模进向上推进。这里是节日的喧嚣，人群的沸腾。

2．《多耶》曲式结构为引子一第～部分(呈示段、过渡段、对比段)一中部一再现部一尾
茁

(1)引子(1—_9小节)。音乐以领唱—合唱——领唱——合唱——再领唱～再合唱的方式
呈现出。主题旋律为侗歌音调，见例

这是巫师领唱的旋律。

引子部分为自由节奏，表现出多耶节奏即兴性的特点。

(2)第一部分①呈示段(10__61小节)由A、B、C三个段落构成。A段(1卜18小节)把
引子的旋律在加以变化的强调一遍。B段(19_弓7小节)由上下平行的两句构成，下句是对上

句的模仿，下旬末尾由一连串三连音把音乐带入c段。C段由三句构成，aa—b，aJ在a的基础上，

节奏没变只是音发生变化，是a的变化模仿。b的情绪比前两句有所变化，b句起始处是复调

织体，达到整个呈示部的高潮，b句尾处一连串六连音将音乐带入过渡段。

②过渡段(6}1163小节)过渡段是散奏部分，就像中国传统音乐的散板—样。这一段音乐节奏

缓慢，也是一段复调音乐，这一段复调音乐“是将广西侗族民歌与独特的京剧音调片断揉合在

起”“’作曲家在这里运用了京剧音调。见例

鑫奎隆。茅二=j￡—22j京剧音调与侗歌音调形成对比。
③对比段(64～105小节)对比段节奏较舒缓、平稳，采用京剧音调。

(3)中部(106—124小节)展开部是陕板，开始是自由节奏，无拍号记谱。采用了京剧音调

与侗歌音调。这里左右手低音琶音音型陕速地向上移动，仿佛是巫师从低音的哼唱逐渐转向情

绪激昂的高音区的叫喊。散奏结束后京剧音调在低音区出现，高音区和弦式的进行作为它的陪

衬。紧接着达到了全曲的高潮。第一主题侗歌音调在高音区以一连串平行和弦式进行的方式出

现。低音区是陕速流动的节奏音型。紧接着引出颇有生气地、在低音持续音音型伴奏下的一段

。《我国渐匕音乐作品的和声创新问题》 王安国著西茜j!f耐茁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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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舞蹈旋律韵昧的段落，即再现部。

(4)再现部(125小节—最后)再现部活泼、有生气。速度很快。由六句构成。第旬旋律在

右手，由十六分音符加花弹奏出，左手为八分音符固定音型伴奏；第二、三、四句旋律电在右

手，但是是以和弦的方式奏出，左手为十六分音符固定音型伴奏。这几句是平行结构，是旋律

的移位模仿；第五句是前几句的变化模仿；第六旬是卟很长的句子，前半旬也是对自U面的模

仿，后半句是一个扩充部分，情绪逐渐转为激昂直到全曲结束。再现部描绘出了侗族青年男女

在节日中欢快地跳踩常歌的场面。

∞非传统记谱法和新记号的运用

这两首钢琴陆运用了很多非传统记谱法。主要有：

1．————__舛卑举舛等竽强军耳军苹鞫这个记谱法表示所演奏的音渐强并渐

慨辞手斤千拜年竹呷这个记谱法表示所演奏的音渐弱并渐慢。
2．r““*一、表示可自由地反复

l；；
3．褥山“．}表示尽可能快地奏出。



第三章民族民间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之探索

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不是纯现代技法的盲目展示，而是有“源”2_zk，有“本”之木。这

里的“源”、“本”指的就是侗族民间音乐。这两首钢琴曲都是根据侗族音乐自身特点而有针对

性地采用现代作曲技法。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符合音乐内容表现的需要。

一．用节拍的多样化及频繁地变换节拍、速度表现侗族音乐节奏多变、即兴

性的特点。

侗族民间歌舞“多耶”的曲调与节奏都是即兴性的。钢琴曲《多耶》中出现了Largo(广板)、

adagio(慢板)、adante(行板)、Allegro(快板)、menomosso(稍陕些)、Allegro(快板)、vivo
COIl animato(活泼有生气地)八次速度变化，其中有六种速度标记。充分地表现了“多耶”旋

律节奏即兴性的特点。

侗族民歌的节奏节拍变化多样，混合拍子较多，南部侗族地区大歌、小歌中，节奏节拍较

自由，丰富多变。

《多耶》中的节拍设计灵活多样，并且频繁地变换节拍。乐曲所使用的节拍按转换的Jf目i』芋

排列如下：3／4、2／4、1／4、5／4、9／8、7／8、5／8、3／8、2／8、2／4、7／8、444、3／4、2／4、4／4、3／4、

5／8、7／4、4／4、2／4、3／4、2／4。全曲共转换了22次节拍，有十一评十节拍类型。

《即兴曲——侗乡鼓楼》中也运用了频繁交换节拍的手法。全曲共转换了五十一次节拍，

有十种节拍类型。其中6／4拍出现过8次；4／4拍出现过21次；7／4拍出现过1次；3／4拍出
现过12次；5／4拍出现过3次；6／8拍出现过4次；7／8拍出现过1次；5／8拍出现过2次；3／8

拍出现过1次；2／4拍出现过1次；l／4拍出现过1次。这样使用多样化的节拍及频繁的变化节

拍充分地体现了侗族大歌、小歌节奏自由，丰富多变的节奏特点，体现出侗族民歌节奏的特点。

二．用多调性及复调化的手法表现侗族音乐多声性的特点

侗族是一个具有多声部民歌传统的民族。这两首钢琴曲没有直接引用侗族多声部民歌素材

来创作钢琴音乐，而是采用多个调性结合的方式及复调化织体来表现侗族民间音乐的多声眭。

同时运用多调性模拟侗族民间乐器在不同调上吹奏的合音效果。“多耶”这种侗族歌舞常在芦笙

节中表演，他们常把不同调高的芦笙合在一—起吹奏，以产生热闹的效果。

三．用不和协的音响表现原始、古朴的侗族传统音乐

(硼族大歌追求大二度“蜂音”，呈大二度音高差别的两股声音同时发出，会产生一一种有揶
蜜蜂飞动时产生的“嗡嗡”共鸣声响。这两首钢琴曲中有很多地方采用了大二度音程来表现侗

族大歌的这种“蜂音”的音乐特征。例如：《多耶》(见例28)

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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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曲——侗乡鼓楼》中(见例29)

例29{摩熏朝；萨毒鞫{睦篆番i医亳烈
这几个地方采用了大二度音程，表现了原始、古朴的侗族音乐的美。

㈢《即兴曲—侗乡鼓楼》旋律的发展以作者主观设定的增四度、大七度两种不和协音程为

核心，并运用回避大三度的各种复杂非三度和弦结构。这种音响效果既表现了原始的侗族音乐

又颇富新意，给人以完全自然的感觉。

《多耶》这首钢琴曲广泛运用了多谢|生结构。二重调性、三重调性同向运动使各声部的独

立性增强，音响效果更加不协和，把侗族音乐的浓厚乡土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

警，戮，油

壁～

浮一爹，嘲烹≯§塾篡F妻≤，～～憋≯曼、扩，赫群、，积I鬟～
睁超箩慧∥譬一誊蘸一一熬耋誓、-觏．遂z：#；囊≮攀嗡



第四章《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演奏诠释之探讨

一．演奏技巧

(一)节奏与速度的掌握

《多耶》及《即兴曲——侗乡鼓楼》这两首曲子的节奏特点都是：1．节拍设计灵活多样2．频

繁变换节拍3．有散奏的部分4．复合节奏。而且两首钢琴曲都有多种速度标记。因此在演奏这

两首钢琴曲时，要注意掌握好节奏与速度。

首先，注意对节奏的掌握。

这两首钢琴曲中出现的节拍有：1／4、2／4、3／4、4／4、5／4、6／4、7／4、2／8、3／8、5／8、6／8、

7／8、9／8。在演奏时，要根据每个节拍自身的强弱特点来演奏。

但是，在乐曲中也有很多用临时重音记号改变原有节拍的重音位置的地方，就不能按照TF

常的节拍重音来演奏。例如《即兴曲_——侗乡鼓楼》中(见例30)

例30

原有节拍是4，4拍，但是加了临时重音记号后，实际演奏产生了3，8拍的效果。在这里，一定要

把加重音符号的音弹得很突出。

《多耶》中左手由于加了重音符号而产生了3／8拍的效果，与右手的4揖拍形成纵向混合节

拍，因此左手的重音处一定要弹得突出、响亮，强调3／8拍的效果。(见例31)

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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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奏的地方要弹得“形散而神不散”。

1．《即兴曲——侗乡鼓楼》标有五处Rubato的地方。

第一处Rub砒。是引子部分(见例7)，这里的散奏处理类{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散板。音乐感觉

要很连贯。第--d,节尾音的时值多延长一些，制造安静、古朴的氛围。紧接着第-d,节，速度

不要太漫。

侈4 32



32要慢起，逐渐加快。

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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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蝉鸣的声音及青年男女的爱情对歌，因此要弹得悠扬、婉转。这两处开始要弹得紧凑些，慢慢

再拉宽。要确定好自己所弹音的个数，每次演奏都按照确定的音的个数来演奏，使音乐处理更

罐罐

第四处Rubato见例

篦五处Rubato见例

理得自由些。

这里用来表现鼓声，二分音符可以延长多一些。

这里要慢起渐陕，可处

律霉



2．《多耶》中共有三处散奏。

第一处是引子部分。整个引子部分节奏都要弹得很自由，束表现“多耶’’节奏自由即兴的
特点。(见例35)

例35

妻。篓t。
漆零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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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处地方好似歌头的领唱，弹得要缓慢些。

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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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处地方蜊以众人的合唱，这里速度要快些，要弹得紧凑。
第二处散奏在过渡段(见例37)。

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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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弹得悠扬婉转、连绵不断。

第三处散奏在展开部。这里要求演奏速度很快。

另外，对速度的掌握也是演奏好这两首钢琴曲的关键。两首钢琴曲都各自有多种速度标记

及多次速度变换，一定要严格按照乐曲中标明的速度标记来演奏乐曲。

㈢触键方法及音色表现

触键方法要随着音乐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即兴曲——侗乡鼓楼》及《多耶》都是综合多种触键方法的钢琴曲。1．其中主要用到的

与演奏传统中国钢琴作品所不同的触键方法是“敲击幽蝻#方法”。所谓“敲击眭”触键法，不
要理解为敲击钢琴，而是指所演奏的音色要铿锵有力，尖锐明亮，但是不要将声音压死，声音

集中、有穿透力。要弹出这样的“敲击性”音色，手臂放松，手腕不僵硬地挺住；手指第一关

节及掌关节要牢固；触键时第一关节要牢牢抓住琴键，就像鹰爪一样：同时在落键的瞬间，整



个手臂要完全放松，发力时间极为短促，并尽可能陕地离开键盘。

(1)《即兴姗—一同乡鼓楼》中有的地方需要运用这种“敲击陛”触键方法。(见例38)
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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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处右手1、5指构成牢固的架子，掌关节支撑住；弹奏时手从上落下，落到琴键的一瞬间腕

子要挺住，同时手臂要马上放松。这里的声音要弹得有“敲击性”效果，所演奏的声音要铿锵

有力，很有节奏感，声音要有共鸣，通透明亮。

另外需要这种“敲击陆”触键的地方还有展开部结束处，模仿鼓声的、节奏类似打击乐的

音乐。(见例39)

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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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左右手都要运用“敲击陛’’的触键方式才可以把鼓声及铿锵有力的’陕感觉演绎出来。再
现部中的几处地方(第79、85、89、92、95—105小节)也要运用“敲击眭”的触键方式，在

这罩就卅i一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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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耶》中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运用这种“敲击性”的触键方式。首先引子部分一些加重

音符号的地方需要这种触键方式。(见例40)

例40

另有几个地方也要用到这种触键方式。(见例41)

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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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演奏方法不再详述，与上面解释相同。

2．和弦的演奏要采用贴键弹奏的方式。每个手指在所弹音的位置站好；贴着琴键的手指陕

速地把琴键弹到底，并要紧紧地抓住琴键，同时整个手臂要完全放松。这样演奏出来的声音才

会饱满、有力。

《即兴曲——侗乡鼓楼》中的和弦都要用这种方法弹奏。在展开部慢板部分结束后，鼓声

闯入的地方要这样弹奏和弦。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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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二分音符的和弦一定要弹得饱满有力，指尖紧钩琴键，贴键陕速落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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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完全放松，声音完全振动开。这样的鼓声才是深邃、共鸣的。这旱的和弦都要这样演奏。

另外，再现部的所有和弦都要这{羊j寅奏。特别是尾声的十四个和弦，更要特殊强调一下。

《多耶》中的和弦也要这样演奏。

3．在演奏这两首钢琴曲时，有的地方需要产生这样的音色：声音纯净、透明、清脆、亮而

不刺耳，安静古朴，而且传得很遥远。要演奏出这样的声音要做至IJ：首先，一定要用手指指尖

部位去弹奏；其次，手的掌关节一定要撑住，要感觉声音可以从手掌上方穿出：另外，在落键

的一瞬间，手腕一定要挺住；最后，手指落键不可以把声音压死，使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即兴曲——侗乡鼓楼》引子部分刚一开始就需要这样的音色。见例

这里的音色要弹得安静古朴，很遥远， ‘开始就营造出一种气氛。让人们感觉

到好似从远处眺望鼓楼的全貌。

这首钢琴曲很多地方都要运用这种弹奏方法。尤其是在展开部，这里是青年男女的爱}青对

歌描写，还有风吹、流水、蝉鸣的音响背景，非常诗情画意。所以这里的声音处理更要做得细

腻，弹得更要纯净、透明。

《多耶》这首钢琴曲也要运用这种弹奏方法。例如：引子部分中由歌头领唱的旋律就要运

用这种弹奏方法。呈示部过渡段(62小节)、对比段(64一105小节)右手的旋律部分也要运用

这种弹奏方法。

o踏板的使用

1．右踏板的使用

JF确的使用踏板是钢琴演奏成功的必要因素。这两首钢琴曲要想完美的表现，更离不了踏

板的作用。而右踏板是这两首钢琴曲最常用到的踏板。首先，要使用切分音踏板。就是根据和

声安排来换踏板。

其次，用极长的延音踏板。赵晓生在《钢琴演奏之道》中谈到“20世纪作品的踏板更趋向

极端。有时用极长的延音踏板，有时则完全不用，使音响干涩而无余响。”。《即兴曲——侗

乡鼓楼》中有些地方就运用了极长的延音踏板，—个踏板踩到底，把所有的音响混在一起。(见

例42)

例42

。《钢琴演奏之道》赵晓生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刊1999年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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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一个踏板。一开始的几个音可以不使用踏板，随着音越来越密集，速度越来越快，可

逐渐加入踏板，并将踏板由浅至深踩下去，不用更换踏板。这样可以产生音乐由弱渐强的效果，

音响逐渐扩大。

运用这种踏板的地方还有：呈示部的第52小节，展开部最后--4,节，再现部的第16、23、35、

6l—64小节，尾声--4,节用一个踏板。(见例14)

再次，根据节奏加踏板。

这两首钢琴曲有些地方要按照节奏重音来踩踏板。比如《即兴曲—1同乡鼓楼》再现部的

第二部分，开始节奏是5／8、6／8、及3／8几个拍子来回交换，就要根据这几个拍子的逻辑重音，

在强拍上加踏板。(见例43)

仞143

《多耶》再现部要根据4／4拍的逻辑重音，在强拍上加踏板。

另外，运用抖动踏板。《多耶》展开部一开始左右手琶音音型快速向上移动的部分需要运用

抖动踏板，即用脚陕速地、短促地反复踩踏板，不要将踏板睬至山芪，这样可以使音响效果不浑

浊。

《即兴曲——侗乡鼓楼》中呈示部结尾处(见例44)

例44

这里要运用抖动踏板。

2．中踏板的使用

中踏板可使音乐的和声更加清楚，层次更加分明，可以增加音乐的色彩。在手指按键出声

之后迅速地踩下中踏板，既可以使正在弹奏的音保留延长，而对此后弹奏的音也没有影响，不

会出现音响浑浊的现象。



《多耶》中呈示部的过渡段需要使用中踏板，在此处使用中踏板可以使低音很清楚地弹奏

出来，又不影响其他音，与右踏板同时使用，使音乐的层次更加清晰，增强音乐的表现力。

3．左踏板的使用

左踏板的作用是帮助演奏者把声音弹得更弱，使声音柔和。《多耶》中呈示部的过渡段可以

加入左踏板，加入左踏板后，音色可以变得更加暗淡、柔和，更能体现—种虚无缥缈的意境。

二。音乐表现

要想演奏好这两首钢琴曲，娴熟地掌握演奏技巧固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光凭掌握

演奏技巧是不能很好的演绎作品的，还应在非技术方面多下功夫。

¨音乐情绪的表达

对作品深入理解，恰当地把握好作品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隋，弹出作品特有的情绪，

是演奏乐曲成功的关键，是演奏中需要好好把握和琢摩的一部分。

这两首钢琴曲所表达的音乐思想基本相同。都是表现侗族风土人隋及歌舞的钢琴音乐。乐

曲的情绪都是先用随意性较强的引子引出主题，主题音乐开始都是在欢陕的气氛中展丌的；接

着中间都经过一段悠扬、婉转、安静的乐段；然后音乐又将人带入热闹、活泼、欢快的场面，

音乐表现手法也越来越丰富，音乐情绪也越来越高涨，达到高潮后由情绪激昂的尾声结束。

o演奏思维的把握

1．注意旋律线的走向

旋律线是一连串音的连续进行及它们的有机合成。在音乐表现中重要的是理解旋律发展的

逻辑，分析好旋律的走向，音调的倾向力，使入感受到情感的变化一紧张或松弛。卢梭曾说
过“全世界的人听到美的声音都会得到满足，但如果没有旋律的习惯变化赋之以生命，单凭这

种满足是引不起喜悦之J|青的，是不会成为高度的精神享受的。”由此可见旋律在音乐作品表现中

的重要性。

旋律不是一些孤立的音，每个音与每个音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它们是联结成一个完整的整

体的。在一条旋律线中，有的音比较重要，音乐的进行是f顷向于它的。因此掌握音乐的线条很

重要。

音乐的线条很容易看到，一般来说，旋律线往上走要奏出渐强，旋律线往下走要奏出渐弱，

没有这种微小的力度变化，就不能演奏出如歌的旋律。

《即兴曲——侗乡鼓楼》见例

1U i}6 4、y一一
这里的音乐线条是先上行，再下

行。因此演奏的时候要先弱起，然后渐强至降B这个音，这个音是这—句中的中心音，延长符

号后面的几个音再逐渐弱下来。这一句的速度不是很匣，因此不用逐个音都做出渐强或渐弱，

没有必要把每个音都上下移动。



展开部速度较缓漫，因此需要把每个音的移动都细致地做出来，让听众唰青楚每个音的和
声走向。

《多耶》的旋律线处理也是同理。

2．在注重音乐横向旋律线条的同时，还要强调音乐纵向结合的变化(如和声、织体等)。

这样把纵横结合起来，所演奏的音乐就会有清晰的层次感，会具有建筑式的严密性。横向的旋

律、纵向的和声及多变的节奏所构成的丰富的钢琴织体，使音乐立体化，这就要求演奏者从宏

观上准确理解音乐的特点，立体地诠释把握音乐内容与韵昧。

如《即兴曲——侗乡鼓楼》开始引子部分就要立体化地理解、演奏音乐。(见例7)这里

描述的是宝塔式的鼓楼造型。要把高、中、低三个音区层次弹得很分明，每个音区的音色处理

都不群，即高音区要弹得空旷、轻盈、明亮；中音区要弹得安静、古朴；低音区要弹得沉稳、

厚重。这样才能把鼓楼的造型演绎出来，使音乐立体化、建筑化。在展开部，采用的是复调的

手法。(见例45)

例45

FH“，、如；je-口 “0。

这一段复调音乐要演奏得很立体化，要把各声部用不同的音色区分开，第一声部要弹得像明亮

的小提琴，而第二声部要演奏得像低沉的大提琴一样。这样演绎出来的音乐就把侗族民歌多声

性的特点表现出来了。

《多耶》呈示部中的过渡段也是一段复调音乐，不同声部也要用不同的音色来处理。

因此，在演奏这两首钢琴蓝时，必须具有“立体”的思维方式，既要注重横向的线条美，

又要注重纵向的和声、织体变化。两者互相结合，互相渗透、融合。这样才自曾锤确而完美地表

现出这两首钢琴曲的特色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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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钢琴传入中国的一百年来，创作与演奏两个方面都同时出现了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在

这种情况下，探索西洋器乐创作的民族特色和中国胍格，无疑是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发展的主潮。

早在1934年齐尔品就曾说过：“中国人不需要巴赫、亨德尔或贝多芬，如果中国人要向西方取

法，应直接向印象派作曲家学习，如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耸也就是说，西方现代音乐与中

国传统音乐更接近一些，更适合中国作曲家去借鉴，并为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图传统审美与价

值取向的创作道路。

蒋一民就曾暗示“现代派”与“民族魂”的相通：“总的看，现代派技法的美学基础之一代

表了在音乐方面人类在新的高度上向自然回归的愿望。也许在这一点上，现代派与东方民族的

自然天性——根本无需‘反朴归真’——不谋而合匕钟子林认为“借鉴‘1945年以来的西方现

代音乐’进行现代音乐创作或许更能保存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特点”’。周晋民阐述了“中国

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的异曲同工，强调“中国的‘传统7和西方的‘现代’之间沟通的

呵能性和必要胜”。鼍乇立三认为，西方现代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都具有“单音内涵的丰富性”、

“音体系的多样性”和“乐思发展的散文性”，故呼吁进行“民族性与瑰』弋陡的结合”。樊祖荫

则指出中国民间多声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在“调式、调性、和声与多声结构形态”四个方面存

在相通，认为“作曲家们完全可以立足于民族音乐的传统基础之上，结合近现代音乐技法加以

更新和再创造，写出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来。”。

中圈钢琴音乐创作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钢琴家一方面学习借鉴、选择和采用西方现代作

曲技法，一方面叉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建设，把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

他们一直在努力追求民族性与现代f生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力求创作出与西方不同风格的具有

中国风格的现代钢琴作品。无论从创作方面还是演奏方面来看，中国钢琴音乐已由外来形式民

族化的初步阶段逐濒茳^全新的发展时期，既延续了民唉传统文化，又与当代世界音乐发展的
潮流相接轨。这是中西方音乐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音乐正在不断融于

当代国际音乐潮流。

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指出“中国作曲家写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对外开放，引进人家

的技术、-y-,法，作为文化交流是正常的，但片面看待‘洋人承认’不足取。如果我们当中哪个

的创作没有民族特色，就意味着多了一个写西方音乐的人，少了一个中国作曲家。”中国钢琴音

。转引自《中国现代音乐：本t与西方的对话一两方现代音乐对中周大辟晴乐创作的影响》李诗原著 卜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第98页)

。转引自《中周现代音乐：本土与西方的对话一西方}兕{弋音乐对中国夫陆音乐创作的影响》李诗j氟著 【．海音乐学院}『j版社

2004年(第98页)

。转引白《中国现代音乐：本土与西方的对话一两方现代音乐对中国大陆音牙碓4作的影响》李诗原著上海占乐学院出版社
2(1【H年(第98页)



乐创作者未来的探索方向应该是：寻找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结合点，实现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连接。

运用西方的现代音乐的语言形式，并将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渗透其中；同时，创作现代钢琴作品

要根植于中l鲴的传统音乐文化，要注重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作品要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

要求、审美习惯，作品的风格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这就要求中国钢琴创作者必须

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吸取有益的东西；又要加强钻研本民族的文化，

吸取其精髓，体现中华民族的艺术神韵。

《即兴曲——侗乡鼓楼》与《多耶》这两首钢琴曲是用现代技法写成的具有侗族风格的钢

琴曲，是现代l生与民族性很好结合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钢琴作品。作曲家在侗族音乐中普遍

存在的多声形式、丰富的节奏变化等因素中发掘着民族音乐的精华，作品带有浓厚的侗族音乐

色彩，但是作品不流于民间音调的简单变化，而是灵活运用现代作曲技法。笔者通过对这两首

钢琴曲的研究分析，不仅对我们理解与掌握这两部作品本身的创作特征，表现作品本身的内涵

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我们驾驭其他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写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圈钢

琴作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希望我国的钢琴创作者将浓厚的现代气息、先进的创作技法和鲜

明的中国民族特色融为一体，更多更好地创作出既有民族陛又有现代|生的中国风格的现代钢琴

音乐作品，早闩形成中国钢琴乐派。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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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经过三年的学习、思考和写作，这篇拙文终于完成了，它不仅是我三年来努力学习的见证，

同时也倾注了许多师长、学长及朋友的心血。尤其是我的导师陈国红教授，陈老师不厌其烦地

对我的论文进行一遍一遍的悉心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对论文涉及到的曲日细心讲解，

使我受益非浅。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成为我学习的楷模。

感谢李明俊老师、张惠老师、娄雪玢老师、王f{=j昌老师、翦整阑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

时间评阅我的论文，并为我的论文修改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感谢音乐学院所有的老师对我的呵护与鼓励，你们不仅传授我知识，还为我指明了前进的

方向。

此外，本文的顺利完成也离不丌我的家人、朋友和同学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在这里一并表

示真挚的谢意。

这篇论文是三年来学习的总结，也是我的—个新起点。导师们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将激

励我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奋努力、不断进取。

此外，对本文引用的众多科研论著的中外专家学者，表示褰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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