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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鸣心先生是我国享誉国际乐坛的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五十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杜鸣心先生逐渐形成了以功力深厚的传统

作曲技法为基础，融入现代音乐思维方式，以格调高雅、飘逸、亲切感人的

音乐语言为特征，以调性音乐体系与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为切入点，以

视角独特、清新、具时代感的旋律写作而见长的、融入个性化世界观的音乐

创作风格。

杜鸣心先生的作品涵盖面很广，包括大型交响曲、交响诗、交响音画、

歌剧、舞剧、影视剧配乐、钢琴、小提琴独奏、重奏、协奏曲和声乐作品等。

总体来说，经过五十年的历练，杜鸣心先生在音乐创作上是相当成功的。鉴

于杜鸣心先生本人曾是钢琴演奏家，钢琴作品在其音乐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本文以杜鸣心先生的三首钢琴独奏曲、三套组曲和一首协奏曲作分

析基础，谨对创作于不同时期、跨越五十年的三首代表性作品《变奏曲》、《托

卡塔》和协奏曲《献给鼓浪屿》，做历史性回顾和系统性音乐分析。力求贴

近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观，旨在让人们站在理性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

对其钢琴作品的产生年代、历史背景、创作初衷、个性风格、时代意义，特

别是作曲技法与艺术特征等方面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由点及线、由线而面，

通过本文，可进一步对作曲家的整体音乐创作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其内心世

界、音乐人生与艺术情怀有所“透视”。

关键词：杜鸣心：钢琴作品；音乐分析；技法论述；

艺术特征；时代意义；



研究方法；1、选择杜呜心独立完成且正式发表、出版、公演、获奖

的钢琴独奏曲、组曲和协奏曲共十一首作为研究曲目，分为早、中、晚期，

按照创作年代排序，以独奏曲代表作《变奏曲》、《托卡塔》和协奏曲《献给

鼓浪屿》为重点，其他曲目为辅，做定向性、多角度的比较分析论述。2、

从传统曲式与作品分析的角度出发，注重作曲技术理论的定向分析，包括和

声、复调、配器和旋律写作等方面。3、杜鸣心的作品旨在以传统作曲技法

表现民族音乐风格，故本文以作品为本、从实际出发，分别以大小调体系和

血声性调式体系分析和声。4、鉴于高声部和低声部两概念不能完全准确的

说明旋律、副旋、内声部、外声部在高低音区的准确位置，特别是跨越式交

叉、交替、隐伏声部等特殊情况，本文加入上方声部、中间声部和下方声部

作为补充说明方式。5、每首作品均在音乐分析之后，总结其个性风格与艺

术特征。



Abstract

Mr．Du Ming xin is a pmfessor and doctoral tutor in the Composi矗on

D印a岫ent of恤Central CoIlservatory of Music，and he is a well如own

composer in me wod丞Inusical circles as well．

D血ng me past 50 years of tlis composition career’MLDu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coITlposition style d姗cterized by el皇gance，grace and a丘bction，

wIlich c锄b抽es t圭le system of tonality music aIld fork music，reflecting his

distinctive perSpective甜ld world ounook．

MLDu covers a wide scope in Ks works，jncludiIlg syIIlphony，sympho趟c

poem and tone pic细哈，0pe豫，ballet，backgmnd music in film&plays，piallo a11d

violin solo，ensemble姐d conce哟，嬲weU as Vocal music．hl general，hc has

succeeded a寄eat dcal m musical composition by hard work wimin the 50 years．

In View of tlle important role of llis pian0 music in his composition carcer，mis

thesis ba∞d on趾analysis of Mn)u§three pi籼solo，mere suites，alld one

conceno，aim at a historical坤view aIld systematic趾alysis of mree masterpieces

whichwere composed in di任b踟t p商odS抽8 50—year career’n啪ely《Variation》，

《Toc咖》，and《Fof Gu Lang IslaIld》．It imends to interpret t11e composer§

creation intent a11d his anistic id％which mayprovide a historical perpectivc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me creation back粤．ond趾d itltention，me individual s时le，

me epochal character and也e枷stic啊le of me mree pieces．Througll such an

a11alysis tllis the《s、ⅣiU hopeflllly pmvide a tlleoretical basis for me composer§

composition，船well蠲insight{nto h{s iIlller worJd，ilis music iife a|ld his artistic

feelings．

Key words：Du Ming xin，musical writings for piano，musical

analysis， eXposition of pianism， artistic character， epochal

significa虹on．



序言

杜鸣心简介及音乐创作历程

作曲家杜鸣心，1928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父亲是一位正义、善良的旧

军人，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于淞沪会战。杜鸣心从小就对好听的声音极为敏

感，非常喜欢看社戏、戏曲等民间演出，表现出良好的音乐天赋。儿童时期，

曾一度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己模仿、摸索着学习器乐演奏。1939一1948年就

读于陶行知育才学校，先后师从于贺绿汀、任光、范继森、查哈罗夫、吴乐

懿、黎国荃，学习钢琴、小提琴和基础音乐理论知识。

194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51年，曾以钢琴家的身份参加“布拉

格之春”国际音乐节。

1954年，受到国家公派在前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

师从著名作曲家、理论家、音乐社会活动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

教授学习作曲。1958年学成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讲师、副教授、

教授、系主任、硕导、博导至今。在55年的教学生涯中，教授了包括屈文

中、陈能济、郑秋枫、石夫、王立平、叶小钢、瞿小松、刘索拉、姚盛昌、

徐沛东、温中甲在内的十几位国际知名作曲家，和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名理论

作曲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等音乐人才。他们当中有些

在中央、上海、中国、天津等音乐学院任教，有些以职业作曲家的身份旅居

国外。

杜鸣心先生的音乐创作以器乐作品为主，从1955年写作第一首钢琴作

品《练习曲》至今，经过了50年的音乐创作历程。时至今日，共创作了包

括大型交响曲《青年》、《长城》、交响序曲《节日》、交响幻想曲《洛神》、

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交响诗《飘扬吧，军旗》、交响组蓝《洪湖赤卫队》、

京剧交响乐《杨门女将》在内的十余部交响乐作品，芭蕾舞剧《鱼美入》、《红

色娘子军》、歌剧《唤凤》等多部歌舞剧作品，电影《原野》、《伤逝》、电视

连续剧《冼星海》、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十余部影视剧、诗词交响配乐，

包括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第三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在内的三



部钢琴协奏曲和两部《小提琴协奏曲》，另有钢琴、小提琴、长笛等独奏、

重奏、组曲等二十余首器乐作品。其大部分作品被国内外著名演奏家、指挥

家与交响乐团演奏过无数次，并经常作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多次在北京、

香港、台北等地成功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并多次荣获国际、国内音乐比赛

的高奖。其音乐作品体裁众多、题材丰富，传统作曲技法功力和艺术修养尤

为深厚，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乃至京剧、戏曲的交响化创作进行了大胆、有

益的探索。他的作品以清丽、洒脱、大气辉煌的旋律写作和简洁、洗炼、浓

淡适宜的配器技法见长，音乐风格严谨、清新、优美、高雅，浪漫气息浓郁。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先生在50年的音乐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走自己的

艺术道路．即立足传统音乐体系、吸收现代作衄技法，扎根传统、面向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杜鸣心先生曾于1969年参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集

体创作组工作，但很快被调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创工作。杜先生

竭力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同事盛礼洪先生加入创作组。虽然《黄河》第一

乐章的某些钢琴和声织体及转调片断保留了他的想法，但仍不免对自己留下

些许的遗憾。

可以这样说，音乐是杜鸣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与生活，诸如创作、教学、

研讨、交流讲学等，每日的活动安排几乎全部围绕着音乐来进行。即，音乐

早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他的全部心境与整个灵魂。杜鸣心先生是新中国音乐

史上最重要的、跨世纪的作曲大师之一。



第一章 《变奏魄》的音乐分析

第一节 作品创作简介

钢琴《变奏曲》创作于1956年，当时杜鸣心先生尚在前苏联莫斯科柴

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师从楚拉基教授。这是继1955年成功创作《练习

曲》之后，又一首代表性的钢琴独奏曲，也是其学习成果的展示。

此时，年轻的杜鸣心已显露出对“乐器之王”——钢琴的详尽了解、演

奏技术的掌握、传统大小调与民族五声性调式的结合技巧、已近成熟的音乐

创作技术。作者旨在对上一首作品的超越，因此，作品规模远大于《练习曲》，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所用技法和个人情感都十分投入。作曲技术应用更广泛，

特别是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大胆使用，音乐创作思想与美学观念更趋成熟。

作品当然写得相当成功，于1986年发表在《音乐创作》第时期，给予作曲

家以极大的回报。

作者曾成功的在音乐学院期末考试中．为楚拉基、卡巴列夫斯基、哈恰

图良、夏波林等著名音乐家演奏这首作品。

第二节 音乐分析

《变奏曲》，变奏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主题 变奏I 变奏儿 变奏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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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大调的民族音乐风格主题(4+4+1)，由反复结构的双乐旬构成。方

整性的乐句式主题由作者自刨，略带锯齿形起伏的旋律清新、舒展、从容，

带有亲切的民族音调特征。旋律从调式属音出发，跳至上方纯四度主音，经

切分节奏、调式二级音回落至主音，以同主音小调稍作停留。这一充满朝气

切分节奏、调式二级音回落至主音，以同主音小调稍作停留。这充满朝气



和阳刚之美的上方纯四度跳进，构成了主题部分主导动机最重要的音程关

系，这个标志性的主题四度在随后的数个变奏旱得以极大发挥，主题——动

机对音乐的推动力和结构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联想作者的前一首作品《练

习曲》，引子旋律从E徵调式主音开始，跳进到下方四度B音后，再跳回到

调式主音，预示了主题旋律的展开方式和行进方向。

主题后续部分的音乐经过II 2与小属六和弦的连接，旋律节奏加密，下

方内声部作卡农式模仿，半终止于属音。第一乐句前半和声从主四六和弦开

始，以属持续音支持，经下属、小属、属、属=和弦到小主和弦，完成了一

组卜S—_d一【卜1复式功能循环。前两小节下方内声部与后两小节外声部
自然交接，构成一条悠长的、与主旋对位化的回转下行旋律声部，呈现出半

音化的发展方向。乐句后半和声复杂化，用5Ⅵ和弦连接变体属五六与导三

四和弦。向和声大调迈出一步。在第六小节第三拍、第七小节第二拍接连使

用6Ⅵ和弦，显然是主题部分的一个特色。第二乐句主体部分与第一句相似，

但和声复杂化，引入主调小属和弦、“Ⅵ和弦与连续的调式变音，为丰富音乐

的色彩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和声的功能性。下方声部保持原型引入的第

二乐旬后半，以小主六和弦开头，离调至0A大调，一连串非严格功能性的

和弦连接，使和声变得更加复杂。

主题最后一小节从导五六和弦转回主调，两个内声部作反向进行，使

用主调6III和弦与小主和弦对置，终止于调式主和弦，音乐趋于稳定。旋律

声部以五声性C微调式代表性和声的CGFC四音作结尾，揭示出有效穿插

在大小调体系中的民族调式。在CGFC四音的下方声部所对应的，是由调

式主持续音支持的半音上行的FG?AqA四音。如此巧妙而又用心良苦的和

声配置，完全符合传统和声的发展方向——半音化趋势。目的还在于暗示了

此种多重调式融和的手法，将成为此曲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小节

补充结尾是作为一条主线，以原型、扩大、变形等手法共出现五次，对全曲

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分别设置在多个变奏乐段里，起到主要乐思贯穿、暗示

回顾主题、乐段问连接过渡的多方面作用。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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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精细”且中西合璧的主题，特别是对仗式句法结构组织、严密的

四部和声推进式写法，与柴科夫斯基的《F大调变奏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时代的发展，超越之处是乐句间巧妙、别致的双调式转接。主题部分最

大的“亮点”就是大小调体系和声与五声性调式的有机结合。同主音大小调

交替是主题部分音乐的重要发展手法。变体的的主、属、导和弦共存，小属

与属和弦、小主与主和弦并列，多次间插6Ⅵ和弦及调式6Ⅵ级音，引入和声

大调，并向DA大调离调，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同主音大小调交替的超越。

同主音大小调的反复交替，加上熟练的三度关系调转换，可见浪漫主义乐派

创作手法对作者的影响。他的作品《水草舞》和《珊瑚舞》，就是使用同主

音大小调、平行大小调和连续上方三度移调，来实现调式交替、凋性对置，



讲究音乐作品光与色的结合，颇有几分印象派音乐的特征。在综合调式及其

变体结构中，着重发挥主要调式结构力的作用，即主调占优势、统一性居主

导地位。在不削弱调式结构力的前提下，极大发展了音乐的动力与色彩。调

性布局的逻辑性与连贯性，还体现在多重调性色彩方面，以“F”音为调中

心音，“次”调性、辅助调性围绕其宗、交相辉映。

变奏I，F大调，扩充性装饰变奏。整体上基本保持了主题的原有线条、

轮廓和构成。主题部分的主体结构稍作扩大，将大乐旬割裂为方整小旬，主

题交给低声部陈述，高声部通过环绕旋律骨干音的助音、经过音来修饰主题

旋律，加强其流畅性。主题的四度音程动机由两组十六分音符的首音连缀而

成，并向下方移位。和声嵌入半音关系做细节变化，低声部采用模进式的节

奏贯穿写法，直至最后一句变形，向下属方向离调。低声部同一音型作八度

跳跃，后经变换节拍进入收束，补充终止保持了主题结尾的音型和结构。

变奏II为复乐段结构，自由变奏。首段将主题演变成活泼、跳跃、民族

风格浓郁的新材料，保持了主题的旋律线条形态，但与主题的联系减弱，最

能够展示作曲家创作技巧的自由变奏手法，在此变奏及后面的变奏中大显身

手。作曲家得心应手的频繁调性游移、特别是半音化手法在此段初露倪端。

音乐从主调F大调出发，采用乐句式模进和向下方移位手法展开。与变奏I

一样，将象征着主题的标志性四度音程细分设罱在首句。途经bE、氓大调，

转回DE大调，期间向oC大调闪现，利用”DDⅦ7和弦于后一乐段回归主

调。音乐至此本该结束，但乐思意犹未尽，有继续发展的需要。遂运用前面

的新材料与主题材料结合，随着情绪的递进，以自然音模进、主题节奏型半

音模进、离调方式展开。利用等音调转换进行大小调交替(‘)D—C)，从oD

大调转为”c小调。乐段尾部旋律“突停”，转入低声部主调主长音，似乎是

话未说尽、留有余地。尾部节拍增值、节奏扩大、速度放慢，以同主音调式

交替平稳引出下一个变奏。

变奏ⅡI转为主题调性的同主音f小调，扩增为三个声部，自由变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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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小节引子交待出和声序进模式、和声节奏与基本音型。首段低声部旋律

采用来自主题的材料发展变奏，主题四度增值处理，后续部分变形后扩大化，

结合广板速度形成长大的旋律线条和悠然自得、缓缓铺开的姿态。全部旋律

演奏时皆用踏板保持，上方两声部则以相同节奏辅之大量丰满的附加音、倚

音等五声性复合和弦，主要以平行调式展开。

(谱例2)

、’，-—__一，
置P

^I。 ．，’—、 ，C——●、 。：听；、
“

艄I y L一 r’N YU
^ I．

一 ，一＼、．＼一／一l三二一”

rNL-一。。一I_

^

I． t)t、～

、、／二盘)



音高低音声部，在不同音区连缀而成与主旋同步的两条副旋——DBbAGF和

GFoED‘，D。即，在和声中“提炼”旋律，实现旋律的和声化、立体化写作。

第二段上方小三度移位至主调的平行0A大调，三个声部依照原样继续发展。

向上方半音调性A大调渗透，在功能性序进的和声中平添了短暂的半音对

置。色彩性插入的两小节连续的琶音和弦如灵光闪现一般，使缓慢行进的音

乐霎时流动起来，在一片沉寂中流露出少有的浪漫气息和斑斓的色彩。最后，

主题再现时，由中间声部派生出隐伏式高八度主题旋律，造成两条旋律线平

行移动，第二、三声部以相邻八度的重叠和声支持旋律声部。尾部回归主调，

以主题尾部原型遥相呼应式的与主题相扣。

变奏Ⅳ为扩大化的装饰性华彩变奏，F大调，典型民族风格的复调思维

方式。作曲家通过此变奏展示了自由的华彩对位复调技法。首先，将主题节

奏细分、音型复杂化，连续的切分音导致主题节奏摇晃、没有稳定感，小句

式分句不明显。来自主题的四度跳进主导音程，多次在不同音区、不同调性

上展示。低声部整体节奏极为复杂，以丰富的节奏“资源”配合旋律声部展

丌。不断运用变换节奏的密集音型与上方构成两声部复合节奏，有意识作上

下不同节奏的繁简互补。由某种独立意义的低声部设计成有趣的、被大量十

六分休止符间隔的点缀性小的音群，句断而气不断，紧紧跟随高声部延展。

在大乐句间不时穿插“填空式”的华彩连接句填充长音、过渡。中部变为双

音旋律，向小属调转移。尾部调性回归，延长的降五音属七和弦至主音终止，

补充的低八度属音“突变”的小附点节奏，预示着下一变奏的基本节奏型。

此变奏虽然属于复调技法乐段，但作曲家与生俱来的、流畅的旋律感给

人的印象颇深。两个声部乐句长短搭配、此起彼伏，在华彩对位中紧密相伴、

互为补充，接体推进顺利、浑然天成。

变奏V由两个等量乐段组成，复乐段结构。第一段是由变奏Ⅳ引导出低

声部同一节奏模式的自由变奏，开放性结构。记谱方式采用现代技法之一的

非调性的调号记谱，一个降号看似F大调或其平行小调，但由主音和主属关

系(bB—-F)、提取临时变音记号(‘'B、6E、6D、6G)、导音倾向性(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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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等方式，可以确定为bb小调。首段为4+4方整性乐句，长大的旋律由

杜鸣心特有的和声手法，标志性的四、五度和弦连接而成，上方另辟声部，

布置有规律的短促八度旋律点缀。低声部由调式主属音组成的特性附点节奏

作持续性贯穿处理，在主属固定音程中间插三全音，并保持这种特色节奏型

的低音进行到乐段术尾。过渡性的两小节作紧缩模进，旋律在最后的弱拍三

度下行到后调三音D，展开新的装饰性变奏。

(谱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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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强有力的八度跳进，上下声部向两极音区大幅拓展，搭建起交响性、立

体化的声部结构。技法与二十世纪的“点描”手法相似，将节奏音型的线性

构造全部打乱，“微型化”处理，与三连音节奏做三个声部的再次细分，构

成整体节奏复合，并形成与前后声部的变奏主题特性双重附点节奏的对比，

突出了由节奏对音乐发展产生的强大动力。尾部以第一段补充的新材料上行

紧缩，与下方构成激烈的反向模进，音乐情绪愈发紧张，至强有力的减七和

弦嘎然而止。以后调的属预备做开放性终止。

节奏意义是此变奏的重要特征。旋律与伴奏声部完全处在宏观节奏框架

之内，而大的节奏框架已由最初的变奏主题陈述预先设定。在此框架内，乐

段、大乐句或某一局部的节奏形态可适当调整，即，微观节奏的设置、处理、

修饰、润色皆有章法。宏观节奏布局与微观节奏处理，本着从大处着眼、由

小处入手的原则进行，特别是细微之处见功夫。此变奏极其丰富多彩又自由

组合的节奏形态，表现出作者对各种复杂节奏音型的有效掌控，由节奏细微

复合对音乐产生深层意义的理解。

。E大调的变奏Ⅵ从高潮部跌落，与变奏V速度对比巨大。音乐主要采用

围绕主题骨干音加入大量助音、经过音，在同主音大小调和近关系调之间循

环交替、主题移调、和声节奏加快、连续离调等手法展开。代表性的主题四

度跳进音程已转化成隐伏旋律，并汇聚成一串串的音流，由忽强忽弱的演奏

力度配合着奔涌不息。全部由三连音组成的旋律进行中，偶尔做饶有趣味、

音型化的音区对比，低声部将和声分解开、保持同一琶音伴奏音型不变。同

一素材在多种调上展示，新鲜感倍增。此变奏有两个特点：

l、是全曲最流畅的乐段，只有四处短暂间歇，从头至尾一气呵成。

2、围绕降种调进行转换达十余次，是全曲调转换最活跃的乐段。由于

调式

主音不断游走、转移，使音乐烙有深刻的泛调性印记。

关于同一素材模进式的半音离调，典型的还有《练习曲》的展开型中部，

对比并置第二乐段的第三部分，调性以一小节为单位，从F宫一叩宫一G

宫一DA宫一A宫快速转换，构成连续五小节上方小二度的半音离调模进。



杜鸣心用之得心应手的频繁调转换手法，

世纪少年进行曲》，三声中部的第三乐段，

紧缩模进，结束于Tf和弦。

在小型音乐作品里也不例外。《新

采用呈示部主题变形、音区移高、

变奏Ⅶ由等音转调(DE=”D、前调主音=后调属音)进入，有再现单二部

曲式。首部。g小调，经下行音阶导入后，将主题精减，并改变主题动机的

音程关系，以主题的倒影变形陈述，内声部半音化和声支持。第五和第七小

节旋律骨架构成为下方四度音程，形成主题倒影式的音程关系。低声部跨小

节连续切分的属持续音，与上方节奏互补形成复节奏。上方声部有机分离与

下方持续音“貌合神离”，即，声部间的和声分层处理，与变奏III的手法如

出一辙。

中部是首部的装饰性变奏，音乐情绪激烈化。隐伏八度旋律宽广、大气，

在陈述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富于变化。两声部音符密度陡增，对主题

加以华彩型的对位化修饰，可谓变奏之变奏。

(谱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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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部主题移至低声部，上方辅以五声性模进式颤音装饰。来去自由的

6II级和弦丰富了和声色彩。结尾主题动机扩大，和弦纵向排列音域多达六个

八度，尽显宽阔、深邃和包容之美。

变奏Ⅷ啥大调，大调色彩令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减化的主题(主

题骨架)由快速八度奏出，音乐形象挺拔、俊朗，明显的大调特征主题四度

音程跳进直接有力。随后的展开将主题形态、结构减化，突出棱角，但不改

变音程构成关系，使主题——动机的结构力作用得以延续。低声部相差一拍

低八度非严格模仿，与主题形成对答。半终止后转成同主音小调如法炮制，

效仿柴科夫斯基《F大调变奏曲》的变奏Ⅳ和变奏Ⅷ中，八度和弦的强力度

进行，并紧紧把握住“黄金分割”法则，利用双八度反行级进把音乐带入高

潮。由复调转为主调写法，下方声部音区跳动填充中音区，两声部节奏错落

有致。音乐渐趋平缓，突现的颤音音型，预示再现部的发展动机。终止处为

后调的oⅥ和弦引导出主题再现。

再现部回归F大调，声部“增容”扩充为四个声部，中间声部主题第

一乐句近乎原型再现，两端声部以变奏Ⅷ尾部新材料做动机式的对称加花、

装饰。第二句“借题发挥”，结构扩充、旋律激进、增强动力、超越主题。

柔和、安静的尾部和声稍作变化，高声部作隔开两个八度的四度跳进，与主

题相同方式收束。画龙点睛般的三个高声部结束音落于调式属音，轻巧、飘

逸，回味无穷。

第三节 个性风格与艺术特征

此曲作者主要采用自由变奏手法，根据主题写出八个变奏和再现部。传

统变奏盐的主题应短小、精悍，创作手法洗炼、精致，才有变奏、展开的多

种可能。但这首变奏盐主题相对较大，包含结构、和声、声部的复杂性。这

样就对作衄家的创作能力提出考验，主题即可看作是一首完整的小曲，还有

那么多变奏的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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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变奏原则的同时，强调变奏的连续发展原则，即突出对比性的

同时强调音乐的统一性，使音乐行进的自然、流畅，更有凝聚力。全曲设计

为中部凸起的“拱形”结构，高潮部遵循“黄金分割法则”合理设置，整体

结构洋溢着平衡对称式的美感。每个变奏都不断发展“壮大”，具备相当的

规模，且变奏之中另有变奏，运用复式变奏手段扩充结构。乐段间作有准备、

紧密的衔接，演奏起来一气呵成。

2、非常注意旋律的发展、走向、演变、繁衍，主题和主要旋律做多声

部交接和声部之间的过渡性旋律交接，适当配置隐伏声部和内声部和声支

持。声部间做“对答”、呼应，两声部及多声部的节奏复杂化，特别是独具

匠心的声部有机扩充、分离、聚合。作者运用擅长的钢琴交响化写法、交响

性展开手法，进行多声部的立体化建构。

3、采用主题——动机贯穿式写法，将主题材料“粉碎”，进行有效分割、

扩充、衍展，使多种主题形式与其它素材综合于一体。同时，将同一素材在

不同音区、不同声部展示，利用半音模进、变形、缩减模进、模进次数的有

效递增、调性游移和“突发性”的调转换等手法，进行音乐的多样化发展。

多声部各种音程关系的模进、各种调式调性的频繁交替、游离反复使用，非

但不觉厌烦、手法单一，反而常用常新、屡试屡爽。实为作者将这两种看似

不难的作曲技术，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小见大，以理性为本、以感性示入。

主题搭建起的和声布局，在随后的变奏中依照“链式”结构逐次展开。

以同主音、平行大小调及调性半音化等模式频繁转换，并设置渗透性的多调

性乐段。在最突出的调式调性方面，应引用民族音乐理论家、作家田青的观

点：“‘出去’是‘放’，‘回来’是‘收’，收放自如才是艺术”。①正是作品的

艺术特征之所在。

全曲调性变化趋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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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曲调性变化及和声起伏图示如下：

i i N，天 ‘＼
广卜

Tema．VhLIⅡ Ⅲ Ⅳ V Ⅵ Ⅶ Ⅶ Rep

作者极力使大小调和声与五声性和声有机融合，变体的主、属、导和弦

及附加音、倚音、四五度和弦共存，并大胆引入非调性的色彩和弦。以和声

支持旋律，并将旋律和声化处理方式，从而实现了“流动的和声”——和声

旋律化与“立体的旋律”——旋律和声化。特别是复调技法变奏手段的运用，

提升了作品的写作技巧、作品档次、艺术价值与欣赏品位。

4、作曲家本人在青年时期曾是钢琴演奏家，熟知各种钢琴演奏技术。

因此，每个变奏皆改变钢琴语言、变换演奏方式，做到了由浅入深、复杂、

多样化的钢琴演奏技巧的综合运用。

作为一名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时期的早期作品，难免受到西方音乐思潮

的影响，作品中可以看到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曲家，诸如柴科夫斯基《F

大调变奏曲》的变奏X与变奏Ⅻ的某种写法，当代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某

些音型、织体、“肖斯塔科维奇八度”等音乐创作手法的痕迹。但人们看到

更多的是，作者在前辈的基础上寻突破、求创新，彰显个性化的音乐思维和

艺术情趣。

著名音乐学者魏廷格先生把钢琴作了透彻、概括性的总结：钢琴可以独

自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综上，我们可以认定这首作品，是西方大小调

体系与五声性调式的有机融合，是西方传统作曲技法表现中国民族风格特征

的充分展示，也是西方当代音乐思想、审美观念与中国民族化钢琴音乐理念、

时代精神、乃至作曲家自我意识的强烈碰撞。这首《变奏曲》可称为杜鸣心

早期钢琴音乐的代表作，是我国较早的一首将钢琴演奏的技术性与音乐创作

的艺术性成功结合的、中国风格的钢琴独奏精品。



第二章 ‘托卡塔》的音乐分析

第一节 作品创作简介

“托卡塔”是一种形式较为自由的、器乐作品的曲式体裁。在钢琴演奏

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多声部反复快速演奏同一音、同一音型、同一结构的高

难技术。很多中外钢琴作品都运用这种技术写成，特点是敲击性效果明显，

节奏紧凑、速度较快，音乐动力性强。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钢琴的“打击乐

器”特点，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杜鸣心创作于1999年的钢琴作品《托卡塔》，由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卞

萌博士首演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随后，发表在《钢琴艺术》2000年第一

期，并荣获第二届全国音乐“金钟奖”。

第二节 音乐分析

作品为回旋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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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d

3 ∞

吨伍萨F舢砂嚣efF)

+厂j攀
辞伊铲连接lI‘ 终止式

t6 口 3 l 8 2

bB -B ’B hB-B

A部分，“B大调．快板速度。以一个颇具张力、强奏的主七和弦宣告

演奏开始。两声部在同一音区叠置，交替反复陈述调式主音，这一小节作为

重要的主题动机——主持续音贯穿全曲。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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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主题音调是从第二小节开始，热情、积极的纯四度回旋跳进音型，

与后面纯四度音程的倒影合成音乐的主体结构。四度跳进音程主要表现阳刚

之美，是杜呜心偏爱的一个音程。倒影关系构成的主题，与作者以往的同类

型音乐风格迥异。可以推断，作者用心良苦的在创造着新意，力图在主题旋

律、结构方面超越以前的作品。随后主题再次陈述，经过一系列以一小节为

单位的上行半音模进与一次重复，在第16小节进入过渡性主导动机，音乐

转为oe小调，持续音DB在低八度出现。主题音型改变音程关系得以延续，

DE、E、F、。F大调“闪现”其间、与主调复合，实现了调性的半音化游移。

第27小节，以二度叠置的半音和弦与五度音程快速下跳结束第一部分，低

声部半音下行进入连接部。音阶式的半音上行模进，是杜鸣心代表性的创作

手法之一，用之娴熬、炉火纯青。这也是一种预示，音乐将以旋律半音模迸

和频繁调转换方式展开。

两小节前奏性质的过渡，明确了第一插部——B部分调性为。E大调。

性格突变的对比主题从第30小节开始，旋律以主题四度跳进模式增值展开。

(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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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6B音的调性骨架之巨大的功能性作用，并暗示出潜在的主调与其它副

调的多重复合构成，从整体调性方面加强音乐的结构力作用。

(谱例3)

离调与潜调性结构图示如下：(谱例4)

bB

相似的离调与潜调性手法在后面紧接着出现，在A2部分仍以小结构方

式再次展现，使音乐的现代气息愈加浓厚。

第二插部—C部分，F大调，调性结构性布局的非托卡塔与托卡塔对
比式二部性结构，篇幅远大于第一插部，彰显气势、魄力与激情。首部短小

的抑扬格旋律紧张、刺激，带有尖锐的节奏促动性。以旋律微调和变形模进

展开，与下方声部双调式复合。保持主持续音的伴奏音型同第二插部手法一

样，任由上方声部如何演变，大有“我自巍然不动”之势。第79小节叠入

的五声性主和弦，标志着第一乐段结束和“激情乐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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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紧紧抓住“黄金分割点”，将第二乐段设置为全曲的高潮部。音响

丰满的调式主和弦以fr拉开了高潮的序幕。由d和oe双调性重叠、令人“窒

息”的、强烈的“音墙”式和弦震音扑面而来。随着“音墙”二度下移，更

多半音化重叠的不同调性参与进来，音响摇晃、不稳定，是这一部分的最重

要特征。第88小节，声部骤减，是高潮前的最后酝酿、准备。上方八度上

行模进与下方半音下彳亍和弦，构成两声部层次性的反向分离，向最高点冲击。

第93小节上方八度模进旋律与低声部半音下行的三全音和弦的结合，看上

去稍显怪异、偏离，但音效出奇的强烈。冲至第四拍高点处嘎然而止，后面

强拍的延长休止符，尽显“此时无声胜有声”，实乃画龙点睛之笔。经两声

部反向级进，回归主调。

(谱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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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高点发起最后的冲击。至第13l小节冲至主和弦后，逐渐放宽，复合和

弦四、五度循环下跳，以复式华彩型终止式结束于最低音区的主和弦。

第三节 个性风格与艺术特征

作品具备以下两点艺术特征：

l、作品基调欢快、热烈，动感十足且情绪高昂。篇幅虽大但结构讲究、

细致到位，主题每次出现皆有所变化，充满新意。在遵守典型回旋曲式格局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突破性的引入非托卡塔技术与风格的对比乐段。细小

的结构性填充式过渡、连接，饶有趣味。两个呼应式的插部，设计得张弛有

度，结构控制得法，使托卡塔的形式意义更丰满，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调式主音的托卡塔音型不断出现，用以强调主题——动机的优势地位，以及

曲式的结构力作用。尾部复合和弦的华彩型终止式，是作曲家浪漫主义风格

的手笔之一。

2、主部与插部采用调性与结构的对称性布局，带有自由展开特点的、

频繁的半音模进、调转换明显刻有杜鸣心印迹，是作曲家用之纯熟的创作手

法之一。多重调式、调性的重叠、复合，促使音乐如潮水般奔涌发展，即便

是主题重复也不安于静止，常用常新。在传统作曲技法基础上，合理运用对

称音程、和弦音八度转换与多调性复合等新技法，造成神秘、怪异的音响，

加深了作品的时代感。打破以往托卡塔所注重的节奏意义和炫技演奏，保持

托卡塔的强烈节奏和快速的同时，赋予其旋律与抒情性，使音乐优美、生动、

更具可听性，突出了音乐的浪漫主义特征。



第三章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音乐分析

第一节 作品创作简介

鼓浪屿是我国音乐的故乡，有“音乐摇篮”和“钢琴之岛”的美称。这

里诞生了林俊卿、殷承宗、卓一龙、陈佐湟、许斐平、杨鸣等数位享有国际

声誉的音乐家。为弘扬钢琴文化，让鼓浪屿走向世界，从2000年起，每两

年举办一次国际钢琴艺术节。

著名作曲家杜鸣心先生于2001年，应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区政府委约，

为第二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创作一首钢琴协奏曲。为一个艺术节专门委约作

曲家创作钢琴协奏曲，这在我国音乐界尚属首次。杜先生被鼓浪屿区政府和

人民深深地感动，尽管此时已年逾七旬，但他不顾身体疲劳和音乐学院的教

学任务，依然保持严谨的创作思想和旺盛的创作情绪，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

音乐创作中。协奏曲的钢琴部分于2002年春完成，2003年2月完成第二稿

的修改。同年夏，杜先生带着协奏曲的钢琴谱来到鼓浪屿，请当地艺术学校

的钢琴教师试奏，并虚心征求多位专家同行的意见。有专家建议杜先生不要

在第二乐章里使用歌曲《鼓浪屿之波》的曲调，婉转、抒情的旋律完全可以

由作曲家本人创作出来，在避免让人误以为乐曲是由歌曲改编而来的同时，

又使作品富有新意、更具艺术价值、更具魅力。杜先生听取了中肯的建议，

毅然推翻了第二乐章的原稿，直抒胸臆、重新创作，并对第一、第三乐章进

行技术调整，交响乐总谱于2003年7月正式完成。这是杜先生本人所创作

的第三首钢琴协奏曲，又是为鼓浪屿钢琴艺术节所作，杜先生把它命名为第

三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作品在2003年7月30日首演于鼓浪屿

音乐厅，由美籍华人青年女钢琴家许兴艾担任钢琴演奏，厦门爱乐乐团协奏，

指挥朱晖。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卅I、香港举办了该作品的巡演音乐会。一

首作品自诞生之初就频繁公演，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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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音乐分析

乐曲由传统的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

充满热情的快板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弓I子

厂—]
乐队锕琴

I一，l卜13
Cc ghd

呈示鄯(137)

主薯连接替

厂—————。————]广上]
乐队导入主部主题乐队主题重复、展开 乐队+钢琴(补充、疆备)

l卜¨ H—M争柚 3卜耵‘．-05

d d d d A属强鲁

7‘一％0HI●’一l■ I●●一¨l l●2_一U●

^厦 A A A AG

结束笛

广——L]
展开 主题华彩辕述乐队

H卜15I 15}一l“ l酊一抽 水牡l
C C bCbCⅡ)■臻蕃 D

12卜1％l，卜la

G G

趋H■
D d属璐

搠(79)
帮连赫 酾结赫r————J————]^广j] I

乐队导入主嚣主题牙《}人 展开茅双再}事躺¨锅琴华彩主部主题动机扩充Co如

2拍一2钉22卜2盯2l卜2甘斗M2 2‘卜2皓 舻2H 215_-2％铮7—册4

d d d d D量璜鲁 D d■狈鲁 d

引子由乐队傲先导，采用C大小调式交替的手法，伴随强附点节奏的四

度序进，如翻卷的海浪猛烈撞击礁石发出击鼓般的阵阵轰鸣声。紧接钢琴四

赢i忐赢



小节引子，以有力的双八度从g旋律小调切分进入，半音化大小调交接上至

主调属音A，色彩过渡、愈加明亮。经下属七和弦与主四六和弦“互动”，

至d小调主和弦终止。音乐性格坚毅、果断，气氛营造得生动、贴切。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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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动机III在主调紧接展开。引入回旋式半音阶新材料，以两拍为单位

半音上行模进并高八度重复，低声部保持同一和弦连接模式。音乐气氛和情

绪愈加紧张、高涨。快速的分解八度上行将音乐掀起一个小高潮，以主调65

Ⅶ，和弦开放性终止。音乐趋向缓和、平静，以轻巧、舒缓的叠置琵音和弦

作为副部主调A大调的属预备。

对比抒情的副部主题在第76小节进入，音乐呈现出柔和、歌唱的美妙

时刻。主题陈述经过巧妙的调性设计，先由圆号在E大调完整演奏主题，伴

奏声部为A大调，形成独奏与乐队的双调性有机融合。钢琴经两小节简短

导入主题，与圆号形成上方纯四度调性转换，新鲜感倍增，也预示了第二乐

章的主题动机。

(谱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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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八度震音与双四度音程结合，半终止于调式属和弦。尾部向主题核心

再次聚焦——主题动机I最后一次再现，并高八度重复强调。钢琴双八度三

连音突进，以宏大、辉煌的气势与音效终止于调式主和弦，乐曲在热烈、欢

腾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乐章，柔板，复三部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引子(乐队)
‘

F

A(再现晕三龄曲式)
广』]
a b a1

0 n 8

F

+

连接(乐队)

S

F

6 S 4 ‘ 5 6 13 25

、f —F c(屯d’e)E+e。A fa叶g乍) A F‘G_-GFE)

连接(乐队)

3

F属预备

A(再现单三餐睦式)
厂—]
a b a Coda

8 U 8 8

F F

首部的乐队序奏，寥寥几笔勾画出海洋的深邃博大、辽阔无边，竖琴演

奏的6D、bG和弦透露出某种神秘感。钢琴在主调F大调奏出古朴、纯真的

歌唱性主题，基调确立为杜鸣心式的音乐“唯美主义”写作风格，悠扬如歌、

诗情画意般的乐句飘荡耳际，徜徉其间、遐思无限。

(谱例7)



主题为乐句式方整性(4+4)结构，作曲家自创的诗一样美的旋律，宛

如一首淳朴柔美的夜曲，发自内心、缓缓道来，引领人们走进花香四季、海

浪如歌的美丽岛屿，描绘出波光粼粼、涟漪荡漾、朴实无华的海岛风情与人

文景观。

首段旋律在中音区陈述，低声部是保持主持续音的主属和弦交替。中段

与再现段和声复杂化，依次包括Ⅳ7、II9、oⅦ7、Ⅵ7、v9、I 7、v产等功

能性和弦，与旋律沉着应对，运用自然、妥贴，平缓终止于主和弦。尾部的

几个琶音和弦润饰了主题音调，无限缠绵、娓娓动听。旋律看似简单，实则

暗含着丰富的和声语汇，让人反复捧读、流连忘返。

复合展开型中部先由乐队转入快板，钢琴以回应乐队的姿态在下属小调

闯入，音乐性格突变，情绪欢快、激动。这一部分以多种素材自由组合、展

开，在对比并置的基础上，融入了变奏和回旋原则，好似多个小的自由幻想

乐段(插部)并列组合而成的“自由幻想部”。

(谱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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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首部的完全再现，主调回归，抒情、柔美的音乐再次回荡，

透露着无比亲切的归属感。对首部的超越在尾部，钢琴的伴奏音型交由大提

琴声部演奏，摇曳、飘荡地衬托着钢琴主旋，

补充部分好似月夜之大海，木管声部规律性重复的短促节奏，令人联想

到海上夜空中，点点繁星闪烁，忽隐忽现。最后四个和弦冠音都落于主和弦

三音，犹如缕缕月光洒在海面上，意犹未进，回味无穷，多么宁静、安详的

海岛夜色!

第三乐章为D大调，快板的变体回旋奏鸣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呈示鄯(10一64)

引子(1—9) 主部 连揞部 副部 结柬部(乐队) 主部展开

rJ]rJ_]厂L] ^
乐队 a+al b “d 甜导入 酽+a|

9 乍 S 6 6 g 9 9 6

D D撑c Ⅳg _g b D A a

中央螂(65—132)
r—[二亍L—]
e f 一 展开性主舒预示

18 13 18

o∞．Dgc E+忖pe b嘶

5

嘶A

莲接部(乐队)

15

～og弋

．竖竺≯’
肝性攀濑黼舒懒广．—!坐竺与

a‘+宝乐队钢琴呈示部副部主题际瓢+锕琴华彩)弹补充终止

麓

。一棚

18 6

D扈预备

13

D

13 5

DGD D

乐队序奏在激动人心的快板节奏中铺开，钢琴在主调D大调上奏出欢



快、热情的舞蹈性旋律。主题材料采用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闽南南音的音调，

性格朴实、欢畅，配以简洁、明快、具有典型节奏意义、对旋律发展起到重

要支撑作用的和声音型，并作为占有优势的主题——动机贯穿整个乐章。

(谱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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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赋予主题新意，带来新感觉。第55—58小节与第61—64小节构成四小

节同主音大小调对置型发展手法，隐退主和弦，巧妙地在琶音高点隐伏半音

上行旋律。回旋性主题尽管有调性变化，但延续了主题特有的的节奏音型，

使节奏作有序性循环再现，成为控制作品结构力的重要参数之一。

以单三部结构为基础的中央插部主题，由并置的新材料组合而成，oA

大调。音乐形象英气、挺拔，以相同手法在。D、g、c等调性上展开。声部

增加、音区上移，主题小有变化并插入E与4c复合和弦的色彩性用法。多

种调性交替、大小调式和弦复合，特别是数个远关系调的“即兴”插入，再

加后面的增三和弦琶音，光彩、绚丽的旋律愈发表现出大海的斑斓色彩。4c

小调新材料以三小节为单位，移高八度重复，密集的八度旋律飞奔着向“潮

头”挺进。最高音区旋律的切分节奏，来自于第一乐章钢琴引子材料，预示

展开性主部主题节奏。经大幅回旋的琶音回到4c小调主音终止陈述。

切分节奏动机在乐队连接部中继续移调发展，乐队木管声部与弦乐声部

交替演奏旋律。

再现部，钢琴与乐队齐奏展开性主题旋律，进入难度极大的两声部同向

“一对一”回转式旋律，以一连串音响碰撞、妙趣横生的音群半音模进方式

发展。最后，模进上行强拍终止于D大调的三音4F音，明确了乐章的主要

调性。乐队与钢琴竞奏后，弦乐声部将主题分割、分别予以延续展开。乐队

层次性的拉宽节奏、力度渐强，烘托气氛、营造气势。让人感受到音乐内在

动力源源不断的汇集，在寻求一瞬间的“爆发点”。钢琴紧接乐队的铺垫，

激烈的双八度托卡塔引导出并列乐段结构的尾声。

尾声的写作可谓浓墨重彩，也是全蓝最后的高潮，由乐队和钢琴华彩在

主调同奏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火一样的热情在膨胀、在蔓延，此时的音乐

蔚为恢宏、壮丽，是本乐章最大的“亮点”，可以视为最耀眼、最光彩的辉

煌。

(谱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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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个性风格与艺术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作品具备以下几点艺术特征。

1、结构特征：纵观全曲，可以直观的体会到作曲家对大型音乐作品极

强的结构控制能力，以及对结构美原则的把握。

协奏曲三个乐章严格按照奏呜——交响套曲原则，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

创作思想来结构音乐，使曲式体现于内容，体现于音乐的进程之中。各乐章

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的主题或自创、或改写，均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注重

整体艺术形象的统一性。音乐按照曲式原则主要呈现出抒情陈述型结构、动

力发展型结构和变化再现型结构，三种各具特色的结构搭建起音乐的整体轮

廓，局部的微观结构设计具有浓厚的自由展开和即兴发挥的“味道”。根据

调性结构原则设计的主题动机多次复现、变化复现，主题材料的有效增值、

扩充，作者常用手法之一的乐部、乐段结构性叠入，都从不同程度上增强了

曲式的内聚力和结构力作用。“黄金分割法则”运用得当，起到对整体结构

设计的指导性作用，兼具艺术作品的结构美感意义。

对作品结构的掌控能力还体现在诸多小结构的搭建方面。通过一系列各

种形式、充满张力的模进，促使小的结构扩充，看似手法简单的动机移位重

复，意义却很重大。打破方整型四平八稳句式，讲究非对称性句读结构，再

以规律性节奏重音求得平衡。采用大乐句和乐段的复合结构逐级展开，对比

并置材料的突然闯入也属有意识建构之列。第二乐章的复合展开型多段体中

部极大扩充，打破了传统复三部曲式各部分的构成比例。

作者不过分在乎作品的形式意义，常采用意外的手段大胆创新，显示出

对既定形式逻辑的个性化思维，以现代曲式的求异思维和自由结构理论，对

陈旧的结构施以理性化颠覆。最有创意的突破和结构意义最突出的曲式特征

重点凸现在第三乐章。变体回旋奏鸣曲式之变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结构组合性变体：主要是对传统曲式结构组合的突破。

比如，第二乐章极大扩充的中部，在三部性结构的基础上，综合变奏与

回旋原则，以e(新材料)为中心向两端折射，又形成两个单三部曲式结构，

总体构成对称式布局。加上乐队与钢琴的高潮部，形成包括两个单三部在内

的再现复四部曲式结构。



第三乐章呈示部结束，由乐队替代主奏乐器钢琴陈述主部；在中央插部

之后少一个主部，而是以展开性主部代替原型主部的原始陈述。致使作品略

看上去像是大的复三部曲式，实为回旋奏鸣曲式的变体结构。另一特征在于，

具有自由展开特征的各部、各乐段紧密衔接，不做明显的结构性分割，是该

乐章曲式布局的一大特色，也是对传统曲式结构划分规则的突破。

打破曲式结构常规的例子，还有作品《军民一家亲》第二部分的两个乐

段，音乐语言相仿、艺术形象统一，自然合并成一体化的“中部再现部”。

(2)、材料展开性交体；第三乐章主部主题在不同音区离调、移调陈述，

以主部展开为音乐发展原则，新材料层出不穷。技法巧妙之处在于，使新材

料与主、副部主题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插部之后设计为展开性主部预

示，这一妙手在不间断、流畅的音乐进行中显得愈发重要。正是有了这种预

示，再现部的非主部主题原型再现、而是源于主题的展开性再现顺理成章的

进入，听来似曾相识、不觉唐突，反而觉得“柳暗花明”更有新意。

2、旋律特征。正如兴德米特理论所倡导：旋律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声力与节奏力次之P作曲家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转为内心情感的抒发，表

达对鼓浪屿的歌颂、对朴实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就是通过旋律作为最佳媒介，

表达出音美、情浓、意深的至高境界。

音乐的可听性强，正是以旋律为主导、旋律线性思维导向明确、形象性

格塑造准确清晰为前提。主要动机材料简要、节约，陈述方式直率、明了又

不失细致，展开手段张弛有度，由点及线、由线而面。适当控制旋律线条轮

廓的增大与收缩，突出主要旋律的大线条、大手笔和大气度，旋律力始终占

优势并起到结构乐曲的重要作用。注重主题节奏的贯穿写法，并注意调转换

的预备，以保持作品的多方面统一。作品《快乐的女战士》那耳熟能详、欢

快的主题，就是将一个简单的动机，充分运用乐句高八度重复、伴奏织体变

化、模进、不同调式调性交替、转换等多种创作手法，将简单的主导动机做

最深层次的挖掘，在不同乐章、乐段插入相同旋律，能够加深主要旋律的印

象、保持音乐的整体逻辑统一。这种同一创作背景下的旋律“互通”手法，

。保罗·欣德米特．罗忠铬译作曲技法第一卷【M1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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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用在《红色娘子军组曲》中。《快乐的女战士》引子部分，就是采用《军

民一家亲》的叙事性旋律主题。

杜鸣心能够较好的将“中西结合”这一通用艺术原则，应用到旋律的挖

掘与探索方面。譬如，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主题采用闽南南音的音调。

作者多次运用阶段性调变化，将这一欢快的地域特色旋律在不同调性上展

示，并稍作声部增减，让人每次听到都有新鲜感。主题被多次分裂、变形展

开，配合大小调体系的和声，并适当融入新的、与之相通的民族风格材料，

使主题旋律得以扩充，有更多的发展趋向。这也是杜鸣心在钢琴作品中，使

用民族音乐素材的一个成功之处。

该作品的旋法技巧主要包括旋律音高组织、节奏变化与乐句内部的结构

细分；旋律声部间隔连缀而成的跳跃性旋律，看似断续，实则隐含着大乐句

式的旋律线性构思，即小跳跃汇成大流动；多种形式的模进和结构性移位；

自然音旋律中“突现”大量变音和意外变音的旋律色彩化；高度半音化的音

阶式密集音群回旋发展：大气宽广的抒情性句式，兴致所至、情绪气氛渐趋

激烈的动力性句式，神采飞扬般奔突冲击的华彩性旬式，并间隔性的“闪现”

出五声性民族音乐特征；相同旋律不同调性、焕然一新的频繁调转换；注重

休止符使乐旬收尾干净、利落的句逗作用和节奏力量：声乐性、歌唱性的和

弦旋律化连接；旋律的钢琴语言化和伴奏织体的综合使用；通过调式渗透、

渗透性和弦配置，构成多调性旋律横向结合；非调性色彩和弦的连续使用，

造成旋律声部飘摇游移、光怪陆离的色彩音效；等等。体现了被誉为“旋律

大师”的作曲家旋律写作功夫。

特别是第二乐章主题，典型“杜鸣心”风格的歌谣体旋律。感人至深、

极易“上口”、听过即能记住。乃是作者的后积薄发、天性使然，实现了“以

最简单的手法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突出了旋律——音乐中最有表现力的

因素，也反映出作者高尚、纯洁的艺术情趣。

3、和声特征。三个乐章总体调性布局为三度结构的d_一F—D，按照平

行、同主音大小调和三度关系调设置。从大方向上看，是遵从传统奏呜——

交响套曲调性布局原则，即调性布局结合曲式结构，主调或调中心占优势。



但从局部多角度观察，便会发现调性走向有很多新颖之处。譬如，第一乐章

副部转为属方向同主音大调，展开部再转为平行小调；第二乐章中部多段调

性做半音序进：第三乐章副部调性转为下属方向，回旋主部却在属调上展开，

再现部与主部形成半音调关系；等等。

整体保持调中心占优势，主调占统治地位，其它从属调、副调与主调保

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发挥调式音列的基石作用，以调性音乐的公共背景——

主音为主导，做拓展性的飘忽、游移，调式、调性转换直接、快捷，省略中

间环节，并多次构成双重复合。类似用法还有作品《奋勇前进》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四十四小节有八次调转换，平均不到六小节转换一次，并与中部贯

穿延续。频繁的调变化，使作品的调式调性和调域极大拓宽、膨胀和扩张，

调表现力更丰富，也是现代音乐作品重要的作曲技法之一。

半音模进是作曲家最为透彻掌握、得心应手的作曲技法之一，在乐曲中

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多种半音手法的综合运用，使音乐呈现出半音化调性布

局和音乐的半音化发展态势。调性的半音化布局讲究调关系间的融合性，经

常有一个调式主音、或延长其结构值作为主线贯穿其中，用以协调各调间的

有机连接与复合，并不断构建起新的调性骨架。还可以维护基本调式音列的

首要地位，随机引入同音列中的其他调式，即，主音和同主音、同中音、平

行调式及其大小调的双重复合调式。发挥调性布局原则与曲式的结构力作用

的结合，调性变换即产生新的结构力。大量充斥的、各种泛调性特征的半音

模进，阐明了调性的半音组织逻辑。经过快节奏的和声转换，达到片断性、

结构性的频繁调变化。设置逻辑性、可移动的调中心作有机贯穿，使音乐的

对比度得以调控。积极谋求多方面、广义的调关系思维方式，乐句、乐段、

乐部间调关系进行复杂化处理。局部采用小结构方式，忽视主调性，以调式

主音的断续、潜在持续等隐性手法将潜调性设置其中，副调性环顾左右，依

然可以看出明确的调性指向。以节奏华彩支持的和声华彩不断闪现。多种多

样的调性布局，看似即兴式的自由挥洒，实际上依然遵循缜密逻辑思维的理

性控制。调性写法给音乐打下牢固的根基，可以确保音乐的自然流畅和悦耳

动听。多调性、泛调性手法的“加盟”，又赋予音乐新的音响和综合作曲技

法的实效运用。音乐整体遵循了“协和——紧张——协和”这一传统音乐作



品公式化的规律。

全曲调性变化趋势图如下；

第一乐章—刊AA咂AGcbCbCFDdDd：
第二乐章叫bbf。Fc&dbe)bAf—fg弋)AF(G 6GFE)F；

第三乐章——D弋乍bDAa6A 6DgcE 6b“eb乍A氅≮乍氅DGD；
全曲调性变化及和声起伏图示如下：

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第三乐章

杜鸣心在大型作品中较少使用纯理性的赋格段，并非对高超技法陌生，

而是作者的天性使然，其内心世界不愿受到过分理性、数字计算等非感性成

分的拘束，即便是在复调技法乐段、乐部中，也尽力体现明晰、人性化的旋

律之美。

在和声层次的构建与声部设置方面，基本遵循声部与音响的比例关系设

计。比如，作品《憧憬之歌》采用并置、对比的双主题变奏手法，结合声部

的合理增减，伴随音乐情绪层层递进、梯次展开。《奋勇前进》的主题旋律

即由E G”F D四个音在上方声部连缀而成，下方声部将E G”F D四个音

设置为和弦上方音，构成支持性内声部隐伏旋律。但也有例外。作品《军民

一家亲》就一反常理，根据所塑造的音乐形象和场景，使声部数量、和声层

次与实际音响形成反向增减。即声部逐段缩减，音响却逐段增强，二者之间

成反比。可见作者别具匠心设计的和声层次与音响搭配。

有所保留的借鉴和使用现代技法，诸如和声功能性异调配置；设黄同主

音、平行调式强拍复合和弦：统一调性下的调式多重交替、重叠：问插半音

化过渡调性和同中音调转换；平行或并列乐段做较远关系的直接调变化；两

声部和声流做音型化分层处理；远距离音程跳进与平行四、五度和弦连接：

大胆使用异构和弦、极音和弦及其转位，增加调式、调性的装饰性变音；对



称音程、二度和弦和增三和弦的堆集与块状移动；多调复合的同名半音化和

弦：横向流动性的线性和声与丰满厚重的复合和弦：高叠和弦与四、五度和

弦的自由连接；等等。以多种手段扩展调性网络结构，使得调域宽泛、覆盖

面增大，以实现调性与多调性音乐的有机结合。

比如，第一乐章主部主题半终止前，连续四、五度和弦的平行进行，就

是杜鸣心的典型和声手法之一。两声部分层设置，上方平行四度和弦，下方

平行五度音程，两声部形成平行运动的和声流，并有机融合构成连续离调，

既富有民族风韵，又有现代感。

(谱例11)

第二乐章中部的第三个大乐句，两声部构成一串减小七和弦转位的连

接。 上方平行小三度，下方平行大三度，以减小七转位和

弦为基点，使用来自引子动机的连续附点节奏的写法，四个声部复合，构成

平行运动关系。理论依据建立在求异性和声思维基础上，并注入和声的半音

化倾向。通过分析骨干音、节奏位置、环绕的半音辅助音等，可以判断出上

下方的两个调中心，分别是E和G。这种旋律与和声的融合既平行七和弦

的用法，介于古典的平行三和弦与印象派的平行九和弦之间，是软化不谐和

程度的中性手法。平行的七和弦连接，听上去隐含着些许和谐，产生了某种

幽默、诙谐的效果，也表现出调性的愿望。

(谱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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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中部后半音乐的高潮处，采用平行的双增三和弦半音化复合，



密集级进，声音尖锐、刺耳、碰撞，音效剧烈抖动、震荡，以达到高潮的效

果。

(谱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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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交响竞奏、结构性的对答、互动之处，音乐设计准确、到位，扑面而柬的

音效丰满强烈、浓厚大气，配器浪漫不失严谨，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极大

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和感染力。各声部走向、交接自然、流畅，动静结合并

保持平衡，注重乐队连接部的结构逻辑。

比如，第一乐章乐队序奏部分，木管声部连续的半音模进，密集节奏与

圆号声部稳定的长音音型搭配得错落有致。随后，小号与长笛隔开八度齐奏

象征海浪击鼓的附点节奏动机，增强音乐的号召性。特别是第一乐章副部的

乐队导入部分，采用和声的异调配置，先由圆号在E大调完整演奏主题，伴

奏声部为A大调，形成独奏与乐队的双调性有机融合。展开部中段，两次

使用木管加弦乐声部齐奏，与钢琴形成强力竞奏，推动音乐走向高潮。

配器手法上的简明、高效，使音乐挥洒自如、抒情流畅，同时，恰如其

分的融入现代风韵。并在适当部位使用复调编配技法，提升作品层次和欣赏

品位。

比如，第二乐章中部中段，大管声部演奏前匠钢琴的主题乐句，与演奏

新材料的钢琴声部此起彼伏、交相辉映。

综上，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是作曲家杜鸣心晚期的一部问鼎力作。

乐曲宛如一首颂歌，表达了作者对鼓浪屿和鼓浪屿人民的热爱和祝福。

曲中许多透露着诗意、大气磅礴的精彩之处，均如神来之笔，体现出作曲家

对艺术灵感的敏锐觉察和瞬间捕捉。乐曲将现代技法与传统相结合，恰如其

分的使用现代作曲技术“为我所用”，以加深作品的“时代感”。并对当地民

间音乐予以加工、润色，辅之以风格化的典型性和声，尽显民族音乐之魅力。

正如作曲家本人所言：“主要用四、五度叠置同反向低声部的结合，从效果

上听起来，铿锵有力、具有民族气派”。。不难看出，作者在艺术道路上向着

高峰继续奋力攀登之势。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通过

音乐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渴求探寻、对情感的深度挖掘、对内心世界的

剖析表白。只有发自肺腑的乐思流淌、深深地沉醉于情感之中，方能以乐明

。杜呜心．致刘念劬[j]．人民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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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凭乐抒怀。好的作品也是个人文化素质、创作思维、个性风格和世界观

等多方面因素沉集的产物。唯有如此，才能谱出这样好的音乐。在创作过程

中，作品经历了肯定、艰难的否定、更艰难的否定之否定这样不平坦的孕育

过程，也赋予作品的音乐“传记性”特征和传奇色彩。作者本着从音乐本体

出发，咯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技术是艺术之载体的创作理念。

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身为国际知名的大作曲家，始终坚持音乐作品为大众

服务、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贴近广大平凡人的艺术审美心理特征，强调

艺术的美感与时代感的紧密结合。坚持高雅艺术不脱离群众，阳春白雪应建

立在社会现实之上，满足艺术欣赏需求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这是杜鸣心先生

终身保守的、强烈的艺术责任，即，对作品、本人、同行、听众尽皆负责。

如果说作者在潜意识中恪守着某种艺术原则的话，那就是包含艺术美学特征

的、音乐创作的价值取向原则。

民族音乐学家田青有言：艺术感觉就像马。只有当年追风闯阵、青史留

名的“飒露紫”们，才是既有个性、又善解人意，并能沿着它该走的途径奋

力奔腾的骐骥产乐如潮涌、鼓浪鸣心、思吟万千。当今时代，能够听到这样

好的音乐，美丽的缪斯女神也会露出迷人的笑容。这里，笔者引用作曲家赵

晓生教授的诗句来比喻杜鸣心先生的音乐：“音者有魂，乐者依心，音由心

出，是为至乐”。o

o划索拉．行走的刘索拉[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96)．

。赵晓生．制琴演奏之道【M】．上海：世界国书出版公司t 1999．(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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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杜鸣心钢琴音乐的艺术特征与时代意义

杜鸣心从小在民间音乐环境中长大，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追

随多位名师苦学钢琴、研修理论，并在前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多年留学，

传统作曲技法愈发深厚、西方文化思潮影响颇深。杜鸣心正是在中西不同音

乐文化的氛围和环境中成长起来，他的大多数钢琴作品都打下了中西音乐文

化不断交融的深刻烙印，承载着中西音乐文化不断发展的心路历程。“风格

即人”，是艺术家长期凝聚而成的艺术个性的真实写照，也是艺术家所处时

代、民族和自我风格的统一。在五十余年的音乐创作实践中，杜鸣心在风格

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自由游走、掌控平衡，逐渐形成同行公认的“杜鸣心

风格”。即，以功力深厚的传统作曲技法为基础，融入现代音乐思维方式，

以格调高雅、飘逸、亲切感人的音乐语言为特征，以调性音乐体系与民族民

间音乐素材相结合为切入点，以视角独特、清新、具时代感的旋律写作而见

长的、融入个性化世界观的音乐创作风格。

第一节 旋律特征

旋律居于音乐诸要素中的主导地位，是塑造艺术形象、抒发内心情感的

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社鸣心的音乐作品以旋律见长。通过《献给鼓浪屿》

第二乐章主体的音乐分析可以看出，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个性化的音乐创作

唯美意识。特别是旋律写作，历经五十年的积累，逐渐演绎成一种音乐创作

方面的“唯美主义”，并贯彻了作者终生的音乐创作。

他非常讲究旋律线条轮廓与旬幅大小的有机结合，旋法线性起伏伸缩皆

自然考究，特别是主题旋律的巧妙建构，舒展豪迈、大气磅礴又不失流畅细

腻、婉约深情。充分发挥旋律因素的主导作用和表现力，透过旋律表达出情

思萦绕、恰静安谧的艺术效果，就是以抒情性为至上原则进行创作。为保证

鲜明个性化的旋律特征，即便是大型作品，主、副部主题对比主要在情感、

力度、色调等层面上形成对比，而较少采用“贝多芬式”的强烈戏剧性的矛

盾冲突。他偏爱明亮、爽朗的音乐色调，作品中不多的色彩性对比、冲突，

也是建立在明朗的基调之上。所以，有音乐学者称杜鸣心的作品更与舒曼、



门德尔松、德沃夏克等浪漫主义作曲家接近。用之得心应手的、多种形式的

半音模进和调式调性的频繁转换，辅以民族特色的四、五度和声与现代技法，

给旋律带来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音响效果，描绘出诗一般的意境，继而表

达出诗的气质和风格。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春之采》和《献给鼓浪屿》，

音乐传递出的交响性、戏剧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无比巨大，彰显气势、魄力

与激情且卓尔不群。在尽情挥洒交响性创作手法的同时，渗透着杜鸣心式的、

人文主义倾向的音乐“唯美主义”写作风格，时刻闪现着杜鸣心那富于情感、

人性化的笔触，发自内心、动人肺腑的旋律，并带给人们艺术上的美感和精

神上的愉悦。

他在旋律写作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是无比巨大的，对个性化

旋律风格的追求也是无比坚定的。他所做的每一段优美的旋律都是其乐智聪

颖、乐思奔涌的展示，也是对其心灵的透视。很多作品的旋律声部看似简单

平和、清晰明了，却因耐人寻味而值得深入研究，旋律线条中往往乐思的凝

聚、技法的演变和借题发挥式的尽兴展开，因而蕴含着深入浅出的道理。这

与他本人在生活中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平和随意的平常心态直接相关。“旋

律的写作，关乎作曲者全面修养的体现，反映着作曲者对民族音乐和世界音

乐文化的理解程度、掌握的程度，以及作者的文化修养与人格的力量”，“写

作旋律的基本功，其根基仍然是在做人上”。o此番话语用来形容杜鸣心的作

品再恰当不过。

第二节 内容与形式

作者本着从音乐本体出发，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技术

是艺术之载体的创作理念，以形式再也不是对内容的约束，而形成了内容展

开的依据为艺术指导思想。

作者在青年时期曾是钢琴演奏家，熟知各种钢琴演奏技术。在音乐展开

过程中，常适时改变钢琴语言、变换演奏方式，做到由浅入深、复杂、多样

化钢琴演奏技巧的综合运用。在坚持传统技法的同时，有意识挣脱传统形式

的羁绊和束缚，在深刻的构想之下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他的作品题材与体裁

西杜兆植．被忽视了的精灵——旋律fA】．赵来光．旋律研究论集f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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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恰如其分、默挈相容，采用明晰的曲式与简洁的配器，为作品铺开清新、

流畅的基调。所做的一切都有理有据，都是从实际出发、从音乐本体出发，

注重形式为内容服务、为音乐的发展服务。音乐家贺绿汀曾说过：“我们总

不能忘记一句至理名言：‘伟大的艺术家必然是传统的儿子，同时又是传统

的叛逆。’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道理。任何艺术家必须深入学习传统，没有

传统你就不可能有所创造，同时你也必须从传统的规范中突破缺口冲出来，

才有可能创造你自己的艺术”。”在艺术创作上，技术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是

一个共同体，它们合力支撑起一部艺术作品，三者互为犄角、缺一不可。

作曲家是在音乐领域里始终冲在最前面的人，是音乐创作的主体。“传

统是一条河流”，杜鸣心正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准了自己的坐标、音乐创

作的定位和方向。运用传统作曲技法结合精美的艺术形式，加之极富个性的

“唯美主义”艺术观，就是对这种艺术精神最好的明证。正是在这种艺术精

神的指引下，杜鸣心创作出大量题材广阔、形式多样、手法独到、风格唯美

的的艺术作品。

第三节 民族风格

致力于创作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是杜鸣心的不懈追求。在中国风格钢琴

音乐的创作方面，着重注意“继承世界音乐文化的传统，并与中国民族音乐

的精华融会贯通，同时吸收和借鉴优秀的现代钢琴音乐创作技巧，在钢琴音

乐创作与演奏两方面努力探索中国风格，创造出既是中国自己民族的、又是

世界性的钢琴音乐，进而形成中国自己的民族钢琴学派”。。杜鸣心的钢琴曲

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基石，并相继予以巩固、建设和增添新

鲜血液，他本人也正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努力实践、奋力前行。

他的钢琴作品，以讴歌崭新的时代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为主要题材，

不仅具有中国民族风格，有些还成为中国钢琴曲中的精品，在中国乃至世界

音乐舞台占有重要位鬣。正如音乐学者的称赞“质朴、深情、纯净之美，正

。张旭良．试论翅绿汀的钢琴曲【A1．童道锦、孙明珠．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c]． 北京：人民音乐

出版社，2004(4、5)，

。张旭良．试论贺绿汀的钢琴曲【A1．童道锦、孙明珠．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

演奏[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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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愈来愈鲜明地显示出它

作为一位中国作曲家的艺术个性。⋯⋯在他的音乐语言、思想内涵以及音乐

逻辑中，主要贯注的是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式的诗意”。国诞生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就是最好的一例，它是杜鸥心创作高峰

的问鼎作品之一。此时，作者的艺术手法与个性风格已完全成熟，作曲家已

全然摆脱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他的自我已与国家、民族和社会息息相通，

以崭新的姿态、最佳的笔调、饱满的热情进行创作。作品抒发了作者的个人

艺术思想和追求，在艺术道路上不懈努力、积极探索、奋发攀登的志向，这

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并通过作品验证了只有运用世界性

的音乐语言，才会产生世界性的杰作。

第四节 时代意义

尽管艺术创作没有顶峰之说，也没有终极目的而言，但任何艺术的发展

过程，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大气候的制约和

影响。“艺术家理解了现实，将现实体现在艺术形象里”。回不知是哪一位艺术

家有过这样的感慨：艺术家的工作不是炫耀技术，不是职业需要，而是一种

神圣的使命，一种发自内心的召唤。正是时代给与艺术家以使命和召唤，艺

术家个性化的艺术审美意识、风格和情趣与时代特征紧密相关。

纵观杜鸣心各个历史时期的钢琴作品，明显感受到其作品中时代留下的

历史痕迹和时代脉搏，以及个性风格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对杜鸣心写于“文

革”时期的几首作品进行历史性回顾时，通过系统的音乐分析，会惊喜地发

现多处超越时代的闪光点，这几首乐曲的时代意义已大大超出了作品本身。

作曲家常常在历史与社会现实、个人的理想中艰难的选择。是理智与内省的

哲思，是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也是对自我的超越与突破。艺术家的个性与

风格确为同胞手足，对其艺术作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艺术作品的风格定位

在某一时期、某一时段，可能会有所变化、偏离，但与时代的结合不可或缺，

要切合实际，与时代共融。即，在大环境下形成的“时代风格”。旅美作曲

。汪毓和．质朴、深情、纯净[J]．人民音乐，1989(4)．

。勃·阿拉波夫．爵乐作品分析[M]．北京：人民音乐ffI版{}，1959(1)



家谭盾曾说过：“个性在平凡的环境中找到很难，在大家都熟悉的文化背景

上去创造个性更难”。①但杜鸣心正是在平凡的环境中、遵循麓时代进步的轨

迹、在大家都熟悉的文化背景上，执著追求真诚、高雅和纯挚的艺术理想，

突破性的创作出个性化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带有“杜鸣心印记”的优秀钢

琴作品。一句话以概之——追求真正的音乐美。

由杜鸣心执笔的钢琴版《红色娘子军组曲》于1975年完成。当时，那

场史无Iji『例的浩劫尚未结束，音乐创作与其它艺术一样，受到形形色色的制

约，局限性很大，致使艺术家们不能完全放开手脚进行艺术生产。但杜鸣心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很多突破种种约束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创作出多首在当时“与众不同”、艺术生命力持久旺盛的钢

琴曲。其作品在数十年的传播过程中，艺术的情感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

值被不断“放大”，并带来难以估算的“附加值”。这些典型意义上的中国风

格钢琴曲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的很多作品经过数十载，仍能够历

久弥新、长盛不衰。

作品也引起我们对当前音乐创作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思考。

在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般突飞猛进

的崭新历史时期，紧跟时代潮流的艺术家们，在快马加鞭的追求多元化且高

度个性化的艺术创作和审美实践的道路上，充满竞争意识的脚步从未停歇。

由此涌现出大量新奇的现代派、先锋派、炫技派等新潮音乐家俯拾即是。在

他(她)们的现代音乐作品中，极具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冒险精神，敢于藐视

权威、经典、已有的定律、规则，并嘲笑制定规则的历史人物。对传统的即

成体系采取抗争、颠覆的态度，不惜一切向极端化发展，拼命寻求在艺术领

域罩为自己“立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丝毫不顾及旁人的感受，为

技法而技法、为理念而理念、为创新而创新。

诚然，现代派音乐家为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作品

中却充斥着极其强烈的个人思想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过多装载着“个人主

义”、“自我主义”和“虚无主义”，几乎完全放弃音乐的听觉效果，以超前

∞E树．在‘‘我国现代的音乐创作之路究竟怎么走”座谈会上的讲话啊，中央音乐学报北京：中央音乐

学院学报社，1987(2)．



的、“超时代”的意识，以近乎自然科学实验式的探索，极力表现自我、个

性、精神和难以触摸的“冥想世界”。作曲技法“高深”、激进，音乐语言神

秘、玄奥，“没有创造冲动，单凭钻研和计算就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①此类

作品必然会异常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国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承受力和情趣。

主要原因在于，在生活和情感经历皆不足的层面上，未能贴近生活、扎根生

活，向往“唯我”的自由境界，并非以人为本，不是以受众群体的欣赏水平、

审美承受能力为出发点，不考虑本国国情、民情、艺术教育程度和艺术趣味

的差异，忽视了艺术作品应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本质现象，以及艺术市场对艺

术作品的需求和脉络走向。不间断地、每时每刻的出新、变化，也违背了正

常人的音乐记忆能力，很容易形成狼狈不堪的“审美疲劳”。长此以往，甚

至会导致人们内心世界的“审美衰竭”和“审美拒绝”。

音乐终究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离开了悦耳的声音和

美的本质与感受，谁也说不清楚艺术为何物。然而，虽拥有现代意识、现代

思维、现代风格、现代技法和现代工具，却少有公认之“大作”诞生。遂有

人俯首嗟叹，当今时代“先锋者多而大师者少”。

从其他角度来看杜鸣心的作品，也有白玉微瑕之处。比如，音乐发展手

法稍显单一，过多依靠模进和调变化，使主题后续部分小结构无序分散，导

致大结构不够凝练、集中。主要旋律声部的潜意识隐藏、层次性处理不够细

致。大型交响乐作品中复调技法乐段比例不够，缺少独立意义的赋格段。作

品中包括无调性、序列、十二音等现代作曲技法运用较少。可能会有人这样

认为，杜鸣心的作品未能追随新音乐时代的发展，有“过时”和“保守”、“落

后”的嫌疑。

其实，杜鸣心对西方音乐创作思维、观念和技术绝不顶礼膜拜，盲目的

“偏爱”、跟从，也不一味的拼命钻研“现代技法”。而是做到心中有数，有

选择的加以吸收、为我所用、为音乐服务。他认为，“评价一首(部)音乐

作品，不应以作品中是否有现代作曲技法为衡量标准，重要的是看作品中有

没有好的音乐，即作品是否能准确地表现出创作者的情感、真正做到用音乐

。杨通八．关于调性与无调性的独白[J]．中国音乐学，1988(2)．

49



与人交流、真正感动听众”。。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其自身特定的、客观

存在的艺术规律，以此为背景不断进行探索和挖掘是每一个艺术家的天职。

艺术家是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为革新而革新，还是持之以恒的严守己律、“逆

流”前行?详阅过杜鸣心的作品，明显感受到他的确是一位勇敢的“反潮流

者”。更何况“音乐的调性形态，并不是一部作品时代属性的唯一标志，更

不是衡量其艺术水平高低的准则。在优秀的作曲家笔下，调性音乐同样可以

写的生龙活虎，现代气味十足”。。他不缺少现代气质的“炫技”型作品，但

他认为技术是艺术之载体，技术最终要为艺术服务，即任何一门艺术的技法

都不应是炫耀艺术家本人的工具，而应当作为艺术创造的方式与手段。

反观传统，耐人寻味。特别是新生代作曲家们一味求新、求异、求变、

求突破的今天，杜鸡心始终脚踏实地、不故弄玄虚，不搞花拳绣腿式的“炫

技”表演，其作品乃真正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颇具崇高深邃的艺术修养和

纯真浪漫的艺术情趣、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独特魅力之所在。

第五节 乐为心声

时代呼唤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艺术情感和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没有触

及内心世界，就不可能有好的音乐。艺术作品没有顶峰，艺术创作道路亦没

有尽头。一个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应具备较好的文化根基，以此来充实自己的

头脑，以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为基础，完善自己的创作思维能力，并拥有比

常人更为宽阔的想象力、丰富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杜鸣心一生追求高尚的

人格和精神品位，秉承着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宗旨，

坚信音乐艺术具有强烈的社会推动作用，牢固自己勇于负责的社会历史责任

感，心中时刻装着人民，铭记艺术作品须贴近群众，符合民族的、人民大众

的审美承受力。正所谓“乐为心声，器为心物”。

由于杜鸣心有着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扎实的文化底蕴，他在创作音乐之

时，往往是有感而发、发自肺腑，遂以钢琴为媒介，借用心物抒发情感、谱

写心曲。既坚持创作的技巧性，阐释个性化的艺术观，又兼顾作品的实际音

。苏澜深，杜鸣心先生访淡录【J】钢琴艺术，1998．5(8)．

。杨通八．关于调性与无调性的独白[J]．中国音乐学，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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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和大众的审美接受。因此，他的作品中没有不切实际、极端夸张的费解之

想象，没有孤芳自赏、痴人说梦般的“呓语”，没有晦涩难懂、犹豫踟蹰的

音调，一切尽在情感的宣泄、自然的流淌，在自然流畅的音乐进行中塑造形

象、抒发感情。以心灵创作理想的音乐，表达无限的心声和时代气质，继而

带给人们永恒的记忆。能够五十年如一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技法，不为新潮、

现代的某种诱惑所动，是一种战胜自我、升华自我的精神。这也是杜鸣心先

生终身恪守的、强烈的艺术责任感，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最好的佐

证。这首作品于台湾公演一次后，作者略感不满意、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当

即将其束之高阁，待以时日再作修改，以全新面貌示人。

尤为可贵的是，始终坚信“艺无止境”的杜鸣心先生年已七十八岁高龄，

仍然志在千里、壮心不已，坚持音乐创作、笔耕不辍，以博大的艺术情怀和

旺盛、饱满的创作热情和精力，完成了电视连续剧《冼星海》和芭蕾舞剧《牡

丹仙子》的交响配乐和创作，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续写辉煌的音乐人生。这

种献身艺术、专注事业的锲而不舍精神，着实让人钦佩之至。不由想起美术

大师刘海粟的一句话：“非性格伟大，绝无伟大人物，也无伟大艺术家”。。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终有轮回，当音乐艺术发展到看似“尽头”的时候，

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大逆转。至今，调性音乐依然保持着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

主宰着当今世界的音乐舞台。

“音乐是川流不息的生命”，“音乐是人生的艺术”。

在此，借用作曲家瓦格纳的一句名言，来总结杜鸣心先生的钢琴音乐创

作：“音乐所表现的东西是永恒的、无限的和理想的”。

①沈虎．刘海粟艺术随笔【Mj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仇(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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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杜鸣心主要器乐作品目录

钢琴独奏蓝《练习曲》

钢琴独奏曲《变奏曲》

芭蕾舞剧《纺织女工》 合作者刘霖刘廷禹陈能济许宜彰

芭蕾舞剧《鱼美人》 合作者吴祖强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者吴祖强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

芭蕾舞剧《沂蒙颂》 合作者刘廷禹刘霖

交响乐《青年圆舞曲》

交响组曲《洪湖赤卫队》

交响乐《青年》

芭蕾舞剧《巴黎的曙光》

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

交响诗《飘扬吧，军旗》

电影《原野》、《伤逝》交响配乐

电影纪录片《海峡情思》交响配乐

交响幻想曲《洛神》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交响诗《秋思》

交响序曲《节日》

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

长笛、竖琴二重奏《水乡吟》合作者姚盛昌

交响乐《长城》

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旅》

第二钢琴协奏曲

《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大型民乐交响组曲《丹青韵》

交响组曲《台湾民歌组曲》

1955年

1956年

1956年

1957年

1959年

1972年

1976年

1977年

1979年

1979年

1981年

1981年

1981年

1982年

1982年

1982年

1982年

1987年

1987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1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芭蕾舞剧《玄风》

交响乐《1997序曲》

交响诗《刘三姐》

民乐四重奏《飘红玉》

徐志摩诗词《再别康桥》交响配乐

钢琴曲《托卡塔》

《新世纪少年钢琴组曲》

京剧交响乐《杨门女将》

交响序曲《春天的故事》

交响乐《长城颂》

第三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

电视连续剧《冼星海》交响配乐

芭蕾舞剧《牡丹仙子》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0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作品、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级别

《有爱就有希望》 《琴童》 2004年第l期 省级

《天地之间有正气》 《音乐周报》 2004年第29期 省级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 《全国高师音乐教育 2004年8月 高师学术

分解八度的理论与应_I}j》 研讨会论文集》 研讨会

《透析钢琴考级之怪现象》 《音乐生活》 2004年第8期 省级

《如何弹好二胡曲目的钢琴伴奏》 《音乐天地》 2004年第11期 省级

《到太空握手》 《中国金曲大集锦评选》 2004年“月 一等奖

《如何当好钢琴陪练》 《琴童》 2004年第12期 省级

《约定北京》 中国首怔霸蹴悯曲大赛 2005年4月 金奖

《刚光·少年》 《校园歌声》 2005年第3期 省级

《关丁．小提葶独奏曲的钢琴伴奏》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 省级

《杜鸣心两首钢琴小品的分析与演 《中外教育探索》 2005年第5期 省级

奏》

《妈妈的牵挂》 山东省青年歌手火赛 2005年8月 优秀自怍奖

《高师配器课教学问题之所在与改 山东省首届大学生 2005年9月 一等奖

革之儿点建议》 艺术展演论文评比

《叶落l|]根》 全国歌曲创作比赛 2005年10月 晨钟奖

《杜呜醋彖习曲的创作分析》 《，“播歌选》 2005年第10期 国家级

《叶落归根》 《歌曲》 2005年第lO期 国家级

《今夜的星光下》 《音乐周报》 2005年第“期 省级

《无所谓》 《广播歌选》 2005年第12期 国家级

《高师配器课教学问题之所在与改 全国高校音乐 2005年12月 二等奖

革之几点建议》 教育论文评选

《相聚北京》 《音乐天地》 2006年第1期 省级

《高师配器谋教学问题之所在与改 《中国音乐教育》 2006年第4期 国家级

革之几点建议》



后记

从1988年我学弹杜鸣心先生的《水草舞》、《珊瑚舞》开始，他在我心

目中树立了慈祥、善良的音乐大师的形象。清晰她记得在2000年，去北京

家中拜望杜先生，有幸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他慈祥地对我说：“⋯·现在

年纪大啦，身体经常不适、精力有限，但我还将继续向前走，继续写下去。”

多么令人感动。就在那时起，有一个梦想在心中不停的缠绕、升腾，那就是

将杜先生有代表性的钢琴作品，作历史性回顾和系统性音乐分析，以纪念杜

先生从事音乐创作五十周年。今天，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俄罗斯钢琴“泰

斗”涅高兹曾说：“长时间的深入领会一位作曲家，是极有益处的”。通过钻

研杜鸣心先生的钢琴音乐，使我在学业上更进一步，在艺术思想方面感触颇

深。钢琴音乐历经300年的发展，中外钢琴文献浩如烟海、数不胜数。杜先

生的钢琴作品犹如一颗颗璀璨闪亮的明珠镶嵌其间、魅力持久。希望这篇论

文能够达到作者所寄予的意义和厚望。

真诚感谢我的导师、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马东风教授多年来的

谆谆授业和悉心关爱，特别是在论文的选题、修改、成文等方面倾注了大量

心血和汗水。感谢杜鸣心先生提供大量详实、珍贵的谱例、图片和有声资料；

感谢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张旭冬教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在曲阜师范

大学乔羽音乐学院学习期间，给予我许多关怀和帮助的谢安庆校长、王翼亭

院长、王福生副院长、肖桂彬老师和其他领导、老师与同窗好友。

最后，让我们衷心祝愿杜呜心先生健康长寿，音乐人生丰富多彩，艺术

情怀永远年轻1

2006年春于曲阜师范大学乔羽音乐学院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序言
	第一章 《变奏曲》的音乐分析
	第二章 《托卡塔》的音乐分析
	第三章 钢琴协奏曲《献给鼓浪屿》音乐分析
	第四章 杜鸣心钢琴音乐的艺术特征与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附录：杜鸣心主要器乐作品目录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