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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其钢先生是一位世界性的中国作曲家。其作品的创作形式涉足了几乎所有的器乐

领域，如：为单簧管而作的作品《晨歌》；为长笛与竖琴而作的作品《回忆》；为钢琴而

作的作品《京剧瞬间》、《二黄》；为室内乐六重奏而作的作品《水调歌头》；为大提琴与

交响乐而作的作品《逝去的时光》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其中，《京剧瞬间》是陈其钢

为数不多的出色的钢琴作品之一，这首作品将我国“国粹”——京剧同西洋乐器钢琴相

结合，运用西方现代和声语言来描绘中国民间传统色彩，既大胆创新，又不失民族特色，

展现了作者在创作上的特色与风格。本文对陈其钢《京剧瞬间》的音乐风格研究分为四

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本次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以及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主要

介绍陈其钢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两首钢琴作品；第三部分笔者将主要从《京剧瞬间》

的音乐文本出发，结合“京剧”元素来分析这首作品的音乐特点及其艺术表现；第四部

分笔者将主要从《京剧瞬间》的演奏分析出发，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演绎《京剧瞬间》的

艺术风格。 

 

 

 

关键词 

 

 

陈其钢；《京剧瞬间》；钢琴；风格；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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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Chen Qigang is a universally well-known composer from China. The creations’ 

style of whose compositions has covered nearly every field of instrument. For the example, 

the 《The song of morning》played by clarinet, the 《Memory》played by flute and harp, 

the 《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played by piano,《Prelude to water melody》player by 

Chamber music sextet, the 《The past days》played by violoncello and symphony. He has 

created many compositions of high level, which highly proves that Mr, Chen Qi gang is an 

excellent composer. Among the compositions mentioned above,《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 is one of Mr. Chen’s masterpiece in the field of piano compositions. This 

composition combines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our “national treasure” Beijing Opera and 

those of some typical western instruments, making the composition itself both boldly 

creative and full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pressing the composer’s inspiration and 

wit.In this paper, Mr. Chen Qigang "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style of music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reason for this thesis topic,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the status ;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Mr. Chen Qigang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his two piano works; the third part I will be mainly from the "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 of music text, combined with "opera" element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iece of music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fourth part I will mainly 

from the "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 performance analysis start, allowing more in-depth 

deductive "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s art style. 

 

Keywords 

 

Chen Qigang；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piano；art style.；de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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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由 

我国有很多著名作曲家运用“戏曲”的相关素材，创作出了很多经典的钢琴作品，

如张朝①创作的《皮黄》、王笑寒②创作的《遗失的日记》等。京剧作为戏曲的一种，在

我国已经拥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曲调刚柔并济，唱腔多变且灵活，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及艺术价值。陈其钢为钢琴而写的作品《京剧瞬间》既结合了“行弦”③这一极具特色

的京剧创作手法，又发挥了现代和声的音响效果，同时也展现了极具难度的演奏技巧，

是东西方艺术融合的完美体现。 

二、研究现状 

在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于对陈其钢《京剧瞬间》的研究，

目光主要集中在《京剧瞬间》的创作背景及曲式分析上。对怎样演绎《京剧瞬间》的音

乐风格只做了较少的概述。目前对陈其钢《京剧瞬间》的研究文献有： 

长江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讲师姚岚发表于《音乐之声》的论文《中西合璧，完美演

绎——钢琴曲京剧瞬间的艺术赏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乐曲的创作背景曲式

结构音乐风格和演奏特点进行分析，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和演绎。 

深圳大学艺术系讲师张又丹于 2008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的论文《“戏”味十足的

京剧瞬间》。这篇文章对《京剧瞬间》的创作背景做了全面的综述，以及对该乐曲的曲

式结构和艺术风格做出了较完全的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赵冬梅于 2003 年 4 月发表于《中国音乐》的论文《陈其刚最新

钢琴作品京剧瞬间的艺术创造》。这篇文章详细的分析了《京剧瞬间》曲式结构，并将

论文上升到了美学的高度，同时对曲作者陈其钢于中国特色音乐通往国际化道路上的贡

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① 张朝，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曲、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② 王笑寒，中国钢琴家、作曲家。2001 年第 11 届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大赛决赛奖获得者。 
③ 行弦（hang xian），是贯穿于京剧中“念”与“做”之间的胡琴过门。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正文“《京剧瞬间》中

的京剧元素”笔者将对行弦行详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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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阅大量文献中，本人发现，这些文章大部分只是分析到了《京剧瞬间》的曲式

结构，对该乐曲的演奏技巧及艺术特色的探讨较少。 

笔者将通过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相关的音乐教学网站以及学校图书馆搜索到相

关论文，为本次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为研究方便，笔者对相关的著作及文献进

行分类整理，并采取文本分析与演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开展本论文的研究工作。 

三、研究意义 

作曲家陈其钢的《京剧瞬间》是一部将京剧元素与西方二十世纪作曲手法相融合的

现代钢琴作品。京剧中所具有的独特音乐元素，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和钢琴演奏手法

进行演绎，同时又夹杂着现代的和声发展手法以及现代演奏方式，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

并非易事。因此，笔者将对该作品的文本与演奏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发现创作手法与

演奏技巧以及音乐表现的内在联系，深刻理解其音乐内涵，从而更好地演绎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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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其钢及其钢琴创作 

第一节  陈其钢其人 

陈其钢，1951年出生于上海市。自幼学习音乐，中学时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单簧

管， 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著名音乐教育家罗忠镕。1982

年陈其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教育部批准出国读研。在旅法深造期间，其作曲才华深受当

代著名作曲大师梅西安（O.Messiaen,1908-1992）①的青睐，使得年事已高并早已不从

事教育事业的梅西安破例将其收为关门弟子。 

得益于梅西安的教导及启发，陈其钢逐渐在法国及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7 年创作的室内乐六重奏《梦之旅》在德国达姆施塔特第三十四届夏季国际音乐节中

获奖，并于同年在意大利第二十七届 Triest 交响乐作品国际比赛中获得特别奖；1990

年受荷兰新乐团委托，创作了男中音与室内乐队作品《水调歌头》；1992 年由法国文化

部、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法国音乐版权组织公司联合出版的“陈其钢作品专辑”CD被列

入了“法国当代音乐”唱片系列中；1993年荣获该年度的梅狄西斯庄园奖（原为世界著

名的音乐“罗马大奖”）；1996年陈其钢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并于 1998

年 4月由马友友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首演，蜚声国际乐坛；1999年受法国国家广播公司

委托，创作了管弦乐组曲《五行》；2001 年，由陈其钢作曲、张艺谋导演、王新鹏编舞

的大型芭蕾舞音乐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北京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2年，陈

其钢为大型交响乐团与民族室内乐团创作的双乐队协奏曲《蝶恋花》在法国现代音乐节

举行首演，引起轰动；2003年，陈其钢应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之邀，创作了室内乐作

品《走西口》，该作品旋律通俗明朗，简洁大方；2004 年，陈其钢受斯特拉斯堡爱乐乐

团之邀，被聘为该团驻团作曲家；2005年，陈其钢被法国音乐版权组织授予最高终身成

就奖“交响乐大奖”；2007年 7月 20日，陈其钢再度携手导演张艺谋，被北京奥组委正

式聘请为“音乐总设计”，填词并谱曲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自 2010年以来，

先后与张艺谋导演合作，为电影《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配乐；2012年，法兰

西学院艺术院为陈其钢颁发 2012 年罗西尼奖，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①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法国作曲家、风琴家及鸟类学家，是二十世纪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他的音乐创作经常融运用复杂的节奏，并以“有限移调调式”创作出和声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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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钢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至今仍活跃于世界音乐的舞台上。其音乐风格细致入

微，刚柔并济，音乐人物形象丰满且表现力强，是华人作曲家中的代表人物。 

第二节  钢琴创作 

陈其钢是如今少数几个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中国作曲家之一。他将中国的传统

元素融合于西方现代作曲中，以独特鲜明的时代气息、细腻温婉的个人情感、严谨精美

的音乐语言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陈其钢的钢琴作品共有两首：于 2000 年创作的钢

琴独奏曲《京剧瞬间》以及 2009 年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二黄》。① 

《京剧瞬间》是陈其钢于 2000 年应“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组委会之邀而创作的

一首钢琴作品。该作品被作为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的必选曲目，组委会为此设立了陈其

钢作品演奏奖。 

作曲家本人曾经指出，创作《京剧瞬间》这首钢琴作品是受到了一位中央音乐学院

学生的启发，恰巧通过“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这一契机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践。

因为是钢琴比赛作品，所以不得不考虑到这首作品必须具备的三个必要因素：第一，考

验演奏者的钢琴技巧。这首作品的难度首先在于对传统钢琴技术的应用面面俱到，其次

在于要求演奏者必须考虑到这首曲目所演奏出来的音色及音响效果；第二，受到比赛环

境的局限性，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安排一种绝对安静的环境来进行演奏，所以必须动静结

合地创作出一首钢琴作品；第三，此作品必须符合“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中梅西安的

创作风格，所以在乐曲的风格上尽量保留中国韵味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在一些和弦的转换

连接或节奏的变化上尽量地靠近梅西安先生的处理风格。② 

《二黄》是陈其钢于 2009 年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音乐素材来源于我国京剧中

的唱腔：“二黄”。这是陈其钢第二次为钢琴而创作的音乐作品。虽然作曲家两次都运用

了京剧中的素材，但从和声的音响效果上来看，《京剧瞬间》是一首充满激情的作品，

而《二黄》则是一首安静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陈其钢本人在介绍这部作品的基本

创作理念时曾说过：“音乐是有灵性的，真正的音乐创作，就像一颗从地里长出的树，

如同生命，最终的结果是不能预知的。在写作之前，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情绪，一种远

                                                        
①《京剧瞬间》与《二黄》是陈其钢先生迄今为止出版过的两首钢琴作品。 
② 此段落来自陈其钢先生 2014 年 12 月《第七届上海音乐学院 2014 当代音乐周》于上海音乐学院讲座时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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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如烟的感觉。在这个感觉中包含了自己熟悉的京剧音乐的音调。”①该作品于 2009

年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主办的“古今回响”中国音乐节由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迈克.逖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携手著名钢琴家郎朗举行首演。 

                                                        
① 杨珽珽：《西方世界下的“人文性”——品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演奏的陈其钢作品三首》.【J】,《大众文艺》2011

年 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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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京剧瞬间》的创作分析 

第一节 《京剧瞬间》中的主要京剧元素——行弦 

众所周知，京剧中最为重要的两种声腔叫做“西皮”与“二黄”。但反观《京剧瞬

间》这首钢琴作品，作者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京剧中的行弦来做主题。行弦是贯穿于京剧

中带有音乐性质的“念”与带有舞蹈性质的“做”之间的胡琴过门，通常不被演唱，却

时刻存在于戏剧当中，“它通常在剧中没有意思的时候出现，如：一个人在台上转圈或

者是一个女人在喂鸡等等。”①一般于京剧唱腔的句逗处使用，配合演员的表演动作，如：

犹豫的神态、转身等。结构虽然精干短小，但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行弦作为钢琴曲《京

剧瞬间》的主题，既有新意，又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行弦在京剧中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1.主体本身只做重复，不做发展，从而形成了乐思不间断，却又保持即有意境的效

果。这就好比行进中的队伍在进行原地踏步，步伐不间断，却不向前行进。起到了连接

戏曲主要表演动作的作用。 

2.行弦采用自由反复的方式对戏曲进行即兴表演。它从不被规定表演几遍，每次排

练演出时，由乐手根据演员的表演即兴定夺。 

3.行弦中几乎每一个小节均可以向下文转接。从特征 1我们可以看出，因为行弦起

到了戏曲表演中连接的作用，所以行弦自身并不代表新的表演意义，可以做到完全无阻

碍地进行向下转接。 

作曲家在《京剧瞬间》中，通过艺术加工和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尤其体现出了前两个

特点。见谱例： 

谱例 1②：40—48小节 

 

                                                        
① 张又丹: 《“戏”味十足的京剧瞬间》[J],《人民音乐》2008 年 4 月 
② 本文《京剧瞬间》的谱例均来自：巴黎 GerardBillaudot 公司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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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谱例 1可以看出，左手不断重复及模进主题的逆行片段，使主题的意境得以保

持，右手对主题的节奏及音高进行完全重复，仿佛“原地踏步”，不做发展。体现了行

弦的第一个特点。 

谱例 2：19—38小节 

 

 

 

通过谱例 2可以看出，每一种对主题以及主题逆行的移位均是自由变化反复，体现

了行弦的第二个特点。 

行弦是京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刻存在于戏曲之中。陈其钢《京剧瞬间》便是以

此作为主题来进行变化和发展的。 

              第二节   《京剧瞬间》的文本分析 

《京剧瞬间》具有明显的双主题变奏曲式特征，这部作品的两个主题分别来源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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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下行的四音列和对该四音列的逆行移位。第 4小节中，作曲家将右手的主题 b、a、g、

e的逆行 e、g、a、b进行了下行小二度的移位，即降 e、降 g、降 a、降 b，形成了由左

手演奏的主题逆行。并将两个主题叠置在一起。（谱例 3） 

 

两个主题在音高上的关系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被发展和延续，使得作品本身具有良

好的统一性。而且用音级集合理论来看，两个主题来自于同一个音级集合。这样陈其钢

表达了作为中国现代作曲家对中国传统音乐京剧的理解与领悟。同时也表达了中国现代

作曲家对传统音乐应有的态度——传承与创新。 

《京剧瞬间》的两个主题均是由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这首作品在调

式调性上遵循五声调式的原则，自此基础上，作曲家运用平行和弦、平行调性，制造出

多调的平行旋律。这些旋律直接多为 4度、5度的平行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的 4、

5度叠置的和弦排列。例如： 

第 4-6 小节的高音声部和次中音声部、第 78-94 小节的高音声部均是来自于 4、5

度叠置的和弦构成。 

第103-119小节钢琴左手的和弦部分是4度叠置的和弦。还有134-137小节、138-139

小节、182-187 小节中都是叠置和弦比较明显的地方。这种复合调性的应用也是现在作

曲家将西方的调性技术融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当中的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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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图如下： 

 

 小节数 速度与表情 主题 

引子 1—3 Lento,discreto  

双主题的

叠置呈示 

4—8 Flou,espress T1    

T2 

双主题的

分别呈示 

9—18  T1   T2 

变奏 1 19—38 Piu lento fondu T1 

连接 39—50   

变奏 2 51—72  T1 

变奏 3 73—94  T1   T2 

连接 95—102   

变奏 4 103—130 Nervoso ma precoso T1   T2 

变奏 5 131—157  T2   T1   

变奏 6 158—178 Vlvissimo-luminoso T1 

连接 179—184   

变奏 7 185—192 Largando T2   T1   

尾声主题 192—194 Flou,poco mosso T1   T2 

     

    在曲式结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京剧瞬间》为典型的变奏曲式。总体来看，同

时也体现了一定的三部性原则：1.主题的呈示性部分（双主题的叠置呈示—双主题的分

别呈示）；2.主题的发展性部分（变奏 1—变奏 7）；3.再现性部分（尾声主题）。笔者将

两个主题分别用 Theme1（简称 T1）与 Theme2（简称 T2）来表示。 

引子（1—3）小节：这首作品的引子写的很精巧，第一小节中一共有 4个音这构成

了主题的四音列，并将主题的四音列拆开，用引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小节中的旋律

并不是传统的旋律模式，而是采用上行大跳式的立体式的旋律。四个音依次之间的音程

关系是小 7度、小 7度、大 6度。而第一个音同第三个音是小 6度，同第四个音的是纯

4 度，第二个音同第四个音是纯 5 度。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第一小节中 4 个音符简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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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关系就有小 7度、大 6度、小 6度、纯 5度、纯 4度。而这些音程在后面的音乐发

展过程中，以平行和弦的形式出现在后面的变奏当中。第二小节在重复第一小节的基础

上添加了一个音，形成了七声变徵的雅乐调式，体现了我国民族调式的特色。而我们可

以发现这 5个音符中，后面四个音符是 b、a、#f、#d，而这 4个音符被作曲家重新排列

以#f、a、b、#d 的形态（原型和变化的形式）出现在了第 39—50 小节的音乐展开发展

的段落和第 51—58小节的主题变奏的音乐段落中。（谱例 4） 

第 1—2小节 

 

第 39—50小节（左手） 

 

 

双主题的叠置呈示（4—8）：这 4 小节呈现出了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叠置，并在 6

—8 小节完成了对主题的扩充，这是比较高级的创作手法，含蓄而又统一。右手演奏的

部分是第一主题，左手演奏的部分是第二主题。都是以柱式和弦的形式将旋律线条藏于

和声当中，并不直接显露，使得引子有着浓浓的东方神秘色彩。该作品的两个主题均是

基于对第 4小节的四组音列来进行变化发展的。见谱例（谱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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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奏上，引子带有典型东方特征的散拍子的特点。 

双主题的分别呈示（9—18）：在 9—11小节中，作曲家利用了人们听觉上的倾向（相

对低音旋律，高音声部的旋律更容易被人发觉和听到），钢琴的右手演奏的是第一主题

T1，左手演奏的是第二主题 T2.，使得 T1 更容易被听到。在第 11 小节中钢琴的右手演

奏的是第二主题 T2，左手演奏的是第一主题 T1，使得 T2更容易被听到。而在这两小段

的 T1中第 7和第 8个音的音程关系有着细微的不同，第 11小节中的第 7和第 8个音的

音程关系是小 3 度，第 9-10 小节中第 7 和第 8 个音的音程关系是大 2 度。这两个存在

着细微差别的 T1 主题被作曲家在第 19-32 小节的变奏中使用和发展。就这两个主题而

言作曲家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对比，更是在对比中寻求统一和融合；在 12-18小节中是对

主题的原样再现了两次，第二次是将主题的旋律音做大跳处理，使得每一个的相邻的音

符都是大幅度的跳进。 

变奏 1（19—38）：这段中的变奏主要是对 T1主题的变奏。在（19-38）小节中是对

右手的主题材料在以黑键为主连续 10 次的变奏，并对主题 1 进行自由模仿，左右与右

手调性主要建立在 bA徵调式上，主题旋律由之前的 8分音符缩减为 16分音符并进行装

饰变奏。同时左手以平行调性的旋律在变奏中不断递进式的缩减和右手的音程度数关

系，由开始的小 7 度平行旋律，递进式的最终在第 10 次变奏中和右手的主题旋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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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2度的平行旋律。整个音乐的情绪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激动。 

连接（39—50）在对 T1进行第 10次变奏后，作曲家创新式的引入了传统中国戏曲

音乐的空拍、反拍的处理将重拍移位，将主题分裂展开，用动力型的右手持续音型，左

右 2度级进的方式模进，将音乐推向高潮。而左手的这一素材正是在引子中提到的源自

于第 2小节被作曲家重新组合的素材。 

变奏 2（51—72）：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1 主题的变奏。这段中作曲家创新的将

空拍引入，以 1个空拍对应 1个音符的形式是的旋律貌似被切断而未段，使得旋律的每

个音符都出现在弱拍上。而在 59 小节开始主题 T1的变形开始出现在钢琴的左手。这里

改变了主题 T1 的音高关系，而保留了原有的节奏型。高音与低音成了复调关系。当中

的小二度复合调性使用在横向的旋律线条当中，这也为第 103小节的新的素材的出现做

准备。 

变奏 3（73—94）：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1、T2 主题的变奏。这段中的主题变成

了纵向的柱式和弦，旋律则隐藏在和弦中，这时的右手演奏的是 T1 主题，左手演奏的

是 T2 主题.，以相同的节拍同时演奏出来。短促而有力的 16 分音符的变奏使得音乐动

力十足。从 82 小节开始移调模进，88 小节开始将素材的分裂展开不停的重复和展开，

节拍不停的变换在 2/4 和 5/8 拍之间，更是在连接（95—102）中的第 101 和 102 小节

中加入了不可逆的音形节奏（原型和逆行一样的音形节奏）。这里要求演奏者对节奏和

力度的把握极为准确。（谱例 6） 

不可逆的音形节奏↓ 

 

变奏 4（103—130）：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1、T2 主题的变奏。这段主要分成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103-119）小节，第二部分（120-130）小节。 

第一部分中主要是运用分裂展开和移调模进的方式发展音乐。103—105是陈述新的

主题，短短 3 小节后作曲家就已将开始将音乐的节拍变化，旋律线条被加长，2 小节后

节拍有缩减至比最初的 3 小节还少一拍，而右手的旋律也被提前到重拍，113 小节开始

左手开始移调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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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左手的 8 度对应右手旋律的单音，连续的 32 分音符急促而有力，力度

上也不断加强。 

变奏 5（131—157）：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2、T1 主题的变奏。主题出现的先后

顺序起了变化。由左手演奏的 T2 主题以全新的形式出现，节奏上切分更为明显而又凌

乱，力度很强，与原始主题中的 T2 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在 138 小节开始 T2主题在右

手开始演奏，而左手开始演奏 T1 主题。           

变奏 6（158—178）：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1 主题的变奏。这里的音形织体源自

变奏 4的第二部分（120-130）。托卡塔风格的创作形式模仿出了京剧中打击乐紧锣密鼓

的效果。左手演奏的 T1 因变为四分音符而被拉伸。在 169 小节开始又回到了柱式和弦

的演奏上来，左右手同时演奏的是 T1 主题变形，强力度的和弦式的进行，左手与右手

形成小 3 度的平行和弦，170 小节的踏板的使用将最后一拍的和弦延长至 172 小节，而

原有的音型被提前引入，闯入式的旋律使得 170-176小节中的旋律更为强劲有力。同时，

连接（179—182）为变奏 7做铺垫，为主题 T2的出现做准备。 

变奏 7（183—192）：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2、T1主题的变奏。183—187小节中

右手都是来演奏 T2主题。从 188 小节开始右手开始演奏 T1主题，左手开始在钢琴的高

音和低音区跳跃，这一段中将音乐推向高潮。 

尾声主题（192—194）：这段中的变奏同样是对 T1、T2主题的变奏，也是对引子的

呼应。最后一小节综合了引子中的旋律大幅度跳进和左右手同时演奏不同的主题，而不

同的是尾声中的旋律是全部在钢琴的高音区，尾声的调性，旋律的调性收束在 bA 徵调

式上，音型与引子（1—3）和主题呈现（4—8）几乎完全对称，始遥相呼应，引人回味。 

第三节  《京剧瞬间》的艺术特征 

陈其钢创作的钢琴作品《京剧瞬间》是一首充满技巧性、音乐性、民族风格以及近

现代作曲技法的优秀作品。该作品既要求演奏者具有精湛的演奏技巧（包括单音跑动、

八度、和弦之间的大跨度演奏等），同时也要求演奏者具有敏感的手指控制能力；既富

有“京剧”这一我国经典的戏曲曲种因素（主题为京剧中的行弦），同时又将现代作曲

技法（复杂的节拍、重叠的和弦所造成的不谐和音的效果、写作手法上的多调性等）成

功的与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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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归纳总结以及对《京剧瞬间》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京剧瞬间》的艺术特

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1.将变奏曲式与板腔体相结合。变奏曲是指对主题进行多种变化反复以及发展，并

在统一的乐思下组成的乐曲。该曲式给予作曲家发挥的空间非常大，既能够运用现成的

曲调，也能够创作新的主题来进行发展；既能够在曲调、和声、特性等方面进行变奏，

也能够在节奏、音形、速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变奏曲种类丰富，有双主题变奏、固定低

音变奏、自由变奏等多种类型。其中，双主题变奏是指作品中包含了两个主题，并对其

依次进行变奏。钢琴曲《京剧瞬间》就属于该变奏类型。乐曲中甚至出现了两个主题在

同一小节中完全重叠这一形式，右手为第一主题，左手为第二主题。（谱例 7）：        

 

板腔体，又叫“板式变化体”，是我国戏曲中的一种结构体式。在以上下句对称的

唱腔作为基本单位的基础上，按照一系列的变体原则，衍生出不同的板式。该腔体依靠

节奏不断变化来形成曲调及角色的多样性，所以在基本框架上遵循将曲调不断地变奏而

形成全曲。这种形式是在我国民间对曲调发展的运用中极为广泛的创作手法之一，暨为

了塑造不同角色和不同情绪，反复变唱同一曲调以达到这一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板

腔体的变奏性。 

陈其钢巧妙地将变奏曲式与板腔体的变奏原则结合起来，对《京剧瞬间》中的“行

弦”这一主题反复变奏，以表达作品中不同的角色之间不同的性格。 

2.对主题进行了“唱腔化”的处理。在我国戏曲中“唱腔”一词与旋律和音乐形式

相关。其腔法多种多样，其中，“拖腔”是一种在唱腔中运用较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它

十分富有表现力，经常在一个唱段发展至高潮时出现，运用类似于“散板”一样的形式

将乐句延长以充分表现出戏曲中人物此时的喜怒哀乐，极富张力，使听众的情绪受到最

大程度的感染。这种表现形式十分考验演唱者的艺术功底，要求演唱者做到“旋律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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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味，独具异彩，颇能感动听众”①。 

如陈其钢《京剧瞬间》中 103—130小节（变奏 4）就运用了“拖腔”这一腔体表达

手法的乐思，将快速的音流用 27 个小节 9 个乐句充分表现，使乐句充满张力，性格饱

满。使演奏者在弹奏时仿佛置身于戏曲角色当中，手指间奏出了京剧的唱腔。歌唱化的

表达，旋律性的唱腔被精彩地呈现出来。（谱例 8）： 

 

 

主题唱腔化之于钢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这需要演奏者要以最为歌唱的“人

声”作为最后的目标，以直观地感染着他们的听众。无论是表达苦闷、愤怒的心情，还

是表达欢快、明朗的态度，都必然地要将旋律人声化。19世纪中叶，波兰作曲家肖邦可

谓是将钢琴旋律歌唱化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大多以流畅的旋律线条为主，结合高难度的

钢琴技巧“人声化”地创作并演奏出来，或者又有用咏叹调的形式表现出来，如《g 小

调叙事曲》。（谱例 9）： 

① 

                                                        
① 彭娟.《戏曲唱腔中的拖腔》.[J].四川戏剧.1999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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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的学生曾经评价自己的老师：“肖邦表演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的 rubato”②

“rubato”一词在音乐术语中被翻译为弹性节奏，这又与京剧中“拖腔”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 

陈其钢将钢琴旋律唱腔化地创作出来，形成了这首作品的另一艺术特征。 

3.作品中的复调性。作曲家借用了巴洛克时期复调的外壳，却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

法中的调性重叠的创作手法（主要是对五声音阶的调性重叠），使得作品中的和声色彩

得到加强，不仅具有京剧的韵味，还体现了法国当代作曲风格细腻的层次感。如《京剧

瞬间》的第 9—11小节。（谱例 10） 

 

4.对于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如《京剧瞬间》中多层面的音响结构及运用音块的表

现手法。 

该作品 188—189小节中，一共出现了三个声部：高音声部不断重复着同一个音程；

中音声部为主题 1 的变奏；低音声部为主题 2（主题的逆行）的变奏。这样多层面的音

响结构使得和声的内容及效果更加丰富。其中，由左手演奏低音及高音声部，右手演奏

中音声部，用双手交叉的演奏方式完成该乐句。（谱例 11） 

                                                                                                                                                                             
① 谱例来自《肖邦钢琴全集 1：叙事曲》，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6年 4 月 1日版。 
② 顾硕.《浅谈在肖邦钢琴音乐中歌唱性演奏》[J].音乐大观.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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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瞬间》96—102 和 158—160 小节中，作曲家运用音块的表现手法分别描绘

出京剧中打击乐齐奏与交替演奏的场景，营造出类似“噪音”的音响效果，非常生动具

体。（谱例 12） 

    96—10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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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60小节： 

 

从以上四点我们不难看出，陈其钢既不是一位盲目“崇洋”的作曲家，更不是一

位“守旧”的作曲家。在当代，有些人认为“国外的才是最好的”，否定了本民族的音

乐精华；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单纯的弘扬本民族的作品，按照以前的思路继续传承下去，

不应受到国外潮流的干扰。但陈其钢却将我国传统的京剧作为一种创作元素融入到二十

世纪现代作曲技法的新潮流中去，用典型的曲式框架来谱写新的钢琴作品，使之成为一

种音乐文化现象和风气。这样的做法和态度才是当代作曲家们应有的思维以及创作惯

性，才能更加弘扬我国五千年文化中包含着的音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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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京剧瞬间》的演奏分析 

   因为《京剧瞬间》是陈其钢于 2000 年应“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组委会”之邀而创

作的一首钢琴作品，所以该作品需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音乐性。笔者通过对该作品的

音乐会演奏实践以及对该作品的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三个技术难点： 

1.对和弦以及音程大跨度的移位。陈其钢在《京剧瞬间》中，运用了和弦及与音程

的演奏织体来模仿京剧行弦出现时，大锣、小锣以及大鼓等打击乐器的音色。该作品在

78—94小节中全部为和弦大跨度的移位。（谱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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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西安音乐学院硕士论文                                     第三章  《京剧瞬间》的演奏分析 

 21 

 

 

从谱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曲家想要营造出一种类似“轰鸣”的音响效果，力度持

续为“f”，和弦采用不和谐的音程构造来描绘热闹非凡的场面。演奏者在钢琴上持续地

演奏准确、快速、有力的和弦移位是该作品的一大技术难点。 

2.踏板的运用。该作品广泛运用了踏板。演奏过程中，钢琴的延音踏板、延长音踏

板（中踏板）以及弱音踏板都需要被运用。《京剧瞬间》中作曲家对延长音踏板的使用

动机有两种：一种是在前一乐思还未结束，后一乐思提前闯入时运用，营造出了一种京

剧中“百转千回”的感觉；另一种是在想要表达丰富多彩的和声效果时运用。这两种动

机分别在该作品 170—172小节、177小节中体现出来。（谱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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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瞬间》中，作曲家通常将弱音踏板与延音踏板一同使用。这样的创作动机既

体现了作曲家对音色的追求，又能够将和声泛音的整体效果发挥出来。如该作品的引子

（1—3），其力度层次为“pp”，在使用柔音踏板的同时需要用延音踏板来演奏两组分解

和弦。（谱例 15） 

 

3.托卡塔①式的创作体裁。托卡塔的特点为：速度较快，节奏较为紧促，并且能够

表现出乐曲的演奏难度。如《京剧瞬间》中 158—168小节、170—176小节（谱例 13） 

                                                        
① 托卡塔来自意大利文 toccata，直译，原意就是触碰的意思，它是一种富有自由即兴性的键盘乐曲，用一连串的分

解和弦以快速的音阶交替构成，所以托卡塔曲也叫触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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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通过运用托卡塔的创作手法，营造出了一种在戏曲中打击乐“紧锣密鼓”的

场景。体现了乐曲的戏剧性。通过谱例可以看出，作曲家于 170—176 小节对乐曲进行

了两次渐强处理：第一次渐强出现于 170—172 小节，在两个小节中，作曲家要求演奏

者以托卡塔快速的演奏形式来做到从“p”到“ff”的渐强处理；第二次渐强出现于 174

—175小节，这次仅在一个小节中八个托卡塔形式的十六分音符中，演奏即要做到从“p”

到“ff”的处理，这样的节奏音型和表情处理既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演奏技巧又对演奏者

之于钢琴的控制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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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京剧瞬间》采用了我国“国粹”京剧的片段：“行弦”，并将其发展成为一首优秀

的钢琴作品。 

本文从陈其钢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京剧瞬间》的创作背景，通过对这首钢琴作

品的文本分析及演奏分析得出笔者的观点： 

1.陈其钢成功地将京剧元素作为钢琴音乐创作题材，将京剧唱腔“二黄”及“行弦”

进行充分的变化发展，使之在表现音乐情绪的基础上，让全曲更富有张力、京剧的韵味、

戏剧性以及歌唱性。 

2.在演绎陈其钢的钢琴作品中，首先，应体现出法国现代作曲风格细腻的层次感；

其次，应体现出旋律的歌唱性；再次，从钢琴作品《京剧瞬间》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文化和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正在积极地融合。 

本文对于这首作品的认知共有三部分：一部分来源于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刘佳副教授

以及论文指导导师叶明春教授的言传身教；一部分基于自己的演奏心得；还有一部分通

过查询资料、阅读书籍、分析其曲式及研究作者作品的背景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于这首钢琴作品系作曲家在法国为“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所创作，故在国内供

参考的资料难免有限，对于支持本文论点的论据有不足之处的地方，还请批评指正，笔

者不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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