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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琴曲《皮黄》是在 2007 年首届“帕拉天奴”杯钢琴作品创作大赛中荣获一

等奖而被人熟知，该曲采用了京剧中的“西皮”、“二黄”的板式结构特点来创作

的。本文主要是对《皮黄》的音乐创作（调式、节奏节拍、力度与速度、踏板、

曲式结构、织体音响）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进行分析，使我们对这首中国钢

琴曲和作曲家本人的创作风格有更清晰、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皮黄；京剧；创作手法；研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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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iano "pihuang" is in the Palatiannu 2007 is the first cup of piano works 

creation contest won the first prize, which is best known for, the song by the Peking 

Opera "xipi" and "Erhuang" typ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to creat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ihuang" music creation (mode, rhythm, strength and speed, pedal, 

musical structure, fabric sound) aspects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nalysis, so that we 

can have a clear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this piece of Chinese 

piano music and the composer himself.. 

 

Kerwords：Yellow skin; opera; writing techniques; research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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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曲家与作品简介 

一、作曲家张朝的简介 

张朝，1964 年出生在云南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音乐世家，回族人，从小

开始学习钢琴，曾跟随著名钢琴家周广仁和朱工一先生间断性的学习，十岁就登

台独奏，12 岁开始跟随父亲张难先生学习作曲，1978 年，以钢琴专业考入云南省

艺术学校，1983 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随后攻读钢琴第二学位，同年，在

第一届“聂耳音乐周”音乐会上，演奏了——《海燕》和《诙谐曲》两部钢琴曲，

这是张朝在 16 岁时创作的。随后《诙谐曲》发表于《音乐创作》，1998 年毕业于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研究生班。现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曲家。 

张朝在创作作品中具有他自己的风格，创作的体裁也很广，包括钢琴曲、室

内乐、歌曲、交响乐、舞剧、民族器乐以及大型广场音乐等。很多作品还在国内

外获奖：如在第一届全国流行歌曲中《风》荣获大赛金奖；在日本国际音乐大赛

中《春嬉》荣获特等奖；在台湾第一届“新原人”世界华人音乐作品比赛中《山

晚》荣获室内乐奖；在中国文化部第十一届音乐作品评奖中第一弦乐四重奏《图

腾》荣获二等奖；在首届“帕拉天奴”杯中国创作大赛中《皮黄》荣获金奖；钢

琴曲《滇南山谣三首》及无伴奏合唱《春天来了》分别荣获第二届、第四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1996 在北京音乐厅，由著名指挥家李心草指挥的中国广播交响乐

团与张朝来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成功的合奏了他的钢琴协奏曲《哀牢狂想》。 

二、京剧中的“皮黄腔” 

（一）京剧 

京剧，被誉为我国的“国粹”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洗礼，依旧耐人寻味。

它是在 1840 年前后盛行于全国很多地区的一种戏曲剧种，最初是因四大徽班进京

献艺，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进京为乾隆祝寿表演。接着又入京

的和春班、春台班等戏班，都受到京城人的青睐。通过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影

响甚广的京剧。为了表现戏中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京剧以唱、念、做、打四种

艺术形式来表演，在不断的发展中，最后主要划分为“西皮”与“二黄”两大唱

腔，伴奏以锣鼓和胡琴为主。且京剧的名称也经过长远发展，历经了：乱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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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簧调、京二簧、皮簧（黄）、二簧（黄）、平剧、大戏、国剧、京戏等，最终

称名为“京剧” 

（二）皮黄腔 

皮黄腔，京剧中最主要的两种唱腔“西皮”与“二黄”的合称。京剧的灵活

多变以及丰富的表现力就体现于西皮的欢乐跳动与二黄的温和抒情。西皮源于秦

腔，其唱腔铿锵有力，主要包括：快板、导板、原板、流水、散板、慢板、快三

眼、二六、摇板等等板式。二黄则源于安徽，其唱腔平稳，板式与西皮大多相同。

在这两种唱腔中，西皮与二黄都以胡琴伴奏为主，十言或七言的对偶句式都得以

延续使用。但在旋律上西皮调式多以“宫”调为主，由于跳进音程较多，所以节

奏欢快且有力，适合表现激动、坚定的情绪。二黄的调式多以“商”调式为主，

以级进音程较多，旋律凝重、沉稳，多表现在不幸悲惨的剧情中。 

三、钢琴中《皮黄》的创作背景 

近年来以京剧为体裁的钢琴曲不断增加，京剧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并且让更多的海内外观众来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张朝的《皮黄》就是其中一首融

入京剧元素的钢琴作品之一。张朝是我国当代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从小热爱大自

然，对音乐更是情有独钟。首先，这首《皮黄》以他本人对儿时的回忆，再加上

京剧板式结构为题材来创作的，其内容不仅反映出他对自由的憧憬和对生命充满

希望，更是描述出他童年时生活过的云南滇池的美丽景色。其次，这首《皮黄》

表现出他对历史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感慨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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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钢琴曲《皮黄》的艺术特点 

一、作品的节奏节拍的变换 

在京剧板式结构中，节奏节拍可称之为“板眼”，强拍称为板，次强拍或者弱

拍称为眼，一板只在一小节内。张朝在创作《皮黄》时，几乎运用了京剧中所有

的板式。如下： 

1、“导板”，又称散板，无板无眼，1—7小节。 

2、“原版”，二拍子，2/4，一板一眼，8—25小节。 

3、“二六”，二拍子，2/4，一板一眼，26—51小节。 

4、“流水”，时而一拍子，时而二拍子，有板无眼，此段为一拍子，52—67 小

节。 

5、“快三眼”，快四拍子，4/8 拍，一板三眼，板在第一拍，三眼指头眼、中

眼、末眼，分别在二拍、三拍、四拍，68—88小节。 

6、“慢板”，多种板眼结合，2/2 拍，3/2 拍，4/2 拍，5/2 拍，6/2 拍，还有

自由拍子也出现在此段，是全曲拍子变化最多的段落，89—103 小节。 

7、“快板”，二拍子，一板一眼，104—135小节。 

8、“摇板”,散拍子，无板无眼，136—177小节。 

9、“垛板”，一拍子，有板无眼，178—259小节。 

10、“尾声”此段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四拍子，260—274 小节。 

二、作品的曲式结构分析 

张朝先生曾经说过《皮黄》是他本人生活经历的一个自传，每一段都有他的

故事。整首曲子由“导板”、“原板”、“二六”、“流水”、“快三眼”、“慢板”、“快

板”、“摇板”、“垛板”、“尾声”十个段落组成。 

“导板”，也就是全曲的引子，以降 E宫调式拉开序幕，这一段的内容是张朝

先生对童年回忆的述说。开头就连续三次使用颤音和波音，不仅表现出京剧唱腔

的音响效果，还述说出作曲家对自由的向往。前 4 小节的情绪非常舒缓，随后流

水般的一个长琶音从低音转入到高音区 b音，结束了导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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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 

 

  

“原板”，这一段开始进入主题，依然是降 E宫调式，描述的是作曲家对童年

的憧憬。这一段的旋律风格是西皮，又和西方的变奏曲相似。同样是由颤音开始，

结构为平行双句体，左右手如同对话，这一段的高音似乎在模仿古琴，简单干净

的伴奏织体，表现出孩子般纯真烂漫的天性，主旋律多次出现，就好像作曲家对

童年的难忘。 

谱例 2 

 

 

“二六”，是西皮中独有的板式，这一段也可以说是“原板”的变奏，是张朝

先生对少年时期的回忆。26—28 小节由左手同音反复在降 B 徵音上，是作曲家对

板鼓的模仿，虽然标有跳音，但不要以完全的跳音那样演奏，还要加上踏板，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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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板鼓在大厅里回荡。29 小节开始右手的旋律出现，模仿胡琴，演奏时要有胡琴

中滑音的效果。节奏逐渐在加快，变的更加紧凑、活泼，表现出作曲家少年时代

的快乐、天真无邪。 

谱例 3 

 

 

“流水”，速度上要比“二六”快，调式从 F商调式转到 A调式。这段描述张

朝先生对大自然的感叹，对云南滇池美丽景色的回忆。52—67 小节，连续的十六

分音符似微风般轻盈。62小节右手双音的出现，更烘托出热烈的气氛。 

谱例 4 

 

 

“快三眼”，调式由降 E宫调式转为降 B徵调式。这段是在“原板”的基础上

加花，在速度上越来越快，给人精神饱满的感觉，来表现出作曲家意气风发的青

年时代。这一段主要模仿的是京剧中的打击乐和弹拨乐，旋律由双手配合完成一

连串的十六分音符。84 小节的第二个音标有 sfz，可以用拳奏来演奏，将情绪推

向高潮，最后由一个长琶音结束此段，进入抒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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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5 

 

 

“慢板”，此段的调式是从降 G宫系统的降 E羽调式，转到 E宫及 C徵。这一

段是张朝先生对大自然的诉说，对大观楼的回忆。“慢板”是京剧唱段中最慢的一

段，仿佛给人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87—93 小节，每一小节的节拍都在变化，右

手在高音区两个八度间的跨越，让人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充满着幻想。94 小

节模仿从寺庙里飘飘渺渺传来的钟声，神秘悠扬，最后由一串如流水般的小二度

音结束。 

谱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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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这一段多次进行了转调，102—110小节为第一次转调，从 A徵调式

转到了 B羽调式，111小节开始，经过五小节的过度，对上一句进行了三度模进，

从升 C 徵调式转到 D 羽调式，情绪上也更加的激昂，体现了作曲家有斗志的青年

时代，到了 128小节情绪上才开始慢慢舒缓下来。 

谱例 7 

 

“摇板”，调式为降 A宫系统的 F羽调式。这一段在模仿武打场面，是张朝先

生对历史文学人物的敬佩。这一段最上面的音是主旋律，类似于人声远远的传来，

但也不要只突出旋律音，中声部和低声部同样重要。演奏时要有延音和滑奏的效

果，此段还运用上了托卡塔、刮奏以及震音的演奏方式，音乐上显的更加紧凑。

整个这一段体现出人物紧张，焦躁的心理情绪。 

谱例 8 

 

“垛板”，调式为 G宫调式。这一段如同京剧里快速轻盈的小碎步，是整曲速

度最快的一段，表现出作曲家为英雄人物抱不平的愤慨之情，还同时运用西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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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两种腔调，首尾呼应。演奏时，右手如同京剧中的拉线，左手如同京剧中的

板鼓，由低到高反复三段后，再从 248 小节开始由慢到快，再一次将音乐情绪推

上高潮。 

谱例 9 

 

“尾声”，是整首曲子的结尾句，调式上以降 E宫调式收尾，在“原板”的基

础上，左右手加以柱式和弦交替来演奏，更加增显了此段的雄伟气势，彰显民族

精神。 

谱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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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的织体音响分析 

钢琴曲《皮黄》中的织体音响效果都是在模仿京剧中的乐器。打击乐和管弦

乐是京剧中主要的伴奏乐器，其中打击乐包括小锣、大锣、板鼓、钹等，管弦乐

包括三弦、月琴、京二胡、京胡等。 

在“二六”中，左手以板鼓似的属持续音作为鼓点敲击，来控制节奏，一直

持续到这一段的 19小节。后 4 小节，换成了对京二胡拖腔的模仿，来衬托高声部

的旋律。 

在“慢板”中，94 小节，音响效果由板鼓和锣模仿而来，清晰、清脆的织体

音响，如同连续敲击的钟声。 

在“摇板”中，模拟的声部是最多的，总共有四个声部。低声部类似于板鼓，

中间内声部类似弹拨与京胡滑指，上声部则是主旋律，类似于京剧中的拖腔唱法。

这四个声部相加，形象的表现出梁山好汉林冲遭人陷害时焦躁不安的心理活动。

140和 150小节类似于弹拨乐器里的拨弦，上下拨动，如同流水。这一段是非常具

有戏曲味的伴奏式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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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钢琴曲《皮黄》的演奏处理 

一、整体分析 

钢琴曲《皮黄》可以说是作曲家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京剧中的板式完美结合，

还将西方的许多音乐结构与京剧板式融入在一起。整曲选用的曲式结构是西方的

变奏曲式，在“原板”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变奏。选用“快—慢—快”三个

乐章的形式：奏鸣曲中的慢引子，就相当于此曲中的“导板”；奏鸣曲第一乐章带

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相当于此曲中的“二六”、“流水”、“快三眼”；奏鸣曲中

的第二乐章，相当于此曲中的“慢板”；最后奏鸣曲第三乐章的三部曲式，相当于

此曲中的“快板”、“摇板”、“垛板”。虽然说《皮黄》中模仿了京剧中打击乐的四

大见面和弹拨乐的四大件，但张朝在接受采访中曾经说：“弹这首曲子的时候，不

要机械地去规定表现那种乐器，钢琴是不可能完全模仿某一种民族乐器，因为它

并不是哪件乐器。我们只能是把民族乐器的某些音色特点、演奏特点、性格特点

融入到钢琴里面去，使其在音乐、演奏、织体、旋律、和声、伴奏等方面产生一

种东方的色彩”。所以在演奏前，可以先了解下京剧中的腔调，听听京剧中伴奏乐

器的声音特点，这样可以更好的完成这首作品。 

二、主要难点分析 

（一）托卡塔的演奏 

托卡塔的演奏特点在于速度快而节奏清晰。在该曲“摇板”中，作曲家就巧

妙的将托卡塔融入其中，增加了音乐情绪上的紧张感，而这种演奏形式在技巧上，

达到了一定的难度。作品中，作曲家以双音的形式来模仿打击乐敲击的声音，左

右手更要快速的交叉进行，所以在演奏时手要撑住，手腕和肩部一定不要僵硬，

保持放松，力量集中在指尖，自然快速的落下抬起，抬起时不要离键太高。作曲

家还利用曾一度、曾五度、小二度、增一度这些不协和音来体现打击乐敲击的声

音，所以在力度上（mp—creac—f）也要控制好，特别是带有重音记号的音，一

定要突出，来达到作曲家想表达的音响效果。 

（二）踏板的使用 

在该曲的“导板”中，作曲家根据和声的变换，明确的标注了踏板的运用，

在换和声时，踏板也要彻底的抬起来再踩下去，不能拖泥带水，混浊在下一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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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里。在“二六”的前三小节中，虽然标有跳音，但由于要模仿板鼓在大厅里回

荡的声音，所以要用上踏板，才能达到这种音响效果。在“慢板”中，作曲家多

次标注了弱音踏板（una corda）的记号，来表现出幻想、朦胧的声音效果。在“快

板”中，作曲家标注了二分之一踏板，来变现出清晰的旋律。 

三、学习和弹奏这首作品的意义 

《皮黄》是在“帕拉天奴”杯大赛脱颖而出的中国钢琴作品，更是非常少见

的将京剧中诸多的板式结构融入到一首钢琴曲里的作品，将乐器音响效果在钢琴

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巴托克说：“民间音乐的素材，如果不经过有才能的作曲家处

理，使它接近专业音乐并把它的性格注入专业之中，它就没有什么艺术意义。”通

过弹奏《皮黄》不仅对中国钢琴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更是感叹京剧的魅力。京剧

代表中国作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我们有必要将它发扬光大，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学习和弹奏更多的中国作品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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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钢琴是西方的“乐器之王”。起先，京剧与钢琴完全

是独立发展的，而如今，钢琴作品中越来越多的融入了京剧元素。张朝的《皮黄》

毫无疑问的给中国钢琴音乐带来了新的生机。本文对《皮黄》京剧中板式结构、

织体音响、演奏技巧、节奏节拍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对《皮黄》的论文研

究，使得我对中国的京剧以及中国的钢琴作品都有了更深的了解，相信今后在弹

奏中国作品时会更好的表达出作曲家们想表达的音乐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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