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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泉映月》是我国流传较为广泛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多年来被改编成多种

演奏形式，如：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先生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旅澳作曲

家储望华先生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这两首改编曲的共性就是尽可能的保

留原曲音乐的结构和风格，使古老的乐曲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本文

从储望华的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的整体音乐构思和音乐创作特点出发，通过

对其音乐结构特点和构思手法的分析，对这首钢琴改编曲的特色做以较为全面的

探讨，特别是在旋律、和声、装饰音的分析上，为创作和演奏上提出了有力的证

据。并为演奏和推介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提供有利的启示。    

关键词  储望华；《二泉映月》；演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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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latively widespread erhu solo in China, The Moon Reflected In Er-quan has 

been adapted into many performance styles over the years, like string ensemble The 

Moon Reflected In Er-quan adapted by the famous composer Mr. Wu Zuqiang and 

piano music The Moon Reflected In Er-quan adapted by the composer Mr. Chu 

Wanghua living in Australia.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arrangements involves retaining 

the structure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music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endowing the 

ancient music with new vigor in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overall music conception and music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ano arrangement 

The Moon Reflected In Er-quan adapted by Chu Wanghua, fully prob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ano arrangement through analyzing its mus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conception, presents powerful evidence for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analyzing melody, harmony and grace note and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playing and introducing piano music works of 

Chinese style.  

 

Key words: Chu Wanghua; The Moon Reflected In Er-quan;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万方数据



绪  论 

- 1 - 

绪  论 

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是储望华在二胡曲《二泉映月》的基础上于 1974 年

改编而成的，富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关于储望华及其作品的研究国外目前为

止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国内相关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主要涉及创作分析和演

奏技法分析两大类。 

一、期刊论文 

1、作曲家本人的研究著述：如：《漫谈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等，以及

2013 年出版的《储望华音乐艺术文集》等，都对《二泉映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进行系统阐述和理论研究。为学习和研究这首作品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2、其他学术期刊研究成果：从 1991 年开始，陆续有多篇研究成果问世，

如：项祖英的《<二泉映月>的理解和演奏心得》(《中国音乐》、1991、10）、代

百生的《根据传统乐曲改编的 5 首中国钢琴曲的艺术特色》（《黄钟》、1999、

03）、左平《乐府新声》的钢琴曲《二泉映月》的演奏分析与启示（2000、01）、

韩佩君的《“传统”的延伸——钢琴曲<二泉映月>演奏风格初探》（《中国音乐》、

2003、02）、于立刚的《浅论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的创作手法（《中国音乐》

2004、02）等，这些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国内最为权威的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

对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从演奏及艺术特色、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全面和深

入的研究。 

二、学位论文 

王军的《储望华钢琴音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是最早对储望华的钢琴

音乐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而后，单亦宏的《储望华钢琴独奏改编曲研究》（山

东师范大学，2010、4、8）、刘雪桐的储望华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演奏技术

分析（山东师范大学，2013、6、5）等等，这些论文对储望华及其钢琴音乐创作

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对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和

探讨。 

本文是围绕《二泉映月》从背景、作品分析、演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储望华及其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的创作经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钢琴曲《二泉映月》的艺术特色、第三部分通过笔者的演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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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重点对作品的旋律、和声、装饰音等彰显作品艺术特色的诸多细节做以全面

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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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储望华其人其作 

储望华（1941-），旅澳华人作曲家、钢琴家，演奏家。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主修钢琴，兼修作曲。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易开基

教授。1963年毕业留校从事专职钢琴作品的创作。1985年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音乐双硕士学位，是被英国剑桥和美国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卷中为数不

多的华人作曲家。  

一、储望华的艺术经历 

1941年出生于湖南蓝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

习钢琴。1956年完成了第一首二胡独奏曲《村歌》后，转入理论学习，随徐振民、

黄翔鹏、何振京等一系列我国早期音乐大师学习中级作曲理论。1957年由于政治

原因，中央音乐学院取消他的录取资格，这也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次挫折。但幸

运的是随后又录取了储望华，只是让他改变了专业方向学习钢琴，并利用课余时

间学习写作。这也为他的钢琴演奏技巧和钢琴音乐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

作出大量的、脍炙人口的钢琴音乐作品。 

二、钢琴音乐创作 

储望华先生在整个创作经历中，他的钢琴作品一直是一个重要部分，创作生

涯达半个世纪之久。根据单亦宏的学位论文《储望华钢琴独奏改编曲研究》，将

储望华的艺术创作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早期阶段（1958—1965），主要作品有《变奏曲》和《江南情景组

曲》、钢琴合唱交响诗《蝶恋花》等； 

（二）、文革时期（1966——1976），主要作品有《解放区的天》、《翻身

的日子》、《二泉映月》、《南海小哨兵》等，并参与了《黄河》协奏曲的创作； 

（三）、文革后期至出国之前（1977——1982），创作的钢琴曲有《新疆随

想曲》、《猜调》等； 

（四）、赴澳大利亚学习定居阶段，学习了新的创作技法，作品风格也发生

了变化，主要有《刘海砍樵》、《一条大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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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钢琴曲《二泉映月》作品分析 

一、创作背景 

《二泉映月》原本是由阿炳所创，流传较为广泛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后被我

国音乐家杨荫浏和曹安和发现，并对其进行了录音保留。1972年储望华在河北清

风店完成这首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的初稿。关于此曲的产生过程作者写有漫

谈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中曾提到过“1977年我将封存多时的《二泉映月》翻出，

并向当时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作曲家吴祖强教授请教。他在百忙之中不

吝赐教，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很客气地称赞改编的《二泉映月》和

声较好，给了我不少鼓励”。[1]
 

1978年这首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在储望华的钢琴音乐会上得以首演，演

奏者为我国著名钢琴演奏家杨俊，杨俊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为

《二泉映月》的推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曲式结构  

全曲65小节，一个引子加一个主题音乐的三次变奏和一个尾声构成，初稿基

于bE大调写成，突出音乐的柔美，后又改为E大调，加强了音乐的色彩性。 

结构如下图所示： 

结构 引子 主题A 变奏Ⅰ(A
1
) 变奏Ⅱ(A

2
) 变奏Ⅲ(A

3
) 尾声 

调性 E大调  E大调 E大调  E大调 E大调 E大调 

节拍 4/4拍  4/4拍 4/4拍  4/4拍 4/4拍 4/4拍 

小节 5小节 5小节  10小节  15小节  16小节  12小节 

小节数 （1-6） （6-11） （11-20） （21-36） （36-51） （52-65） 

速度 Andante cantabile (45-58) 

三、艺术特色 

（一）旋律 

储望华先生对《二泉映月》的音乐旋律的改编上，几乎和原曲一致没有做明

显的改动，只是利用钢琴的三个音区高、中、低，对旋律进行了有力的烘托，突

出了情绪上的变化对比。如“引子开始就是套用原曲《二泉映月》主题旋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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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P的力度，直接将听众引入对原曲《二泉映月》的情景之中，让钢琴曲的情

绪比二胡曲升华的更高。”
[2] 

谱例1（1-6小节）中音区 

 

谱例2(16-21小节)低音区 

 

（二）和声 

本曲的和声最重要的特征是二度音程与七和弦的大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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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度音程： 

 二度音程在《二泉映月》中的使用大大加强了这首改编曲浓郁的中国民间音

乐的色彩和韵味，描写过程中二度似乎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音乐表现手段,这也是

储望华先生在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大量使用二度音程的主要目的。钢琴属于键盘乐

器，永远不可能对弦乐器音乐进行一比一的完全模仿，只能是将其特点尽可能的

钢琴化。 

谱例3(25-27小节) 

 

 

2、七和弦： 

 除了二度音程以外，七和弦是这首音乐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如半减七和弦

以及属七、重属七和弦等，在储望华改编《二泉映月》的那个年代，如何将我国

传统民族五声调式和西方和声体系中的七和弦二者之间有机的结合，就需要作曲

家动一番脑筋。正如储望华个人所述“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要发现和制造互动、

互融、互补、互结的时机；要创造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台和环境。”
 [3]储

望华“学贯中西”，他在音乐学识上的远见，使他在中西音乐文化中找到了审美和哲

理的共性，并将其潜移默化至钢琴的黑白键上。 

“半减七和弦在西方和声体系中属于最具色彩性的和声之一，可以很明显的于

其它七和弦所区别，如果将它植入我国传统五声音乐中就可以用“异类”形容。但是

这个减音程由于它自身音乐的特殊性，通常给人黯淡、失落之感觉。这种音乐给

人的感觉正是《二泉映月》钢琴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如何将其植入传统五声观念

之中便是一大难题。”
[4]五声中任何音组都不可能实现这种色彩，七声的F、B两个

音可构成增四减五度。储望华在《二泉映月》中也使用了这种音乐表现手段，每

次半减七和弦的出现使音乐流露出伤感、怨诉情绪。如《二泉映月》的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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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4(56-61小节) 

 

 

 

除上述外，作品中还大量的使用属七和重属七和弦，加强音乐的动力性进行，

储望华改编《二泉映月》时对这些七和弦的完美使用，使得音乐更具中国民族风

情，这些钢琴色彩性七和弦的完美表现，是实现这首钢琴作品审美情趣的又一关

键所在。笔者需要对这些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见谱例5) 

谱例5(49-50小节) 

 

 

（三）装饰音 

储望华先生对于装饰音的运用有这样表述“总的来说是采取“洋为中用”和继承

传统二者结合与互融的方法，一切都围绕着凸显中国民族风格，在钢琴上走出中

国式的音调和韵味来运用装饰音。”
 [5]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本曲中装饰音的运用

也正是体现了这个特点：如：倚音、琶音、波音，这个也是作曲家储望华先生的

创作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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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倚音： 

 《二泉映月》中的倚音，以二度、三度居多。乐曲的开始，熟悉的旋律在右

手声部上，第一次出现的装饰音即是一个小三度的单倚音，意在追求二胡滑音的

效果。(见谱例6) 

谱例6（4-6）小节 

 

此外，乐曲中更多的是二度的单倚音，以下行为主，且多为联用，这是二胡

中最常用的滑音技法，模拟的是下滑音的效果。(见谱例7) 

谱例7（19-21）小节 

 

单倚音除了模拟滑音技法外，也有一些特殊的运用。乐曲中小二度的倚音后

连接的是跳音，其模拟二胡的拨弦。(见谱例8) 

 

 谱例 8（16-18）小节 

 

琶音： 

琶音的使用，是借于钢琴之所长，生动而形象的表达了“月光”和“泉水”明暗对

映的画面。运用五声调式音阶的琶音，勾起了对此景的回忆。音乐情绪从悲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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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好的憧憬(见谱例9) 

谱例9（7-9）小节 

 

波音：  

除倚音和琶音外，《二泉映月》中还运用了波音，这是模拟二胡的揉弦效果。

作曲家对波音的运用很精致。波音在乐曲中用的不多，总计只有4处，如此的精雕

细琢，加深了旋律的凄凉感。(见谱例10) 

谱例10（37-38）小节 

 

 “装饰音”已成为储望华钢琴音乐灵魂和内涵的一部分，成为形成他个人风格

的重要标志，是作曲家在创作时寻求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钢琴音乐语言的一种创

作手段。 

 

注释： 

[1] 储望华.《音乐艺术文集》[N].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版2013.4 

[2] 郭珊珊.论储望华钢琴独奏改编曲中的中国民间音乐因素[D].华中师范大学,2006.05 

[3] 楚歌 . 你是否留意?——储望华钢琴作品中的二度、装饰音和七和弦(下)[J]. 钢琴艺

术,2008.10 

[4] 楚歌 . 你是否留意?——储望华钢琴作品中的二度、装饰音和七和弦 (下)[J]. 钢琴艺

术,2008.10 

[5] 楚歌 . 你是否留意?——储望华钢琴作品中的二度、装饰音和七和弦(中)[J]. 钢琴艺

术,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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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钢琴曲《二泉映月》演奏分析 

储望华先生对于《二泉映月》的演奏有这样表述 “演奏《二泉映月》,愁情由

人去,浓淡总相宜。你说是秀丽的江南,月色清澈,泉水涂涂,所以应当弹得高雅清秀;

你或说感情凝重,深沉饱满,应该弹出雄浑大度的气势;我看是见仁见智。或者将以上

两种“混为一弹”,熔刚柔于一炉,更具幅度,境界更高。”
 [6] 

关于作品的演奏作曲家提供明确的提示，钢琴作品的真正体现与作品的演奏

有着极为重要得关系，演奏好这首乐曲的关键是掌握其韵味。储望华在创作中融

入了二胡的演奏技巧，将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方代表乐器钢琴相融合的艺术特色，

特别是大量装饰音的运用，在演奏中应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模仿二胡这个乐器，

最好的练习方法是先听原本乐器的演奏效果，并了解相应的演奏知识、演奏技法。

可以看得出作品不是完全模仿二胡这个乐器，因二胡和钢琴就是两件格格不入的

乐器，而钢琴版的《二泉映月》在作曲家的巧妙安排下，即体现了二胡曲的抑扬

顿挫与音色韵味，又实现了钢琴演奏技巧的发挥，所以演奏时要做到就是在钢琴

上体现二胡音乐的这个韵味，主要体现在： 

一、旋律 

旋律是塑造音乐形象的重要手段， 储望华在钢琴曲《二泉映月》旋律上几乎

和原二胡曲一致，只是利用钢琴的三个音区高、中、低，对旋律进行了有力的烘

托，演奏时为了避免旋律颗粒性,触键要轻柔，表现出旋律的扎实和连贯性。同时

还要注意整体速度，每分钟达到48-59拍悠扬行板的把握。力度上注意弱p和中弱

mp的控制，突出情绪上的变化对比（参看谱例1）。由此需要大量的听原二胡曲音

乐，既可以帮助演奏者记忆乐谱旋律，同时能加强演奏者对整体音乐演奏情绪上

的理解和把握。 

二、和声 

储望华先生为突出音乐特色，在创作中大量的使用二度音程和七和弦，原本

它们都是不协和的，这些音程的使用突出《二泉映月》音乐的艺术特色，加强音

乐的动力性进行。在演奏作品时演奏者需要对这些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二度音

程，弱化了和弦的功能性，在音响方面加以突出的是上方音（上方B音和G音）增

添了旋律的伤感（参看谱例3）。七和弦，突出的都是旋律音，有的表现在低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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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声部、高音区，特别是在乐曲的高潮段落，所有的旋律均为和弦的展示。在演

奏时，突出主和弦的高音区(右手4/5指的指法)旋律线条部分，指尖下键要快速而

站稳，渐强的力度变化要明显把整个身体的力量转移到指尖上，弹出高潮部分的

气势辉煌（参看谱例4和5） 。储望华改编《二泉映月》时对这些二度和七和弦的

完美使用，使得音乐更具中国民族风情，对于这些钢琴色彩性二度音程和七和弦

的完美表现，是实现这首钢琴作品完美呈现的又一大关键。 

三、装饰音 

《二泉映月》中，各种装饰音屡见不鲜，几乎每一小节都有，其中使用最多

的是倚音和琶音，大约在全曲中出现了各30余次。波音出现了4处，所以演奏时触

键需要注意这些装饰音力度的把握。注意倚音与主音的连接，按照旋律的方向，

通过手腕的轻微旋转，将弹奏力量从小音符向大音符上滚动。乐曲中的倚音模仿

二胡的滑音、波音模仿二胡的揉弦，它们在演奏中不强调颗粒性，演奏时要注意

触键的速度与力度。弹奏时多为指肚触键，表现二胡圆润柔和、优美动听。这些

装饰音的使用，大大的增强了二胡音乐的钢琴化，让钢琴曲的情绪比二胡曲升华

的更高，这种音乐改编手法为后世中国风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可考的蓝图。 

谱例11（62-65）小节所示： 

 

 

 

在这段谱例中（尾声最后四小节），第一小节第四拍右手演奏旋律六度下行

装饰音到左手八（五）度，为其做音乐装饰；第二小节双手旋律最后走向同主音B，

并在主音上做时值的延长，构成徵调式，之后又是大量的五度进行，构成“类泛音”

装饰；“倒数第二小节是左手八（五）度装饰音托衬右手八（五）度两个“旋律---

二胡空弦”音，给人一种清幽和朦胧的意境，仿佛泉流远去、天人合一、月夜钟声、

湖光塔影的画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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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6] 储望华.漫谈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J].钢琴艺术,1999.01 

[7] 楚歌 . 你是否留意?——储望华钢琴作品中的二度、装饰音和七和弦(中)[J]. 钢琴艺

术,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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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钢琴音乐创作领域，如何使钢琴体现我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和韵味,是钢琴民

族化道路中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储望华创作中的艺术特色，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中

西方音乐传统结合与互融的产物。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如果将曲中“装饰音” 全

部撤掉，那么该曲的风格、品位、韵味荡然无存。储望华继承并发展了中国音乐

民族特征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地创造出民族乐器的演奏效果，体现了中国钢琴

音乐特有的声韵。中国钢琴音乐的装饰音在形态和演奏手法的特殊性，体现了作

曲家对外来创作技法和中国民族音乐传统文化的选择，这种选择为储望华以及同

时代的中国作曲家们冲破外来创作理论的束缚，探索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创作与

实践奠定了基础。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的成功也恰恰为其后中国钢琴音乐创

作中装饰音运用的高潮时代的到来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成功的范例，对中国钢琴音

乐创作的民族化探索作品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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