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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琴组曲《庙会》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蒋祖馨先生的著

名作品。该作品由五首小品组成，各曲的旋律、节奏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对拓展中国钢

琴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探析该作品的演奏技巧及艺术特征中对民间节奏的把握、民俗场景的刻

画、曲式和声的分析、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帮助笔者更加深刻的理解和

诠释该作品，为今后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钢琴组曲《庙会》，创作背景，演奏技巧，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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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ano music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of the temple is very distinguished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Jiang Zuxin famous works. The work is made up of five pieces, each song has its own unique melody, 

rhythm, exploring Chines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national 

melodies, control, folk rhythm of the grasp of play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musical 

harmonies, folk music elements used, helped author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playing Chinese piano works. 

 

Key words: piano suite of The Temple Fair, background, playing skills, artist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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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演奏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并表现出作品的民族内涵，是广大钢琴演奏者的目

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只有不断的在演奏与学习的同时对演奏技巧与作品加以

总结，才能更好的履行我们的责任。 

钢琴是一件西方乐器，所以在学习和演奏钢琴的过程中经常接触到的都是西方的作

品。随着钢琴教育在我国的普及，学习演奏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中国作品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钢琴组曲《庙会》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这首作品勾勒出了五幅形象鲜明的

民俗画卷。通过分析与研究中国钢琴组曲《庙会》，对体会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韵味、

加深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理解、传承与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钢琴文化具有积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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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琴组曲《庙会》的创作背景 

钢琴作为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乐器，最早起源于欧洲，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方乐器，

即所谓的“洋乐器”。音乐虽然被称作是无国界的语言，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

方迥然不同，民族音乐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音律和听觉习惯都与西方音乐不

同。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洋乐器”作品，就成为我国音乐家的首要任务。西方

极富表现力的音乐艺术与中国本土美学观的碰撞，启发着我国优秀作曲家们开始尝试着

将二者有机的融合，洋为中用，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1915年，赵元任先生

所创作的《和平进行曲》是我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钢琴作品，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钢

琴作品创作的开始。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钢琴作品历经了从模仿到自我创新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经过

我国作曲家的努力，创作出了许多充满浓浓民族气息和民族韵味的钢琴作品。钢琴组曲

《庙会》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钢琴组曲《庙会》是蒋祖馨先生于 1955年在上海

音乐学院求学期间所创作完成的，在 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作曲比

赛三等奖。当代作曲家汪立三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在他笔下，浪迹江湖的草台班子、

嗓音沙哑的大花脸、山里人质朴而奇妙的芦笙、无不是手法简练、结构新颖、情调隽永、

微妙而大气。”①蒋祖馨先生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五幅鲜活生动的民俗

生活画卷：“《艺人的小调》曲调优美，一曲三叹息，《二人舞》描写的是轻快质朴的

场面、《老人的故事》描写的苍凉和厚重，仿佛能看见蹒跚的老人在诉说。《笙舞》的

曼妙多姿、真实炙热。《社戏》的刚劲奔放、极其具有艺术感染力。”② 

                                                        
①汪立三《怀念蒋祖馨》，《钢琴艺术》1997 年第 2 期，第 8 页。 
②方智诺《足迹坚实 韵致悠扬──蒋祖馨钢琴作品音乐会听后》，《人民音乐》1995 年第 1 期，第 20 页。 

万方数据





二、中国钢琴组曲《庙会》的演奏技巧 

 5 

二、中国钢琴组曲《庙会》的演奏技巧 

中国钢琴艺术作品的蓬勃发展，极大的丰富和提升了钢琴演奏技术。为了更出色的

完成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就要熟悉和了解具有独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质的钢琴演奏

技巧，同时也要理解和体会作品背后的深刻内涵及文化底蕴。《艺人的小调》、《二人

舞》、《老人的故事》、《笙舞》、《社戏》这五首小型乐曲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钢

琴组曲《庙会》。在弹奏《庙会》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庙会”。庙会，在中国的历

史上由来已久，是汉族民间宗教的特有风俗文化，也是我国集市贸易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民间发展所形成的产物。以此作为创作素材，该作品始终

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精髓，时刻都洋溢着民族民间音乐之美。因此，蒋祖馨先生在谈到组

曲《庙会》等作品的创作时，曾经这样说过：“我写的是真正的东方的声音，西方人没

有。”   

（一）民族旋律的控制 

极其丰富且多样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使得我国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在旋律、

节奏和音色等方面，都有着我们民族民间自己的音乐风格。组曲《庙会》就是这样一部

从听觉上就带有浓浓的“中国味”的钢琴作品。 

例如组曲的第一首《艺人的小调》： 

 

这首小曲短小精悍，带着叙述性的、如歌的音调，小行板的速度，主题旋律如声乐

作品般朗朗上口，听起来就像是民间艺人在缓缓的诉说，显得格外质朴。第三小节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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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向上，再级进向下，加上八分音符落滚的音型组合，使音乐行进变得激动而惆怅。因

此演奏时要注意民族韵味乐句的划分与旋律的歌唱性相结合，让人感受到民间艺人变化

的内心。 

 

    在这一部分音乐中，主题旋律再次重复，但伴随在弱拍位置上出现了两个相同的 I

级和弦，仿佛艺人的叹息声，即“一唱三叹”，为我们描绘出了民间艺人艰辛的生活状

态。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蒋祖馨先生把西方钢琴的和声织体与中国音乐的民族特质相

融合，在保留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特征的同时，将音乐表达的惟妙惟肖，十分传

神。这是拥有民族旋律的作品，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表现了那个时期社会和人民的

生活风貌，寓情于景，借景抒情，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演奏时要体会到作曲家对民族

文化的推崇，对中华民族的热爱，通过钢琴艺术，把中国深厚的民族民间艺术展示给更

多的人们，甚至推向世界。 

（二）民间节奏的把握 

民间节奏在各民族音乐作品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上各个地区不同民族都

有自己的音乐，很多民族音乐的特色就是从节奏的变化中展现出来的。中国钢琴作品的

民族化特征之一就是具有中国民族音乐所特有的节奏型。著名的作曲家杜鸣心说过：“中

国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上，要有我们自己民族艺术特点。艺术无国界，兼容并蓄，引进西

方的创作手法和技术，作为文化的繁荣和交流是可行的，但如果片面的看待‘洋人承认’

是不足取的。如果我们的音乐创作中没有自己民族音乐特色，这就意味着多了一个写西

方音乐的人，而少了一个自己民族的作曲家。”①
 《庙会》组曲中每首小曲都扎根于民

族旋律和民间节奏。 

                                                        
①杜鸣心《加强作曲家和群众的联系》，《音乐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8 页。 

万方数据



二、中国钢琴组曲《庙会》的演奏技巧 

 7 

例如组曲中《二人舞》 

 

节拍由前面的二四拍子、三四拍子转入后面的四四拍子、五四拍子，频繁变化的节

拍增强了音乐的律动感，让人不由地想随着节奏舞动起来。演奏时要注意重音的变化，

使音乐富有舞蹈的场面感。 

 

而这段不同于主题旋律的曲调，也似乎描绘出了两位舞者加入群舞的情景，场面有

些混乱，但热情不变。至此，标题《二人舞》中的主人公形象恍若出现在眼前，活灵活

现，变换的节拍节奏，使音乐更加生动而富有情趣。演奏旋律声部低音区时要注意力度

及音色与高音区形成对比；高音区的模进运动演奏时要在控制音量的同时表达出庙会热

闹的场景。 

例如《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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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曲子共三十个小节，其中近半的篇幅里低音伴奏部分采用的都是谱例中固定的

节奏模式，低音区浑厚低沉的音色特点结合固定不变的节奏模式，十分生动的模拟出了

庙堂里轰鸣的钟声音效。演奏时要表达出钟声的浑厚与深远，聆听着这样的“钟声”，

身旁老人的形象似乎也鲜明起来，讲述着故事，老人的声音悠然沉稳，讲起故事感人深

邃，这样的画面也更加引人入胜，浮想连连。 

再例如组曲中《笙舞》： 

 

笙，是我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清新柔和、典雅秀美，极具歌唱性，富有中

国民间音乐色彩，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并被大家熟知。从标题可以看出这首小曲旨在

描述民间吹笙艺人吹笙舞蹈的景象，为模拟这一场面，《笙舞》一曲，主题旋律采用断

奏奏法，伴奏采用固定的八分旋律音程节奏，其欢快的情绪再现了民间艺人吹笙时的热

烈气氛和音响效果。 

组曲《社戏》： 

 

开篇多变的节奏组合，快速跳跃的节奏变化，不规律变换拍子的出现，一股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的气氛扑面而来，这种民间气息和情趣正是我们独有的民间节奏才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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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作曲家通过娴熟的作曲技巧和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把握，创作出了这样一组颇具

民族韵味的钢琴作品，我们在弹奏时应该理解作曲者的良苦用心，抓住节奏特点，把握

复杂节奏的强弱明暗关系，演绎好这浓郁的民俗风情。 

（三）民俗场景的刻画 

钢琴组曲《庙会》，它的创作是以流传在民间的传统庙会节日为背景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深刻的描绘出了作曲家在逛庙会时的见闻和感想。该作品的音乐既有《笙舞》的

清新质朴、《二人舞》的欢快跳跃、《社戏》的韵味十足，又有《老人的故事》、《艺

人的小调》那略带一些沧桑悲凉的音乐风格。虽然其曲式结构、和声技法仍是以西方作

曲技法为主，但是作曲家对民族性的极力追求也是能深刻感受到的。具有中国民间传统

特色的“市集”文化，是作曲家生活中所熟悉的，他将自己深爱的民族民间音乐和自己

的创作融合在一起，庙会上形色不一的民间游戏杂耍节目的特点被他所吸引，将不同场

景的民间艺术特色与音乐的创作巧妙的糅合，用短小精悍的结构、精致清雅的艺术形式

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别开生面的民俗音乐画卷，反映着中国传统民间风俗风貌。 

音乐表现的基础是要正确的理解和诠释作品，深刻的了解作曲家创作的情感。尤其

是《庙会》这种具备浓郁中国风味的作品，演奏时除了掌握钢琴演奏的基础技巧，还要

把握好作品的民族音乐性，读懂民族语汇，从而更加充分的将作品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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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钢琴组曲《庙会》的艺术特征 

钢琴组曲《庙会》植根于民族生活，借鉴融合了西方钢琴艺术的特长，强化了民族

审美底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是一部优秀的钢琴作品。音乐美学的研究者们认为，

准确的把握了音乐韵味风格，也就把握了音乐的灵魂。蒋祖馨先生把民间生活元素作为

音乐创作的内在动力，又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具有艺术美感作品，富有艺术表

现力和感染力。 

（一）曲式结构分析 

从钢琴谱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曲调上加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节奏，使得

中国风格的韵味更加浓郁。在和声的运用上，也着意于在西方的和声体系基础上加以适

当变化，强化民族五声调式，同时运用细微的和声调整来避免西洋大小调式与民族调式

之间的风格矛盾。在曲式结构上，组曲内的五首曲子都是由单三部曲式为主的曲式构架

完成的。具体分析如下： 

《艺人的小调》是单三部曲式结构，速度是小行板。全曲共三十四小节，第一至八

小节（4+4）作为呈示段是很方整的乐段结构，可分为上、下两句。下句是模仿上句的

进行，只有最后的落音有所不同。主题的旋律在高声部，G角调调式，低声部是由 bE

宫调式写成，高低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调式的复合，和声部分的碰撞产生出尖锐的音响

效果，以模仿民间打击乐器的声音音效；第十至二十四小节为中段，带有展开性，变化

着陈述了三次主题动机，给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第二十五至三十二小节(4+2+4+4)

是再现段，基本完全重复了呈示段乐句，只有在第二十五小节，和声部分出现了前面没

有出现的和弦；第三十三至三十四小节是尾声部分，旋律声部采用了 G角调，而和声部

分采用了 C羽调，乐曲在宁静悠扬的主和弦中结束。 

《二人舞》，快板，单三部曲式结构。快速多变的节奏仿佛呈现出男女二人热情奔

放舞蹈的场景。第一至二十四小节（6+6）是呈示段，是对称重复的两句体，用 G调写

成。节奏统一整齐，音调柔美平和，仿佛翩翩起舞前的热身；第二十五至四十小节

（4+2+4+6）为中段，是非对称、非方整性结构的乐段，并采用了新的音乐素材与呈示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运用分解和弦做伴奏背景，旋律声部在不同音区形成相互呼应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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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一乐段在旋律音调上也与呈示部形成对比，通过一个音的变化，由 F宫调式转入

F 商调式，最后再转入 C羽调式；第四十一至五十二小节是第一部分的完全再现；从五

十三小节开始进入尾声。 

     《老人的故事》是稍显自由、不被约束的宣叙调陈述，用缩减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写成。第一至十小节（5+5），是由 C徵调转向 C羽调的两句体；第十小节的第三拍开

始进入连接部分，连接部分的调性变化显得比较欢快活泼，此调式为 C徵调转向 F商；

第十四至二十一小节为中段，在 g和声小调上，由 8个小节构成，整个乐句一气呵成，

把音乐推向高潮；第二十二至三十小节（5+4）是再现段，是省略了呈示部中上句的缩

减再现。 

《笙舞》是小快板速度，也是缩减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第一小节是引子的部分，

汲取笙乐器的演奏特色，大量的使用了四、五度的跳进音程来模仿笙的音响；第二至二

十一小节（4+6）是呈示部，是非方整性的上下两句体，并完全重复一次,这一部分是进

一步对欢乐的笙舞场景的描写，在调式调性上，用 E羽调完成，但低音部分出现的 G 音

与 C音，使音乐又具备了宫调的因素；第二十三至四十一小节（4+4）是对比展开的中

段部分，分为两句。上句由 B角调写成，轻快灵巧的十六分音符与果断的八分音符构成

了一幅无比欢快的笙舞画面，下句由 E角调写成，是上句的变形展开；第四十一小节开

始是连接段，在第四十一小节第四拍开始，采用了 E羽调，低音声部由 E音转到 B音，

同时由出现了模仿笙音色的四、五度跳进音程律动，为再现做铺垫；第四十五至五十四

小节是再现段，原样重现了第一部分；五十五至五十七小节进入尾声。 

《社戏》，这是一首在快板中所构成的单三部曲式的小曲，是该组曲中最为热烈的

一首。第一至第二十一小节（4+5）是呈示段，非方整、非对称的两句体对比乐段，旋

律声部采用#G角调，和声声部采用 E宫调式，#G与 E构成三度的复合调式结构，和声

上的复合和弦在音响上相互碰撞非常尖锐，又用强的力度演奏，既像是民间的打击乐器，

又像是戏场里武戏打斗的感觉，营造出了炙热激烈的气氛；第二十三至五十四小节为中

段，这一部分采用了新的音乐元素和材料，结构细碎、转调比较频繁复杂，是属于插部

性的对比中段；第五十五至六十五小节是再现段，是第一部分的原样再现；第六十六至

七十八小节进入尾声，节拍由二四拍子变化为三四拍子，像是更为紧凑的“锣鼓”的节

奏，在这热烈中迎来组曲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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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音乐元素的应用 

组曲《庙会》从总体上看，是以西方传统和声写作技法为基础的，但是作曲家又根

据中国民族音乐音调的特点，把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技法相结合，大量采用了民族音乐

风格的和声进行，以民族音乐审美心理为出发，追求音乐的可听性和动听性。基于这样

的创作心理，民族元素充满了整组作品。例如极具特色的标题，组曲的五首曲子分别对

应的标题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看到标题我们已经五幅画面的即视感。从作曲技法上，

组曲中高频出现的复合和弦、复合调式都是民族音乐元素的体现。在旋律中，作曲家对

民族节奏的运用可以说是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有为音乐情绪渲染的，也有为模仿民

族乐器音效的，给乐曲增添了更多民族韵味。 

（三）《庙会》的艺术价值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它所在时代的产物，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刻性的特点。蒋祖馨先

生的钢琴组曲《庙会》是符合他所在时代的创作，他的创作素材源自于传统的民间生活，

但又区别于传统民间的音乐，是用民间独有的传统特色表达着新的思想、新的内涵。他

将借鉴来的西方技术技巧民族化、中国化，创作出了符合中国大众审美习惯的音乐，这

是对我国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弘扬。在植根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

借鉴西方音乐中优秀的作曲技法，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结合时代气息使中国的钢琴

作品体现出“中国风韵”。通过对钢琴组曲《庙会》的音乐艺术的发掘与探索，更多的

了解中国钢琴作品在传统音乐文化上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对演奏的准确表达和诠释具有

民族风格的钢琴曲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推进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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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蒋祖馨先生把对民族民间生活的体会，真实且贴切的加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他

的作品富有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色，这是属于我们本民族所特有的钢琴作品。虽然蒋先生

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会一直流传下去，他为艺术探索的精神也将永远鼓舞着

我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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