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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依托《王建中钢琴作品集》，针对王建中具有代表性的钢琴改编曲《浏阳河》、

《山丹月丌花红艳艳》、《梅花三弄》从整体结构、和声等角度进行作品分析。对原曲及

改编曲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韵味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好的诠释王建中

钢琴改编曲，分别从音色、速度、踏板等演奏技法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

建议。旨在探讨王建中钢琴改编曲的演奏技巧和作品内涵。

王建中将中国传统音乐优秀文化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紧密融合，原有的民族艺术焕

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并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有着特殊及深远意义。

关键词：钢琴改编曲；和声；曲式；演奏技巧；传统音乐文化



Abstract

This thesis relies on Wangjianzhong"s piano—revised works and mainly analyses his three

representative revised piano melodies⋯·办e Liuyang River，Red Morningstar Lilies Are抽

Bloom，and Plum Blossom§Three Tunes in its’structure，and harmony．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m in the original and the revised melody has made．in order to giv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Mr Wang’s revised melodies，The works are analyzed from timbre，

speed，pedal and other performing skills．In addition to that，suggestions are put forword also．

～l in a11．the thesis aims at discussing Wangjianzhong’s performing skill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his music works．

Wangjianzhong has actually combin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with the

Western modem composing skills，which entrusts fresh energy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and will have particular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iano

music．

Key Words：Piano—revised melody,Harmony,Music style，Performing skills，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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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首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

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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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几代音乐人经过不断探索、发展、创新，使我国传统音乐与西

方特别是欧洲音乐紧密结合。钢琴传入中国不到百年，但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已取得较为

卓越成就。这些作品音乐表现意境和创作手法／fi同于西方音乐思路，中国音乐更注重表

现意境和内涵。作曲家利用钢琴多声优势和科学作曲技巧，把中国民族器乐不能展示的

音乐元素发挥出来，使钢琴更好地表现中华文化神韵。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还没有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钢琴改编曲，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复杂多变，中国人所能听、看和

接触到的都是带有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艺术文化色彩的音乐文献，

这些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乐语言、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的艺术形态。在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中西音乐文化氛围中怎样更好的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先进的

作曲技法和经验相融合，J下是作曲家们孜孜不倦追求、探索的。在这时期中由于西方现

代流派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当时的作曲家对其认识不够深入、不够了解，致使这些现

代因素没有被我国当时的钢琴音乐所吸收，但这些反倒“使我们充足的寻求出属于中国

独特的音乐语言、民族特点的音乐表达方式”①。

搜集的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改编曲应为1913年赵元任在美国留学期间由民歌和

江南丝竹改编创作的风琴曲《花八板与湘江浪》②，并于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风

琴演奏会上公演。1921年李荣寿采用民间音调为基础写作的《锯大缸》标志着中国作曲

家的创作更接近极富民族特色音乐语言与思维的民族化钢琴音乐创作进程，丌创了民族

化钢琴曲的先河，他在标题的说明上写道：“我国戏曲中的小曲子，很有些精神的，若

是把他译出来，用三和弦的法子配合，以西乐记谱法制成乐谱，弹奏起来也是很有趣味

的。”③此后大量风格清新，语言质朴、生动，影响深远的中国钢琴改编曲产生。如民

歌改编的：T善德《q·国民歌主题变奏曲》(我国第一首以民歌为题材改编的钢琴曲)、

贺绿汀《闹新年》、汪立三《兰花花》、瞿维《花鼓》、黄虎威《巴蜀之画》、五建中《测

阳河》《IlJ月·丹)]：花红艳艳》、《云南民歌四首》、周广仁《|，峡北民歌丰题变奏曲》等等；

由器乐曲改编的：陈培勋《卖杂货》《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平湖秋月》、储望华《二

泉映月》、黎英海《夕⋯箫敷》、手建-p《百I马朝凤》《梅花一i弄》《彩西近JJ》等等。

这蝗俐琴改编IIll4<仪做为钢琴,-3-e个学爿的常川教材，l『Ij¨n：多f1：-1W巾q内外瓣臼I：



绽放异彩。当代法国最有声望的、被法国和联合幽授予最高艺术荣誉的钢琴火师希普

林·-号萨取斯(Cyprien Katsris)，找剑了中国钢琴曲《彩云追月》的乐谱时i兑：“我弹

这首中国乐曲时，心罩充满着对中斟的真挚情感，就像送了一朵花给中国听众，意境非

常美妙”⋯⋯这些都是中国钢琴曲刨造的精华，其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

殊地位及意义。

本论文对20世纪中期王建中钢琴改编曲中具有代表性作品作了较全面、详细的整

理，从作品分析、演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梳理，将突破点集中于改编曲的创作特点、创作

价值和审美意义上。通过对《梅花三弄》《浏阳河》《山月‘丹丌花红艳艳》等作品进行分

析比较，使读者对我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演奏以及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情趣有一个

比较整体的了解。对王建中钢琴改编曲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讹2帆



第一章王建中艺术生涯及其改编曲概述

第一节王建中之艺术生涯④

王建中，1933年尘于上海，江苏江阴人，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钢琴演奏家、教育

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王建中自幼酷爱音乐，其父是一名化学家，母亲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略懂一些西方

音乐。高中期问随周路得先生学习钢琴，195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校(今上海音

乐学院)。王建中当时不懂和声，但邓尔敬先生认为其和声感觉不错，便被作曲系录取，

随戴普生先生学习钢琴。经过一学期的刻苦学习，其钢琴成绩非常突出，出于对钢琴的

热爱请求转入钢琴系学习，当时系主任李翠贞先生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先后师从李翠贞、

张隽伟、苏联专家阿尔扎玛诺娃学习钢琴，在校期间也从未停止过作曲学习。

王建中是中国当代以创作钢琴作品为主的艺术家之一。其创作领域广泛，有钢琴改

编曲、钢琴独创曲等；他在钢琴艺术上的成就，其中一方面就是桃李满天下。他不仅是

一位卓越的钢琴演奏家，还是一位卓越的钢琴教育家，并在艺术教育管理方面有其独特

见解。

一部好钢琴作品与作曲家的生活经历、文化底蕴、审美情趣息息相连。王建中毕业

后先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教授钢琴，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民

乐作曲理论专业和声教师。20世纪60年代，学校搞“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运动，工作和学习状念不稳定，国外钢琴作品受到限制，为充实教学材料，他经常下乡

搞创作。《阳歌》《托卡塔》就是借鉴上海郊区的阳歌和劳动号子创作出来。这段经历是

王建中立足于创作不可获缺的因素之一。

“文革”时期，王建中创作了《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浏阳河》《梅花三弄》

《百鸟朝风》等作品。《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流传到北京，殷承宗甚是喜欢，遂

邀他到北京中央乐团创作组工作，后应殷承宗演出需要创作《五木摇篮曲》《樱花》《荚

丽的America》及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等作品。1972～1976年是王建中最重要、最

辉煌时期，共创作改编曲lO首，7首依据中围民歌及器乐曲改编，3旨依掘国外曲改编。

1977年，王建中再次回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1988年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

长。他集教学、管理、创作一F⋯身，1994年应前肺北片i圳际钢琴委员会之邀创作的tH琴

独套舳《tl々最》y-2002印获笫：『lI；-IllIq一乐“企钏，奖”俐琴作11^企奖。¨年，“Ii矬-I·



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之春”刚际音乐节期问举办。2003年，“州星海音乐学院、星

海音乐厅联合举办王建中作品专场音乐会。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依然筹划着自己的将来“有机会的话，打算把以前刨作的未

发表的作品整理一下，做一些修改，再加入一些新作品。最好再加一些有新意的内容，

或者是技法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总之是要有些突破爿‘好”。朴实、谦慎的王建中在

这条音乐“战线”上永远不会退休，“永远在为我们中国自己的钢琴学派奠定基石。”⑤

第二节王建中钢琴改编曲概述

王建中创作的钢琴改编曲大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其改编曲原型基本是

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族民|．丑J曲调。他深入了解人民生活、思想，为创作选材注入新鲜血液。

他追求较高立意，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将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思想

相融合，发挥钢琴特色，展现钢琴长处，使音乐更加丰富。

其主要钢琴改编曲参看如下表格：

王建中改编曲简介 原作品简介
序

改编
丐 作品名称 作品名称 作者 作品体裁

时间

l 大理姑娘 1958矩 大理姑娘 民歌

2 云南 跟哥 1958年 民歌

3 一民歌 猜调 1958笠 猜调 彝族山歌

4 五首 山歌 1958钜 赶马调 宾川、祥云山歌

5 龙灯调 1958年 龙灯调 云南民歌

6 变奏曲 1961年 一粒下上一棵秧 江苏民歌

徐叔华词，
7 浏阳河 1972年 浏阳河 湖南地方剧

唐壁光曲

孙瑜词，聂
8 大路歌 1972钲 大路歌 外来进行曲风格

耳曲



王建中改编曲简介 原作品简介
序

改编
丐 作品名称 作品名称 作者 作品体裁

时间

军民大生
9 1973往 军民大生产 张寒晖 歌曲

卑

陕北 山月月花
10 1973芷 山月‘丹花丌红艳艳 陕北民歌

民歌 丌红艳艳

四首 贺敬之词，
11 翻身道情 1973笠 减租会 秧歌剧

刘炽曲

12 绣会隔 1973生 绣会匾 汪庭有 陕北民歌

13 梅花三弄 1973正 梅花三弄 颜师古 器乐古琴

14 百鸟朝风 1973生 百鸟朝凤 任同祥修改 器乐唢呐

15 彩云追月 1975芷 彩云追月 任光、聂耳 器乐管弦

16 蝶恋花 1976焦 蝶恋花 赵丌生曲 说唱评弹曲

蒋丌儒词，
17 走进新时代 2001笠 走进新时代 歌曲

印青曲

18 渔舟唱晚 2003正 渔舟唱晚 器乐古筝

第三节王建中三首钢琴改编曲的创作背景

“文革”时期，音乐处于迷失而癫狂的状态，但在“癫狂”的背后有一些“积极的

理论性探索”。这时的钢琴作曲家与其他艺术家一样，艺术评价标准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的同时，结合现实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在音乐艺术本体探讨方面尤为突出，

钢琴音乐创作取得显著成就。具有标题性的“钢琴改编曲”成为“文革”时期中国钢琴

音乐创作的唯～形式。虽然这时巾困钢琴作品只能根据传统乐曲和民歌的旋律为素材进

行创作，但创作技法和作品内涵是巾国钢琴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期。王建中创作的

《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之山』'】"厅花红艳艳》《浏I；【J河》《梅花三弄》完成于这一特

殊时期。

20 Il{=纪70印代初，周恩来总胖挺i{{“毕命激情和苹命抒情是埘直统。的，要柏’张

仃地．仃激仃抒”。敛励创作新的：敬I¨l平¨新的：：j；i：辨疗乐⑥。1972印，纪念屯泽尔《“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拟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

并从中选编出版一本革命歌曲集——《战地新歌》。在题材上其中一项足歌颂毛主席的

内容，这些作品大多节奏舒展，旋律起伏较大，力图在热情而宽广的气息中营造⋯种雄

壮、豪迈的壮美意境。经过文化行政部门审定的歌曲集中的音乐作品改编成器乐曲，就

免除了由于器乐较为抽象，而从内容上遭到批判的后果。根据《战地新歌》中歌曲改编

的器乐曲大量涌现出来。《浏阳河》《山月+月‘丌花红艳艳》就是这时期改编的钢琴曲。

“文革”后期，音乐作品中适合群众演唱的歌曲很少，“四人帮”允许将有限的少

数民族歌曲进行改编再创作。《陕北民歌四首》是王建中1973年根掘少数民族歌曲改编

曲《陕北民歌血首》创作而成。《山月月‘开花红艳艳》是《陕北民歌四首》中的一首。

第二章 三首钢琴改编曲的技术分析

第一节整体结构分析

一、《浏阳河》是1972年王建中根据徐叔华(词)，唐壁光(曲)的同名歌曲改编

而成。原歌曲为4乐句17小节。改编后的《浏阳河》保留了原曲的曲调风格，但其所

勾绘出美丽音乐语言的联想已超越了原曲的意境。

曲式图：引子+A+A1+过渡段+A2+尾声

在主题及其变奏中，旋律流畅、朴实、亲切。但伴奏织体有明显变化，由简洁柱式

和弦转变为六连音琶音式伴奏织体。出民族血声调式分解和弦组成的华彩段落，使用大

量流动的平行极进和上行模进织体，极富色彩性，形象地描绘美丽迷人的浏阳河，给人

以无尽的遐想。主题变奏二(主题第三次出现)：根据歌曲《浏阳河》的多段歌词的内

容特点，其曲调也必然有所发展。在这一段变奏中加花，使这“统一的因素”被重点强

调。

二、《山丹月花丌红艳艳》改编曲是《陕北民歌四首》中的一首，其它二首为《军

民大生产》《绣会厩》《翻身道情》。原曲{{2据传统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信天游)

和《女孩担水》组合加工而成，表达了陕北人民欢迎红军的热闹、欢腾的场景。⑦

曲式图：

弓I子+A + B + A1

■习可再再霜万雨1



原歌曲}{i竹笛伴奏，北派的笛子建立在北方戏曲音乐和吹歌音乐等基础上，注重高

亢丰R犷的艺术风格和刚劲、质朴的表达⑧。作曲家运用了多种装饰啻来模仿竹笛的清脆、

有弹性的音色效采。运用长琶音的特点柬展示出高亢、明亮的信天游⑨曲调。勾勃出一

幅辽阔的陕北黄土高原上人们热情、豪放、淳朴的性格。长颤音丌始处为第二部分，旋

律由大二度、纯四度、小三度、大三度音程形成。

A段前3小节，见谱例1，调性方面具有同音不同调的特点，从旋律来讲是七声调

式F商，从伴奏来讲是F羽，因此这左、右手是F羽和声与F商旋律的双调性⑩；左手

倚音与右手四五度音程相组合，听觉上有深远、悠长的感觉。

谱例1

t(f羽)

B段类似于变奏曲形式，将第二主题全面展现丌来。热情似火、活力四射的风格，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其中出现了“带有固定音型性的伴奏手法，这是我们传统

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常用的手法”0。旋律在高声区，右手和弦点出，左手分解和

弦在跳音中进行，欢快、喜悦。

A‘共分为两段。第一段又出现了同音(f)不同调的曲式结构。本段前四小节由于

还原la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新的调式，即F徵和声配F商旋律，展示明亮的色彩，使人

联想到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宏伟场面；后又由于降la的重新出现，调式回归到F羽和

声配F商旋律。参看谱例2，低音区两个八度广音区的琶音给人感受到“花明又一村”

的景象，高音区如歌得旋律犹如陕北广阔的土地，映入眼帘，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的

画卷一览无遗，把音乐推向高潮。第二段宏亮的声音逐渐变得清晰、透彻，在长颤音的

陪衬下左于．旋律格外秀荚，乐曲信天游的音调在分解琶音和弦的涧饰下渐渐消失o，意

犹未尽。

讯7啦



谱例2

I挺蓬蓬矗蠢匡萋拿Z--l l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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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梅花三弄》原为晋代桓伊吹奏的笛曲，在东晋时期此曲就已广为流传。明代

《神奇秘谱》中有所记载。后经唐代颜师古改编为古琴曲。古琴曲《梅花三弄》又名《梅

花引》、《玉妃引》。掘有关史料’匠载：“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致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

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o。此曲共有十段再加一尾声，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部分：前六段，“三弄”循环再现，主旋律部分都用泛音奏出，营造出悠远的音乐效

果，形象地表现了梅花古朴雅静的神念。第二部分7～lO段加尾声，与第一部分不同的

是音乐转入高声区，节奏更为紧凑，情绪达到高潮，以动代静，形象地表现出梅花不畏

寒冬，争奇斗艳的情景。结构布局为A—B—C—B—D—B—E—F～G一尾声。

王建中创作的钢琴改编曲《梅花三弄》中融中西文化因子于一体，能让演奏者如鱼

得水地展现音乐形象的那些东西——宁静的民族情趣与入骨三分的琴韵内涵。这是一部

在现代钢琴上展现中华古韵的优秀典范之作。o

曲式图：

引子+A+B+A1+C+A：+过波+D+过渡+D1+尾声

此j}|J摧本l：保持了I‘川l的斤乐结构，．}i题神：第2段、第4段、第6段循珂、⋯脱，}，i

J己处1i题“‘次’一脱以板刺的J}i打_Y造j|I余一轻袈、渐浙’I‘11fII的阿响效粜。枢lilt的结构

讹抖0’



和占琴的“敞一慢一巾—快一敝”的肇本结构相同。

引子：音乐在左手极低的八度倚音伴奏与右手“琶音和弦”所构成的旋律中组成了

空旷、深邃的色彩。模仿古琴泛音演奏，描绘出梅花在寒冷的冬同单不畏漫天大雪独傲

挺立的情景。速度缓慢、平静。(琶音和弦的定义为：在一个八度框架中，有砖个纯四

度音程叠加而构成的和弦形式，其音程关系与我国乐器琵琶的空弦相同，所以这种结构

又被称为“琶音和弦”。琶音和弦音响与三度叠置地传统和弦有区别，而与我国民I’日J曲

调中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民族乐器琵琶、芦笙的自然和声方法相一致，故容易获得鲜

明的民族特点，因此在民族作品中应用十分广泛o)

A(主题)：旋律由右手在中音区奏出，采用纯五度和弦的分解形式；左手在低音及

高音区轮流弹奏。同一和弦不同的结构形式在立体化的织体上不失韵味。与古曲相比，

丰富了织体，还不乏意蕴。勾勒出梅花随风摇曳、含苞待放地场面。为了体现出古琴中

的泛音特点，伴奏声部运用了连续c音，与主旋律形成纵向织体。

A1(主题变奏一)：与主题相同的是声部大多集中在中、高音区，不同的是低声部

变为旋律声部，高声部在高音区以跳跃纯四度的音程中进行，刻画出梅花在短暂的雪停

期间晶莹剔透、清纯如玉般姿念。

A2(主题变奏二)：调性发生改变由F宫转为其下方小二度的E宫。E调式有很强的

兼容性。伴奏织体用琶音形式模仿古琴中的滑音，主旋律在高音区“闪烁”。显示出梅

花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中与严寒斗争到底的洒脱、冷峻。

尾声：前段热情的情绪在这罩慢慢趋于平静，速度与引子相近：柔缓。整段音色悠

扬、空灵。织体也趋于简单化。和声由于小小七和弦的使用，使深邃、高远的氛围更加

突出。 谱例3

最后血小节主题第四次出现(与I狮三次相比较织体、和声、音响都较简单，故又被

王建中先生戏称为“三弄半”o)。音响渐渐减弱，给听众营造出梅花高洁安详，美丽

脱俗的占雅境界，意境守旷深逡，ljl起无I艇II可味，颇彳r4．／7，-理中l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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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和声分析

一、《浏阳洞》

1—4小节，均以右手杜式和弦来晕示旋律部分．和弦结构基本由四、五度叠置而成

的空五度和弦构成，是中国改编曲中典型的独具东方色彩的和弦结构。左手以血声音阶

为基础，做6连音音型伴奏。5—9小节为引子尾音的扩展部分，经过一连串的音阶式琶

音，最终仍以空五度和弦形式结束在徵音上。在整个引子部分，从左手的琶音伴奏至尾

音扩展部分的左右手交替琶音和声进行中，运用的非五声音阶D、升D、升G音，而并

无转调作用，引子部分既有和声进行上结构的扩张，同样兼具了七声性音阶的扩展。

主题部分，10一17小节，其实是主题部分的前两个乐句，起于徵音，结束在宫音。

右手高音区单纯呈式主题旋律，左手则为单纯节奏型伴奏，并在乐句之『自J起到衔接作用。

在乐句之J’日J的过渡衔接部分以及左手伴奏中，都用到了五声音阶中最小音程单位大二度

音程，突出了五声音阶的特性。

主题变奏一部分，33—41小节，每一乐句起音都从宫音和弦丌始，调性与原主题未

变，只是利用四度音程进行声部加厚，另旋律从高音区移至低音区。左手为旋律部分，

右手琶音式六连音音型伴奏。

华彩乐段，是由32分音符组成的，(因为没有小节线，所以我按照九连音为一组，

来分析)，从第一个音组到第六个音组为E徵调式，这一段并不是真讵意义上的五声音

阶，其中有清角音出现(清角音，九连音的音阶范围可以理解为六声音阶也可以理解为

变角为清角的五声音阶，把角音替换为清角，增添了音乐的流动性与色彩性，可以看作

是六声音阶的华彩)。那么从第三个音组丌始，每～个音组都是以徵音丌头，富音结尾，

在第7个音组的丌头出现了A寓系统E徵调的主音E，而这个E音就是G富系统的羽

音，羽音向上三度关系出现了G宫系统的宫音，．转入G宫调，继续进行九连音的六声

音阶华彩，第1至6音组，第7至12音组分别进行了大山式的织体华彩，从第13音组

丌始变化，以每个音组为单位，做属到主的连续向上模进，直至第20音组，M到A宫

系统，从变宫进入继续重复模进，最后第23音组到达A寓系统的宫音A。完成调性的

时!j二l。

结尾，和声上遵循了传统的终I}：式，最终EJlYi．0．ti音E。在八度延长爵卜加入快速的、

』i，}i讹移n武篷一，将结束利弦落力：了I：属办向州(E t了系统)纳微为低爵的纵合11J二叫

阿州，℃嗣l弦l：0．}殷佰色彩讹，形缘地挑绘爻Ⅲ迷人的浏⋯jII『，给人以见烬f门遄翘I。



二、《山川‘月。Jr花红艳艳》 ．

引子，l一5小节，为E宫系统的F商调，这段是一个散板的自山+霄奏，第一个音

(商音)上方构成空血度结构和弦，随后进行到商音构成的三度叠置和弦，紧接着一连

串的琶音上行出现了引子的最高音为徵音，髓后盘旋的琶音后在第--d、节未尾到达了主

音上方属和弦。第--4,节经过一组五声性琶音之后，进行到主音上方二度的角音和弦，

随后又经过琶音到达主音商构成的空五度和弦。4、5小节仍以琶音形式做反大山型的进

行，为补充的终止，最终结束在主音F的延长颤音上。在这个散板乐段中，运用到了多

种形式的装饰音、琶音等，似模拟出民间器乐的独特音色。

主题呈示部分，右手担当了旋律部分，阐释了单纯的旋律线条，左手做和声衬托，

第一个部分自i『三小节和声进行为主音F商和弦进行到属音C羽和弦，采用西洋三度叠置

的和弦结构，第二部分至第7小节，第三部分至主题尾。这两部分低音左手声部基本为

线性的伴奏音型，且都是向下趋势，突出了陕北民歌中的”苦音”的特征，两个部分最后

的终止相同，为下属音七和弦一一属音和弦一一主音和弦。且下属音七和弦都运用到七

声调式的闰音，即降七级音，又一次突显陕北民间音调的特征。

主题再现部，上方是主题旋律，运用了八度，以及三度叠置来加厚主题旋律声部，

而下方则运用空五度分解形式，以及五声音阶琶音形式进行伴奏。和声进行上，注重强

调调式调性，在刚一丌始，出现了商调式的主音和弦，其中临时升高三音清角音，使得

音乐出现了明亮的色彩变化。再现主题的第5小节，还原了被升高的清角音，为了在终

止上确定调性，最后终止在主音空五度和弦上。

结尾，先是在主音商音上构成的变形的纵合性四音列和弦，接着到达主音上方血度

的羽音构成的七和弦，最后到空五度结构的主音和弦一一商和弦。

三、《梅花三弄》

“第一弄”这--d,段主题的呈式非常独特，主要表现在多声织体上的安排，分为i

层，最下层的是三度叠置的结构形式，在横向的运动中主要体现了和声进行的方向，即

宫一一羽一一角一一宫。中间层采用空血度分解形式，最高层足空泛的空血度爵程，与

最下层的i度叠置和弦交相呼应。整个感觉音响色彩多样化，和声织体丰满。

“第二弄”主题部分在低音区进行，高音区则运用平行四度与平行五度音程，突显

东方色彩。

“笫i卉”E¨渊，l：脎岛杆I)(，⋯脱宅必的即纯1i题旋律，卜J。；!J!IJ址fi，：i打阶范

⋯内的I柚I：进iJ：的丛抨疗J秘，八个一为’纠l，¨址个^‘纰，分为心fU，笫‘fU的没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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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起音为角一商一宫一荆一徵，第一二《U每个音组的起音为徵一角一商一寓一垌，形成

了血声音阶的大串联，最后在徵音J二结束一个乐句。

“第三弄半”是主题的呼应，音区提高八度，旋律部分完全运刚四度及空『i度结构，

下层运用血度结构按照矗声音阶下行进行且节奏均匀缓慢，整体的音乐力度渐划渐慢产

生了渐行渐远，空灵飘逸的感觉。和声进行呈现为主到属，最后落音在属音C徽音，更

加强未解决感，留有遐想。

第三章王建中钢琴改编曲演奏技巧分析

“音乐”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艺术的一种。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构成的

艺术形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不同的国家，出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品味等因素的不同，而使各国音乐呈现

出复杂、微妙的变化。如：俄罗斯人弹奏的深广、德国人弹奏的严谨、法国人弹奏的精

致，等等。这就得出：钢琴演奏技巧无国界之分，但各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演奏特点。因此“由中华文化特定的地域性与历史沉积的人文内涵产生的‘差异’实践

于演奏，体现在音响形式与肢体语言时，就必然反映出中国艺术的美的特征，焕发着中

国风格钢琴曲演奏的独特魅力。”@中国的哲学(“中和”、“无为”“气韵”等)、宗教(道、

儒、佛等)曾控制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些都

统统要求中国的音乐旋律美、涧腔美。

我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几十年的时间罩不断探索、创新，用现代技法融入浓郁的

民族风格，使中国钢琴作品广为流传，尤其是钢琴改编曲的创作，熟悉的音调与西洋乐

器结合，具有很强的现代气息，深受人们的喜爱。要想把中国独有“韵味”演奏出来，

从技术方面来看，中国钢琴音乐有其特殊要求。它有不同于西方传统作品的调式——五

声调式，也有模仿民歌演唱和器乐演奏的特点。旋律线条优美，和声丰富，除了掌握技

术还要把握风格，绝不是弹好外因作品就能演奏好l{|困作品的。

有人认为，演奏中国曲目比外困作品容易，笔者认为恰恰柑反。弹奏中国作品的难

点即民族韵味的诠释，基本功可以解决技术难点，利于曲子完整表达，这仪足前提。演

奏者应以弹出此作品表达的艺术含义及韵味为目的，?#富音乐内涵。每个演奏者弹同⋯

作品时奏m的效粜小川‘能足“一·个摸·r刎j}{水”，这1j演凑者的演奏技巧、ltJ：界观、人

乍观，’i，炎脱、tll感观紧紧十IIJ-il。Jlfr把I，J L内心nqtt-感’j作川I缘篮农丛n0意境“lU，／j余、



褶碰撞，作品／j毹在保持基本色凋的肚删j—i：增添演奏者独有的魅力。

技术水平达到克拉默练习曲或同等级别的车尔尼740练习曲、莫什科大斯摹练习曲

等，即可演奏王建中的作品。以下是笔者学习与教学：E建中改编曲过程中的想法及理解。

第一节主题线条与多声部织体的关系

主题线条与多声部织体在音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多声部织体可更

好的表达主题，根据主题的变化而变化。

谱例4a

主题旋律具有很强的歌唱性。从声乐中得到启示：声音要如歌、圆润。要想弹奏如

歌，我认为最好是先会唱，分好句，旋律牢记于心，才能从根本上较好的诠释音乐作品。

右手尽管单音旋律，音与音之『自J跨度不大，但应用手腕带动手指触键，目的是体现主题

的朴实、亲切感，让歌声流畅起来。演奏时一定要细心体会其中的“圆滑”。(一个音圆

滑地转移到另一个音。)第二小节第二拍的中声部音好像旋律的尾音，弹奏时要轻、点，

不能破坏主题的整体感。左手与之相对的是T音及其构成的和弦，增加了稳定性。根音

要弹得深且透彻，够拍子。加音的主和弦以琶音的形式出现与旋律结合的很好，在歌唱

IfI带有律动，是这首曲子的闪光点。弹奏时注意声爵要均匀，每个手指尖都向掌心方向

勾一下，表现出河水荡漾，闪|'人j发光的迷人景象。

犯13‘1



谱例4b

卜≮要勇疆l总‘磊Ii}节万
邕’l“2 辜一l； }目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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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变奏一中，旋律变到左手，由于在中音区歌唱，右手多声部织体与主题相比有

所差异。在六连音的上方加入与主旋相对应的声部，像是二重唱，情绪高涨。弹奏时除

了左手低音主题要突出之外，右手的上声部也要给予适当的重音来点缀、陪衬，表现音

乐层次感。

谱例4c

再现郎，ji题町一次出现，与第‘次类同，仅在ji丁．旋仆I：行型仃些紧密。t题历

1j部分变化较多．J,：41下．4帮i爵J×==交袢f}ii套1：题，钐：体软丽巫加丛杂。人{}}多次和弱扪

犯14 6￡



上弹奏，注意手指矸i要抬的过高，这段单子与双音结合较多，用人愕催动下腕在键盛上

滑行，手指的第一关节要支撑住整个于掌，使力量更容易传递剑指尖，于指自然拱起，

弹奏既灵活、游刃有余又便于控制手力。

第二节触键与音色的关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钢琴作为西方乐器之王，其性能是击弦乐器，是演奏

者在键盘上手指上下弹奏所产生的力量利用杠杆原理传送到琴体中，经过一系列的杠杆

运动最后通过小槌借助惯性击弦。所以它的发音为点状并非线形。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性，钢琴的发声共鸣箱体可以作出各种层次的不同音响效果的声音，它具有丰富的表现

力。 这样我们就能巧妙的利用其功能属性的多样化、兼容性来塑造具有中国特有韵味

的旋律。 ‘

“触键”(touch)是钢琴演奏中最直接的技巧手段，作品的缓急和力度标记都直接影

响着钢琴的发音色彩。“根据用力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手指发力、手腕发力、手臂

发力这几种基本触键方式以及各部位甚至腰、背、腿联合发力的混合触键方式。总之，

触键技巧是一项由手指执行、全身参与的复杂微妙的键上运动。”0

弹奏时，我们既要保持整体的音乐风格，又要在细节上有变化，融入感情，不可能

一成不变。头脑罩没有想象，音乐就没有层次感和立体感。

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常常建议学生多看书，多听音乐会，目的是让音乐通过语言的

抽象来形象地表现，通过听觉来使演奏家们的音符化作学生(听众)脑海罩所能想象出

来的画面。接下来就是怎样把作曲家创作的钢琴改编曲用不同的音色束表现头脑中的画

面，达到钢琴演奏的最佳效果。

一、描绘性音色与触键的关系：

王建中钢琴改编曲《浏阳河》赞美了我国秀丽的江河，展示了广阔而波浪起伏的浏

阳河形象。曲子的丌头A手六连音基本成“葫芦犁”连续出现，就像潺潺不息的河流，

在演奏中，由十六分音符组成的分解和弦六连音在快速弹奏的过程中表现小音乐的流动

性，但要注意不应因为织体密集而把音乐弹奏的很紧，密不透风、毫无问隙。这段阐述

的是在宽阔的河面上水流不断的情景，弹奏时要自然、舒展。手指的第一关竹既稳稳的

扎入键棉又依靠手腕力量进行转移，iiq-I晰的弹凑“{每一个音符，既流畅义把河水I”誊551J

透的色块帅奏⋯米。



主题丌始处多次出现颤葺及小的短句，来勾恸出河水清澈、随风荡漾的情景。各卢

}ff(对每一音的色彩变化及音色浓淡薄厚的精雕细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颤音或某一断奏

短句本身并没有音乐情感，就像在朗诵诗歌时单独的一个词毫无表情的念}}{一样无法迸

发出内心的激情和感受。所以我们在弹奏这一乐句时不应为了追求快速而牺牲颤音发音

的表情性，不能机械的弹奏，而应在速度、力度等方面控制它的每一个音，使发声优美。

要注意整体的把握及音与音之|'甘J的虚实，要细心体会其中关节，让颤音像鸟儿的歌声一

样欢乐的奏出。

华彩乐段运用了大量的级进、模进的分解和弦来描绘河水的蜿蜒、悠长。弹奏时易

出现漏音、弹奏不均匀、声音不清晰等技术问题。所以在弹奏分解和弦时也要依赖和弦

的弹奏，积极挥动手指并适应于和弦诸音，各种配合动作如：手腕力量的转移、大拇指

的穿越、回转动作等都能提供帮助，使音色得到均衡。

《山月-月·丌花红艳艳》主题旋律一出现，在我脑海里就有陕北地区农民笑容满面的

带着腰鼓，吹着唢呐，热情奔放庆祝丰收的喜庆场面。要弹出陕北民歌嘹亮豪迈的音色，

就要多听听陕北信天游曲调，注意曲调中抑扬顿挫的变化。弹奏中多从精神气质上寻求

闪烁点，增加旋律线条的律动感，音乐不致单调呆板。

例如引子部分有多处出现保持音记号，弹奏时要注意够拍，体现出信天游高亢的音

乐特点；长颤音要由弱渐强，由慢渐快，使装饰音自然的进入，弹奏明快，大拇指应从

空中快速向下击键，富有弹性的抛至小字三组的F，好像突然间天气变得晴朗，体现出

陕北农民热情、豪爽的性格。

中部(B段)：将第二主题展现丌来，活力四射、热情如火的情绪通过和弦、音程大

跳的形式表达出来，难度较大，平时练习时要进行手指技巧的慢速弹奏，应时刻感觉到

手臂延长，全身配合起支撑作用使指尖与键盘融为一体。手指触键时指尖并不是术端，

应把琴键的毡槌想象为动作的末端，通过多次系统有目的得练习可以使动作干净利落，

排除多余和错误的动作，弹奏者既节约了练琴时间又可减少疲劳感，奏出的音色爿‘能表

现人民群众热烈、紧张得劳动场面。

主题再现部：与主题音响方面相比更加明亮、厚实，旋律八度加音的和声音色效果

就如同陕北广阔的黄土高原印入眼帘。弹奏时要连贯如歌，如何做好这一点呢?连奏时

为了避免八度上方泛音的减少，手腕不离』1：或最近距离贴近键盘，肘关节剑指尖J眵成一

个统-的移体，小臂的挥幼尽}it4,，我们姚能捩利“朗诵”般的效粜。

：、模仿rt一也。j触键的天系：． ’

t¨，-￡



《梅化=i弄》是根抛占曲改编lm成，在引子处就模仿了，i琴“敞音”特点，j单奏时，

用手指肚(肉较多的地方))k触键，手指贴键演奏，双手八度像树根一样深深的扎入键

盘，力量不要过大，手架支撑好，手臂带动手腕，抬起时手指把位不变，继续弹奏下～

八度音。

钢琴从律学角度上沈属于十二音体系，它也包含着泛音音列，和古琴相仿。主题部

分右手非主旋音就是模仿古曲的泛音，在弹奏时重音位置要给『F确，并非都在强拍上。

这段小指使用的较多而且还在主旋位置出现，要想演奏好，必须在平时就具有针对性的

加强小手指的练习，同积月累，慢慢克服难点。

谱例5

上谱例第---4,节和第五小节的是模仿古琴的摸弦滑奏，在第一音给重音，感觉上持

续的时间长些，继续按键的同时把力气松掉，第二音触键后快速靠掌关节带动提起，第

～音一直持续到第三音弹完，这要求弹奏者有较强的手指独立性，多练习高抬指双音连

奏，解决技巧难点。从而表现出古琴“抹”弦的效果。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钢琴中演奏古琴那淡泊典雅的音色，在古朴雅静的意境

中加入了具有现代气息的音色，给人奇妙不同寻常的感觉，使人们强烈的感受到新鲜的

韵味，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JJJ丹月丌花红艳艳》把多种民间器乐运用不同的演奏法在钢琴上模拟音色。如钹、

锣、竹笛、腰鼓等等。在演奏中都要在脑海罩形成这些音响效果，音色／J请2变化自如。

谱例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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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例6b

谱例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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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踏板合理、丰富的运用

踏板合理使用能很好的丰富演奏效果，刻画出演奏者对乐曲的理解，对音乐的感觉。

避免用踏板束掩饰技巧上的不成熟，使音乐混杂，浑水摸鱼。应先把技巧上的难点解决，

才能有精力更好的使用踏板。

王建中的钢琴改编曲在曲式、和声、旋律等方面与西方钢琴音乐有所不同。因此，

从音乐色彩以及音响的要求而言‘，踏板的处理也存在特殊的方法。

我的老师在教课时很注意踏板的运用，0i同的情形用不刚的踏板。怎样玳确的使

用?这就要凭借耳朵的精密感觉。怎样悦耳，踏板就怎样踩。不要想我应浚踩多}∈时^U，

什么地方放掉，应要手指保持充分的状态，脚跟着耳朵走即可。

踏板用的较多的是7描§板(擞爵踏板)其次是／i踏板(弱青踏板)。

～、Zi踏扳



朽踏板的主要H的足起延长音作刚。

1、一乐旬中，音全部踩在一个踏板内。

t： oo{l f

lf仔”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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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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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7

2、踏板运用的更加细致、微小。 谱例8

口船碍pp 一b剖——bb目

．介一一1．．一 p一／’

手指快速的给重音弹奏，再配合点路板，就形象地模仿H{笮既响亮义浑厚的芦i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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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川踏板。

|．矗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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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l

这段音乐轻快，不用踏板声音更加清透。

5、切分踏板：例如在连奏时使用：《浏阳河》丌始处，仅仅用手指来弹奏和弦做出

连线是很难的，因为音与音之问的跨度较大，这时就要借用右踏板的延音功能把歌唱性

表现出来。 谱例12

L——————．——^．—————————^———．————．^——．——_J L—————————√L——————．——JL——————^———／L——^———JL—一

这段使用切分式踏板，是为了避免声音浑浊或过于短促不够连接。在变和弦处运用

切分踏板，每一拍换一次踏板。还有《山月‘月。丌花红艳艳》谱例13中由于每拍都改变

和弦，所以也用这种踩法。 谱例13

右踏板还有一目的是润色作用。

L———————————^—————J^——————^—————^——√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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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4

L—J L—J L—J L—_J

这一段L-．题加花变奏旋律在高音区，为了突出清脆的声音，踏板在手指触键一瞬IhJ

同时踩下。踏板不全踩，在1／3处点到Bp可。

《梅花j弄》中许多应右手交替快速弹奏的乐句，为了能使其隧l滑的奏出，踏板的

fl：lll／f；Iu‘忽税。下指婴弹奏均匀．这／fi仪仪足婴拧制丁．，巫哐篮的址从听觉I：辨别。



游例】5

模仿古琴的泛音特点，使低音充分震呜，踏板随手指在低音区触键的同时，巧妙

踩下。高音区的和弦要控制好音色，轻巧下键，就像银河中闪烁的星星，不破坏低音泛

音的效果。 谱例16

～o、m．一8D

二、左踏板(弱音踏板)

左踏板的作用主要是减少音量、变化音色。初学者一般较少使用。我认为习琴者在

初期就应有意识地加强对弱音踏板的使用，这样有利于提高习琴者对音色和力度的辨别

能力，能够在钢琴演奏中极大地增加表现力。

《山丹丹丌花红艳艳》进入主题自i一小节用弱音踏板，山原来的婉转突然转变为热

情奔放的音色。结尾处以八度加音和弦结束此曲，用左踏板呈现出回音的效果。

《梅花三弄》引子和尾声都可使用弱音踏板，这样既把声音消弱，又产生了明显有

趣的音色变化。“三弄”刚出现时为了达到色彩变化的效果，也采用弱音踏板来体现古

琴空灵、轻盈的音色，触键时动作要踟调，靠小臂、于．腕带动弹奏，虚实结合。这段中

有刁i少和弦，弹奏时尽量先把手提起再向下弹，调整好手的状念，起剑缓冲的作用。

在使用弱音踏板时，动作要平稳，这样／4。能使声音自然的过渡到音色变化之-f，。踏

板的运用是⋯门艺术，取而有yl：多学问和讲究，这‘j作黼的时代、风格、平¨声知谚{、乐

帅tk质以及演奏打的个人趣I味特别址涉及深脎次风格气质㈧豢的弛族、【“¨j19趵郝仃密

切的联系。婴心较为个⋯的f0边作}¨l栉的阿乐内涵，娥篮求波炎杆深入盯7￡雨l探索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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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时代背景，当时社会的审炎情趣，民族风格羽I文化底蕴。通过触键、踏板等方向

的细致考究处理，，j能i F=确地把握作曲者的寓意。

第四节装饰音的运用

王建中钢琴改编曲中的装饰音，不但将西方的装饰音技法吸收，而且还把我国民间

音乐素材巧妙的运用，形成具有中国韵味的装饰音。

1、具有民11日J器乐音色特征的装饰音

《山月|月丌花红艳艳》引子这段主要模仿了竹笛的音色。长震音弹奏时要够拍，由

弱到强，速度也逐渐加快，必须把每一音都弹清楚，颗粒性加强，它的均匀不只从速度

上均匀，还要以同样的力度演奏。主题丌始处，长倚音要弹奏出悠长、遥远的效果，伸

开手指，用指尖弹。

有些学生在弹奏装饰音时，认为就是速度上的快，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装饰音

是为了美化本音而添加的旋律外音。它虽只起装饰作用，但处理好就会释放异彩，具有

画龙点睛之笔。

《梅花三弄》引子部分八度倚音模仿古琴的泛音，弹奏时“轻而不浮”，手臂既要放

松又要保持张力，掌关节孥实，感觉手指很长能穿透键盘，制造出“透⋯亮”的音色。

《梅花三弄》还运用大量的“滚拂”技巧。一长串的音快速的在键盘中弹奏，就像

古琴的“滚拂”技法——“无名指向外连挑数弦为滚，食指向内连抹数弦为拂”(见梁

广程、潘永璋编著的《乐器法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P8)。

2、具有民歌音色特征的装饰音

《浏阳河》中有许多短倚音，一刚而过，时值虽短，却极富装饰性。指尖贴键“徐

而不迟”，弹第一个装饰音前手指略微高抬，也为第二个装饰音做好准备，～触即发，

重音落在旋律音上。

《山月月)r花红艳艳》主题刚丌始处出现了屈手倚音右手短音程的结构犁。就像唱

歌时伴奏和演唱者的关系，倚音要弹得透彻，手指第一关节轻巧积极的触键，随后手臂

快速带动离键，弹出悠远的效果。

第五节速度变化的运用

疗跗柳勉琏对j：逃皮酏19J为：“绷I粜也彩的fU J，，能比I愉为一乐的碰弱州，邶么迷



度就是钢琴演奏的!L命或运动。而这螳并不像每天单凋的R课般没有趣味的生命，更／fi

足拍节奏器般的运动。一如变化足生命的韵味那样，风格是魅力，乃是从不断的速度变

化，以及速度的对比而产生。”o

速度通常有渐快(Accelerando)、渐慢(Ritardando)还有中国特有的“散扳”组成。

对于整曲的把握必须有币确的变化尺度，要有层次，这点是很难做好的。有好多学生在

弹渐强就赶速度，在弹渐弱速度就跟不上。这是把渐强与渐快定义搞混了，模糊不清楚。

这点要引起注意。

在弹奏渐慢和渐快时不是突然急剧的变化，而是一个音一个音逐渐的渐慢或渐快。

这点是最难点也是最能表现演奏者个性的一面。弹奏时要与前后段相呼应，不能孤立地

看待、推测而弹。如《梅花三荠》速度多变，这与所描绘的景象有关。作者通过速度的

变化来展示所描绘场景的韵味。引子部分为了体现梅花优雅宁静之美，速度缓慢、平静。

弹奏时要控制住情绪，心要静。想象自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雪海世界，只见梅花独伫立

于漫雪纷飞之中。主题、主题一、主题二速度逐渐加快，表明情绪越来越高涨，从梅花

含苞未放到斗雪争艳最后竞相丌放的美景。结尾处，速度又接近引子，主题“半弄”的

出现营造出徐音袅袅，韵味无穷的意境。所以在弹奏中要整体把握速度，最终乐曲达到

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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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一音要求速度慢，体现艨胧、安静的色彩。到长颤音处速度Ilf慢渐快，弹奏I叶j明亮

的声子。

《浏阳河》局部小节要求速度变化。

作曲者在这罩给出了演奏者自【b发挥的空问，但要处理好渐快的比例，恰到好处的

把握标准。速度表现上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加快，最后河水一泻千罩，川流不息。不

要给听众忽快忽慢，不均匀的感觉，从而不能形象的描绘出浏阳河奔腾直下，一鼓作气的

宏伟场面。在这罩还注意气息不断，力量无尽的到达指尖。

在歌唱时，一般都在段与段之间加以矧奏，填上一些小过门，而使歌声连贯。在这

首作品中类似于『自J奏的华彩段路没有小节线，非常自由，速度逐渐加快，起到渲染气氛

的作用。

第四章总结

王建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对大家耳熟能详的曲调改编、移植到钢琴上是一种艺术演

奏的突破，并为钢琴这种外来音乐形式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些

钢琴改编曲通过精巧的演奏技法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中国作曲家的改编技巧已

趋成熟，标志着中国钢琴曲创作已达到新的水平，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有着特殊及深

远意义。这些作品不仅深受钢琴界与国内外听众喜爱，而且成为许多中国钢琴演奏家的保

留曲目。

第一节王建中钢琴改编曲之特点及审美

一、王建中的钢琴改编曲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其特点有：

1、中国传统线性思维与外国多声织体相融合，形成民族化多声思维。

2、西方传统作曲手法与我国传统且具有民族性韵味的音乐元素相结合。欧洲传统

钢琴文献中以三度结合为主，演奏者对于二、四、五、度相结合的和弦、音程练习甚少，

需要在弹奏意识和指法安排上进行合理训练。

3、借鉴民族乐器演奏特点，用钢琴技巧体现、创造出具有民族色彩的钢琴音乐语

言。《梅花三弄》中对占琴音色的模仿；《百鸟朝风》中对唢呐的模仿；《绣会匾》中对

古筝、模仿等。

一i、一卜建L}1钢琴改编l¨I之tU荚

巾lI习化统一乐∽人精深，Ii缱小和政编刨f1：过W·l，汲取了木【t妖阿玎}，'’#，汁藕天



学思想，致以作品震撼人心。

1、自然荚

《浏f；f=I河》钢琴曲大量的使用了长琶音及短倚音创作手法，旋律优美、流畅。

通过对浏阳河以俊秀取胜的美丽景象的描述，歌颂祖国的大好山河。使我们如同徜

徉在十曲九弯，清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一片秀美的湖光山色当中。

2、淳朴美

《山月·丹丌花红艳艳》描绘了黄土高坡淳朴的生活场景，讲述了人民群众欢迎红军

的场面。

王建中运用多种装饰音束模仿民间器乐的音色，和声与织体丰满有力，节奏多变等

创作手法来表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情和欢迎，展示了一幅锣鼓喧天的热闹场景。把黄

土高坡人民的淳朴和粗犷的个性淋漓尽致，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革命的拥护和美好

生活的向往。使听众在欣赏这首曲子的同时就恍惚来到了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又好像

侧耳就能聆听到那感情奔放的“信天游”在远处回荡。

3、淡泊美

《梅花三弄》描绘了梅花深邃、高洁的内在气质，借景抒情，咏物赞人。和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中道哲学”相联系。钢琴曲《梅花三弄》引子处用左手八度和弦的创作手

法，体现出大自然的唯美，疏阔、空灵的意境。这种感觉与听众心灵中的空灵感融为一

体，仿佛置身于宇宙之境，心胸丌阔，精神放松，忘却了尘世问所有的烦恼，悟到淡泊

宁静的真谛，这是与中国音乐文化审美相吻合的。曲子的主题中，通过简洁、从容的旋

律和晶莹剔透的音色表现出清幽、宁静、安详的意境。

含蓄、自然的淡泊之美不但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感

染力。将演奏者及听众置身于这种“和，静、清、远、古、澹”的意境中。综上表明这

首钢琴曲《梅花三弄》是“又一首中国钢琴曲创作史中的杰出作品。在我看来，也是集乇

建中钢琴改编曲大成之作。”(魏廷格研究员在《论王建中钢琴改编曲中》所言)，体现

出的美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

第二节加强对中国钢琴作品的学习

钢琴教育事业发展至今，仍存在一些不足。西方钢琴艺术无论从文献、作Iitl：E里．论、

还足演奏技巧都比我闻较完薄。-}t同钢琴初级学者人多接受矿§方教育模式及曲|I练习，

这实际址把I撕办文化、’i，戈脱念迎过作-1f-滞输J：爿琴栉。IIf J：对l|iⅢf1：一铺；1-了解、接触



少，导致有些演奏者埘。|I幽占乐带钉偏见，崇尚“外朱文化”．对我团钢琴作·钻演奏／fi

多。笔者对我困钢琴摹础教行提}{j两点建议：其⋯，教师存授课过程中应有意识提高学

生对中国曲目的练习，让初学者多接触、了解中国的旋律，更好得培养他们对中因钢琴

艺术的兴趣；其二，加强中国钢琴作6III的学习及推广，如不断更新考级曲目，使中国曲

目比例增加。

王建中把带有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带入世界舞台，使中国钢琴音乐在世界领域中占

有一席之地，他为中国民族音乐做出了巨大贡献。演奏者在弹奏王建中钢琴改编曲时，

应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只有最身于文化中，才能更好的演奏作品；只有理解、

领悟中国美学思想，才能把音乐融入于心，自然流露。我国钢琴教育需加强学琴者对民

族音乐的兴趣培养，推广和发扬民族音乐，使其在音乐艺术的殿掌旱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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