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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在易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特色分析
王晓琳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河南 漯河 462300）

摘要：陆在易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以声乐创作享誉世界。

在音乐创作当中，蕴含着独特的创作技法、鲜明的精神内涵以及

独特的民族风味等，这些内容增添了歌曲的艺术性、欣赏性、情

感性。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当中融入了钢琴伴奏，钢琴伴奏的内涵

同样丰富多彩，生动、形象。本文将以陆在易艺术歌曲钢琴伴奏

的特色内容为主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后人的创作和教学工作产

生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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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在易将严谨的创作理念融入到歌曲创作当中，同时融入了

丰富的情感，在写作手法以及作曲上都有相应的创新。在创作的

过程当中，陆在易先生同样可以准确的把握钢琴伴奏，通过给予

伴奏贴切、丰富的和声，使钢琴伴奏的表现艺术呈现出了新特点、

新局面。下面将对陆在易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特色进行详细分析。

一、概述和背景介绍

从陆在易的创作内容来看，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其音乐的创

作包含了不同领域的不同体裁的多种成果。其中，成就最为突出

的便是在艺术歌曲方面得创作。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其表现的

对艺术的强烈追求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成为了后人永远的佳话。

在其创作的 30 多首音乐歌曲中，包含了众多极具艺术价值的歌

曲。其中，《祖国，慈祥的母亲》不仅被广泛的传播在了海内外，

对于海外国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一定的载体，并且在很多的音乐

性的院校中，已经将该歌曲选入到了人声的教材中，希望能够对

学生进行专业性的训练，增强学生的艺术内涵。《桥·家·盼》

和《我爱这土地》更是在 2001、2002 连续两年分别的被评为了

中国音乐最高奖的《金钟奖》，获得了极大的殊荣。由此可见：

研究陆在易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的特色分析及演奏具有积极的社

会意义。

二、歌曲伴奏部分的艺术特征

（一）节奏特点

若想对陆在易的艺术歌曲进行有效的分析，必须要充分的

认识到其在伴奏的节奏方面的创作特点和成就。从钢琴伴奏的

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左右手声部的节奏错位，进行声音的传

达，从而表现不同音符的连音音型。比如：在《我爱这土地》

这首歌曲时，其充分的结合了六连音和节拍错位的优势，使得

节奏更为明确，对于欣赏者形成了较强的听觉体验。根据对曲

谱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最开始的创作中，出现了低音和弦伴奏

所形成的特色的连续六连音。这种声音能够和右手的声部的宽

广、赞美的旋律形成一定的对比，从而更好的发挥歌曲情感共

鸣的作用。并且，在歌曲中这种节奏型的跳动还会反复的出现，

提高了音乐的主导性。

（二）民族化节奏型

民歌始终都是我国文化的瑰宝。陆在易在进行艺术歌曲的创

作过程中，也充分的结合和发挥了民歌的优势，并将其作为主要

的创作素材，融入到自己的歌曲中，使得其创作的歌曲具备了较

为明显的“民族化”的特点。从作曲家的创作手法和特点来看，

将民族性的元素和民族精华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中，是很多的作曲

家都喜欢的一种手法。民间的音乐节奏作为民间歌曲创作的精髓，

对于歌曲情感的表达和民族情感的共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在陆在易创作的《家》这首歌曲中，从歌曲的一开始便充分的结

合了典型的民族性的音乐节奏，使得该歌曲得以在短时间得到广

泛的流传。

（三）伴奏音型

艺术家在进行歌曲创作的时候，必须要充分的结合伴奏的优

势，提高歌曲的艺术性特点。从艺术歌曲的伴奏音型的特点来看，

其既包括了对相关事物的具体模仿，同时还包括了一些对作曲家

内心情感的模拟和表达。比如：在《桥》第二乐段的部分中，作

曲家主要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声音，像：具体的流水声，并且配合

了流畅的弦音来进行情感的表达。通过二者的有效结合，构建了

一幅和谐、优美的江南水乡图。通过对歌曲的欣赏，也能够让听

众感受到浓郁的江南情感，人民生活怡然自得、安居乐业的画面

让我们每个人都为之向往。

在歌曲前奏的创作中，主要从前 64 节对其进行分析。在该部

分的创作中，主要是利用到了柱式和弦分解琵琶音的优势，并将

其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这幅江南水乡图更具生动性和互动性。

通过对小桥的模拟，让其浮于水上，并结合水面上波光粼粼的乐声。

在听众听到之后，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切身地走到

了江南水乡中。

又比如在歌曲《盼》中，其主要的音型为六连音的分解和弦

琶音，通过这种急切式的连音弹奏的方式，增强了歌曲的急切性

的特点。而这种急切正是从歌曲本身的特点出的。从歌曲的内涵

来看，是一个迫切希望海外的亲人回归到祖国的人的内心的无助，

借助这种急切的音弦，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直接。在进行《我爱

这土地》这首歌曲的创作中，也是同样的利用到了和歌曲《盼》

同样的演奏方式，以此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急切的情感。并且其前

后形成一种较为明显的反差，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鲜明。

三、歌曲伴奏的技术处理

（一）音色感

音色感是钢琴的演奏中一项较为重要的内容，艺术歌曲中一

些较为深刻的情感、复杂的情感都能够通过钢琴旋律的变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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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表达，从而赋予了歌曲多变的特征。在钢琴的演奏过程中，

根据不同作品曲风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音色对歌曲进行有效

的控制。为此，在利用钢琴进行歌曲的演奏时，需要根据不同歌

曲的不同情感，选择适合的演奏方式。在此过程中，表达作者内

心丰富的情感，包括幸福的、美好的、悲伤的，让听众能够对歌

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为此，需要演奏者具备较高的触键

技巧和专业素养，以此通过对理想音色的表达，传输作曲家的情感。

（二）乐句感

乐句感主要指的是通过对乐句的分析，来充分的表达钢琴演

奏者的内心情感。在进行音乐情感表达的过程中，都需要借助到

特定的旋律。从其重要性来看，旋律主要是音乐的生命线，而乐

句则是整个音乐作品中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和最小的组织，从这个

方面进行分析，其主要指的是音乐由一个个的乐句构成。如果没

有一个个乐句作为支撑，便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

（三）和声感

和声感主要是从弦的特点出发，所形成的一种特质的特点。

因为不同的弦所表现出的声音特质不同，利用不同的弦进行音乐

的演奏也能够传递出演奏者不同的情感，从而为听众进行更深层

次的情感共鸣。

（四）复调感

艺术歌曲的情感往往会伴随着演奏者的内心情感的变化而变

化，而在进行一首歌曲的演奏时，由于歌曲前后的情感不同，便

需要选择不同的演奏方式和做法技巧进行情感的有效表达。在这

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到音线的走向对情感表达的影响。

（五）层次感

层次感主要指的是歌曲创作和演奏中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

的情感，使得歌曲具备了一定的层次感的特征。从其特点来看，声

音的层次感是促进美感活动的重要力量。为此，演奏者在进行歌曲

的演奏过程中，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演奏技术和专业素养，还需要

能够借助演奏乐器的力量，达到情感共鸣和情感输出的作用。

四、在演奏处理上做到与演唱者完美配合

（一）以演唱为主，钢琴伴奏为辅的融合形式

在歌曲的情感表达中，需要充分的结合演唱和演奏的优势，

从而进行更好的情感表达。从其特点来看，二者都具备了一定的

主观性的特征。但是，如果能够在同一时间段进行演唱和演奏，

便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配合，达到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目的。

演唱是歌曲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而钢琴的伴奏则是在整个音乐

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陆在易的歌曲特点来看，在一些独唱的歌曲中，其主要选

择的是以演唱作为主要的部分，将钢琴的伴奏作为辅助的部分。

在钢琴的伴奏中融入人声的方式，能够在进一步帮助演奏者情感

的输出和表达，从而使得旋律的丰富性特征更为明显。

另外，在进行钢琴的演奏过程中，还充分的融合了一些引子、

间奏等演奏特点的优势，对于委婉情感的表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仅演绎了一首较为美妙动人的歌曲，同时还彰显出了一定的演

奏技巧和魅力。

比如：在进行《桥》这首音乐作品的演奏时，其前奏的部分

主要是通过分解和弦的方式作为歌曲情感表达的主要手法，从而

构建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江南水乡图。在进情感和歌曲演唱的时

候，并没有进行情感的中断。虽然在其中的一部分有了间奏的过程，

但是演奏者内心丰富的情感都和钢琴的伴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

机结合体。

（二）钢琴伴奏声部自成一体的独立特点

从陆在易歌曲创作的特点来看，其钢琴的伴奏声部有明显的

自成一体的特点。通过这种自成一体的创作方式，能够将演奏者

和歌曲的情感进行有效的结合。在其钢琴伴奏的演奏中，还会着

重的扩大声部的比例。从这种演奏方式的积极效果来看，能够在

一定的程度上提升钢琴的表现技巧。对于演奏者的专业能力的展

示和歌曲情感的有效表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需要

演奏者深入的走进到作品的内部。理解作品深层次的内涵。比如：

在《我爱这土地》这首歌曲中，便是通过对钢琴伴奏和声部组织

的丰富和变化，来表达作品的深层含义。

（三）运用钢琴伴奏的力度层次烘托声乐演唱的情感表达

从另一方面来看，陆在易的艺术歌曲的演奏和创作还表现出

了明显的钢琴伴奏和演唱者进行有机的融合的方式。在进行钢琴

的演奏时，演奏者既不能喧宾夺主，还需要能够运用钢琴演奏的

旋律，起到烘托氛围、传递情感的作用。比如：其创作的《雨后

彩虹》这首歌便是在钢琴的演奏中，营造了浓郁的音乐氛围，使

得飘渺、柔和的形态更为明显。

五、结语

总体来看，陆在易作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其艺术创作手法

和钢琴伴奏的演奏特色对于后人的艺术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在

钢琴的伴奏部分，呈现出了内容丰富、情感细腻的特点。通过对

各种多变的声音的运用，更好的表达作曲家内心的情感。结合钢

琴伴奏的优势，使得音乐作品更具形象性和立体性。为此，在今

后的创作中，相关的作曲家可以充分的结合这种创作模式的优势，

更好的表达内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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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将数据传递给服务层或者服务层的实现类。

3. 服务层

该层负责对控制层传递过来数据进行逻辑处理，并调用持久

层的接口。

4. 数据持久层

根据 application.yml 配置文件扫描所有的映射文件与其对应

Mapper 接口，对数据库访问。

图 1　系统的分层设计

二、数据库设计

系统的数据库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编码以及软件性能和质

量。经过对本系统用户需分析，网站主要有用户、班级、课程、

任务、资源、文章、评论，该数据库设计符合第三范式设计要求。

系统实体构成的 E-R 图如图 2 所示。

数据库逻辑模型如下：用户表（用户 id，用户姓名，用户密

码，用户性别，邮箱地址，创建时间，信息修改时间，所在班级）、

班级表（班级 id，班级，班级专业名称）、课程表（课程班级

id，课程创建时间，课程简介，课程路径）、任务表（任务 id，

任务简介，任务内容，任务创建时间，任务截止时间）、文章（文

章 id，文章标题，文章内容，文章类型，点赞数，收藏数）、评

论表（评论 id，文章 id，评论内容，评论时间）。

图 2　系统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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