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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钢琴
家、作曲家，通过民族文化的滋养，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族文化内
涵的钢琴作品。而钢琴改编曲作为中国钢琴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民族器乐和声乐作品的改编，其独特的创作特性使其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夕阳箫鼓》、《百鸟朝凤》等充分运用了对
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模仿，以及风格特征的把握，利用钢琴表现
手法，描绘和声色刻画出全新的民族文化元素。钢琴曲《我的祖
国》改编自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作曲家在保留原曲本身旋
律的基础上，运用和声、织体、节奏等变化，将短小精悍的旋律，
利用钢琴的表现手法，通过变奏、模进等方式，表达了对祖国锦
绣河山、英雄儿女的赞美之情。本文通过对作品创作背景、曲式、
演奏技巧等的研究，从艺术审美角度诠释作品的内涵。

1 　《我的祖国》创作背景
《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主题曲，由乔羽作

词，刘炽作曲。深刻讲述了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英勇作战的英
雄事迹。影片中，为了躲避联合国军的炮火，战士们经过一系列
的战斗，到处都是受伤的士兵，几乎崩溃。在这最无奈的时刻，一
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深情和激昂的曲调，
激发了军人们保卫祖国、舍生忘死的顽强意志。乔羽定稿后将歌
词交给作曲家刘炽谱曲，为让这首歌唱出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
出军人远离家乡、思念祖国的感情，因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将1949-1955 年的流行歌曲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从中
挑选出十首歌，反复聆听、比较、筛选，最终，找到《芦沟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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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句，作为《我的祖国》音乐创作来源。终于，这首充满爱
国情怀且具有深意的作品诞生了[1]。

《我的祖国》作为一首经典的艺术作品，许多作曲家都将
其采用不同的音乐形式进行改编和创作，有声乐、器乐和钢琴等
版本的改编作品。钢琴版《我的祖国》常见的版本有张朝和蒋泓
改编钢琴曲《我的祖国》。张朝先生创作的属于带再现的单三部曲
式，并不是简单的在原有的旋律基础上增加伴奏，而是扩充织体、
丰富和声，打破原声乐曲单纯的旋律性，加入幻想曲风格和丰富
的和声色彩。且运用了变奏、主题再现、五声性多声织体环绕、复
调、音色模仿等多种创造方法，充分地发展和表现了钢琴技巧性
特点[2 ]。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蒋泓教授所改编《我的祖国》，根据歌
词的三段性特点，创作出了三种不同情绪的音乐形象，在保留作
品本身美妙的旋律的基础上，运用和声、织体、节奏等变化，结
合钢琴的表现手法、重塑了作品经典。成为众多钢琴家的音乐会
保留曲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2 　《我的祖国》结构美
2.1曲式分析
钢琴改编曲《我的祖国》利用钢琴的表现手法通过对其主

要旋律采用变奏曲的曲式风格进行布局；是并列的二部曲式，从
音色、触键以及情绪进行了描绘和润色入手采用五声调式，其两
个主题呈相反的变奏逻辑，即：引子—主题—变奏I —变奏II—
华彩 B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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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部分是节奏稍自由的散板，首句以主题开场，利用琶
音的特点，模仿了河流的波浪，与钢琴高音区域的明快音色相结
合，营造了微波荡漾的优美意境。

主题分为AB 两个部分，主题A部分延续琶音织体、简洁的
和声衬托右手淳朴的旋律，不加任何修饰，原样陈述了第一主
题。主题B 部分左手十六分音符来衬托右手主题，旋律提炼了
第二个主题的主干音，并用模进的手法重新编排成四句紧密相连
的乐句，以柔情和深情的形式表达了战士对故乡的思念。变奏
I部分，作曲家将主题旋律放在了低声部上，增厚低音加重了作
品的厚重感。右手十六分音符看似织体伴奏，实际上也是一种
变奏手法，用两个声部阐述同一主题。变奏 I I 部分，作曲家
采用了“合头”的创作手法，以首句为此次变奏的源头。运
用模进、倒影等音乐创作手法来发展和扩充乐段，有时会在乐
段中加入原曲骨干音，使变奏段既能创新又能保持原有的风格。
为增强乐曲的感染力，作曲家采用了许多八度音程、柱式和弦
来渲染整个乐曲的氛围，并将乐曲推向高潮。尾声部分进入了
整首歌最激动人心的一段，作曲家将西方作曲技法融入其中 作
曲改变了原有的流动性伴奏织体，采用了柱形和弦，增加了低音
的厚度，同时还加入三连音推进，使乐曲的旋律不断地上升，直
到最后，产生了宏伟的音响效果。

2.2层次对比
层次感是对物体外形表现出的曲面、层次所感受到的美感，

在作品中“辽阔的土地”“明媚的阳光”“好山好水好地方”描写
了祖国宽广的土地和优美的景色，让人一听到歌曲仿佛就能看到
祖国的大好河山，体会到歌曲旋律的立体美。作曲家改编创作这
首作品时既体现出了明显的旋律感又烘托出了主题的伴奏，让演
奏者在弹奏时即能表现出主调音乐优美的旋律线条和栩栩如生的
织体伴奏，又能弹奏出结构丰富、多层次的音乐作品。乐曲主题
旋律声部极具歌唱性，运用抒情的手法将歌曲第一句缓缓诉说。
主题第一次变奏时，把旋律声部和伴奏声部进行对换，把主旋律
的各种表达方式完美、巧妙地结合起来。低声部弹奏主旋律，旋
律声部则是采用十六分音符伴奏织体，与主题一抒情的音乐情绪
形成对比，伴奏部分用提升八度音阶的单音，既能保证两个部分
音响效果上的独立，又能完全的表现出音乐情感，增添了乐曲的
立体感。在乐曲变奏II与尾声的连接部分，采用双手弹奏单音向
上跑动、多个八度和弦、三连音推动，烘托情绪旋律从婉转优美
转至慷慨激昂，最后到达全曲最振奋人心的高潮部分，将音乐情
绪推向顶峰。

3 　《我的祖国》音色美
3.1演奏技巧
钢琴演奏是演奏家对作品的二次创作，娴熟的演奏技巧是使

音乐富有生命力的先决条件，是真正展现其艺术价值与魅力的重
要因素。每位演奏者在演奏时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以最大限度
地表现出音乐的艺术魅力。因此，对乐曲的理解与技巧的把握是
演奏好一首钢琴作品的关键。中国钢琴作品反映的是不同地域的
民风，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多数是依照五声调式的改编或创作
而成，为使乐曲的民族魅力得以生动地表现出来，要求表演者具
有弹奏中国钢琴所必需的演奏技术。钢琴改编曲《我的祖国》中
演奏技巧主要分为：五声调式音阶、琶音、八度、和弦等。下面，
结合自身对作品的研究，对演奏技巧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整首作品中采用琶音伴奏织体较多，琶音作为分解和弦的一
种表现形式，是各类乐曲中运用频率极高的一种织体。琶音的
弹奏，在演奏时应手腕放松，用指腹触键，力量由左到右依次
传递，每一个音交代清楚，高音处可稍作停留，声部突出，增
强乐句的线条感。在乐曲的变奏、尾声部分，作曲家都采用了
八度的伴奏织体，八度既能做出有别于单一音质的浑厚音质，

也能通过两个音调在物理频率上的高度一致，制造出一种绝对和
谐的音响效果。八度音程的演奏技巧极其的重要，在演奏时需要
借助整个手臂的力量，自由下落，再将手指所有力量都集中在键
盘上。其次，要注意五指的坚韧性，因为五指最短力量最为薄弱，
所以在弹奏八度时应把注意力放在五指上，才能协调好手腕到手
指传递的力量，使整个手的力量达到统一。尾声部分作曲家采用
三连音、三和弦的转位推动乐曲走向，内外声部结合。不同的和
弦演奏技巧和演奏方法能体现不同的音乐风格，烘托不同的氛围，
针对演奏者而言，与其它技巧相比，和弦演奏的技巧将会更加独
特，以不同的方式弹奏和弦就会产生出不同的音色、音响效果。

3.2旋律赏析
线条是艺术的语言，是音乐的灵魂。受社会、历史、文

化等影响因素，线条和艺术相互交融。作品中“一条大河波浪宽”
“条条大路都宽畅”“温暖的土地”“和平的阳光”歌词描绘了祖国
的山河，歌颂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曲家在改编创作这首
作品时，既没有让伴奏效果淹没了旋律，也不是只有旋律而没有
伴奏的，合理安排好了两者的关系，更深层次地挖掘出作品中旋
律线条美的艺术魅力。乐曲主题变奏II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旋
律声部和伴奏声部，这个乐段主旋律部分没有同主题AB部分那样
采用单一的旋律线条，而是用和弦与八度来表现。在音响效果上
比单音更加的厚实，而且不会破坏本身的旋律感，反而更加的有
气势，容易掀起乐曲的高潮。因此“多声”与“单声”的强烈反
差，让其在音响效果上旋律更加深厚，使乐曲在谱面与听觉上都
能清晰地感受到线性旋律的美。

4 　《我的祖国》意境美
精神美是一种具有内在品质，发自内心对正确价值的追求，

爱国主义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歌曲《我的祖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诞生的红色经典歌曲，它是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作品没有描写旧社会人民苦难
的场景，而是以“小我”的角度歌颂人民的美好生活。“一条大河”、
河边的“稻花”“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矾”歌词描绘的这一幕
让士兵们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暂时的缓解，短暂的精神抚慰后，他
们重新燃起了斗志，集体高歌“美丽的”“英雄的”“强大的”祖
国，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生长的地方，让祖国到处都是“阳光”和

“力量”。这首作品的旋律婉转优美，与热情的豪迈相辅相成的，将
爱国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继承原作品音乐主题的同时，也尽
可能地将其歌词的蕴意用不同的钢琴演奏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
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人牢记历史，要有不畏艰难、奋勇
向前的精神。

5　结语
钢琴作为一种西方乐器，在中国受到经历了民族音乐的滋

养，涌现出许多民族钢琴的经典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
了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变化。作曲家将民族
音乐与钢琴的表现形式有机地融合，既融入中国民族音乐思维，
同时也以钢琴为媒介，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诞生促进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创造了钢琴音乐的民族语言，对中国钢琴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我的祖国》是具有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这一理念的精
品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陶琦.重构·延续:钢琴协奏曲《我的祖国》的红色意蕴

[J].四川戏剧,2021(09):119-121.
[2]王晶.钢琴作品《我的祖国》音乐风格及演奏方法赏析

[J].中国民族博览,2021(15):152-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