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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9 世纪伊始，中外交流呈现愈加广泛、深入态势，国

外传教士与商人将西方钢琴艺术演奏引入中国[1]。钢琴艺术演奏

传入国内以后，凭借音乐表达与音乐气质深受艺术人士欢迎，

并在100余年的探索实践中取得长足发展。在现代钢琴艺术演奏

中，众多钢琴作曲人员、写谱人员均充分融合、吸收中国民族

特色音乐元素，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2]。事实上，民

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的应用，不仅充分丰富了钢琴

演奏的艺术形式，也为钢琴演奏提供了艺术来源。当现代钢琴

艺术演奏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融合、碰撞，所激发的情感与火

花值得深入研究。由此背景下，本文着重探讨民族音乐元素在

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的应用，并系统性的阐述应用路径及措施。

1  民族音乐元素之于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的必要性

事实上，中国作为多民族交汇聚居的国家，囿于经济治

理、文化政治存在显著差异，致使民族地区存在整体滞后表

象。部分民族音乐也受到地域限制影响，传播及发展均存在缓

慢滞后效应，乃至于部分民族音乐元素逐步消亡[3]。中国民族

音乐元素历经千年累计，具有自身独特风格及充分感染力度，

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艺术。然而，由于音乐作品诞生、传

播、发展这一过程中，存在显著局限。虽然在现代网络发展及

政府高度重视下情况有所好转，但始终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

此背景下，国内音乐艺术学界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探索，探索适合

国内民族音乐创新发展的道路。由此，众多艺术学者认知到民族

音乐元素与钢琴音乐艺术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并逐步摸索民族音

乐元素应用于现代钢琴艺术演奏。

现代钢琴艺术的发生的演变，也是立足于西方文化而建立的

钢琴音乐体系。在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逐渐陷入发展瓶颈，

亟需新鲜血液的融入[4]。民族音乐元素成为现代钢琴艺术演奏全

新灵感来源，而这也表征现代音乐发展应秉承的思想理路：音乐

是世界共享的，创作应当是源于民族。在钢琴艺术演奏中合理应

用民族音乐元素，必将成为钢琴艺术突破发展的重要提推力量。

2  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应用民族音乐元素探讨

2.1民族音乐旋律

音乐作品的核心情感及思想主旨主要通过旋律进行表达。钢

琴艺术演奏流入中国已经百余年情景，中国钢琴演奏人员、创作

人员均持续将民族旋律应用于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例如经典钢琴

演奏作品《乌苏里船歌》，即是改编于中国中国东北地区的音乐作

品[5]。该部音乐作品合理运用原型作品的旋律曲调，表达中国

赫哲族人民勇于对抗磨难、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意蕴。在曲谱演

奏时，使用平行八度指法消除钢琴和声对于民族旋律的冲击，充

分保留原曲的旋律特色，融合钢琴演奏的音色继而体现出谱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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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最后的演奏部分，曲调旋律逐渐归于平缓，也保留了原

曲的和弦部分。将民族音乐旋律与现代钢琴演奏艺术充分结合，

既可表现出作品高潮时期的宏伟气势，也可利用钢琴的演奏形式

将细腻情感充分发挥。事实上，国内现代钢琴艺术演奏大家均

在使用民族音乐旋律，在这基础上改编加工，实现艺术创新。

此外，著名钢琴乐曲《古丽别塔》也是以塔吉克族民歌为旋律

原型所创作，充白表现出民族艺术多元化的特点。

2.2民族舞蹈素材

国内民族舞蹈基本是提炼生活场景，融合艺术元素创设动作，

代表民族战争、祭祀活动中的动作细节。民族舞蹈背景音乐或为

急促、或为舒缓，为现代钢琴艺术演奏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

例如民族古典舞蹈中的代表作品《梁祝》，代表古代人民对于爱情

的渴望以及对梁祝凄美结局的惋惜。而同名钢琴作品《梁祝》则

是基于民族舞蹈素材进行创作，利用钢琴进行乐曲表达，更加突

出梁祝爱情的凄美感觉，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基础上进行升华[6]。

在此基础上，钢琴演奏人员也对中国民族舞蹈进行充分挖掘，

创作出诸多基于民族舞蹈素材的钢琴演奏作品。这其中，包括

新疆舞蹈特色的《春舞》、广西舞蹈特色的《东兰铜鼓舞》，

这些作品均是现代民族舞蹈素材应用于钢琴艺术演奏的重要作

品，扩宽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格局。综合来看，现代钢琴艺术演

奏充分使用民族舞蹈素材作为灵感来源，提升民族舞蹈表达效果

的同时，也显著丰富了现代钢琴艺术演奏的灵感形式。

2.3民族文化资源

钢琴艺术演奏传入国内已有100余年历史，见证民族改革开

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历程。也因此，现代钢琴艺术演

奏中充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气息，先后创作出反映民族发展文

化的众多现代钢琴演奏作品。这其中，包括反映中华民族在我党

带领下步入美好生活的作品《北京太阳的光辉》，也包括改革开放

以后民众愈加幸福的作品《翻身的日子》[7]。此些钢琴曲目在一

定程度上宣扬了民族发展文化，将民族生活充分体现在钢琴艺术

作品演奏当中，具备明显时代特征。此外，部分钢琴艺术演奏人

员也会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钢琴

艺术创作演奏，通过钢琴演奏充分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

将少数民族文化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综合来看，现代钢琴艺术

演奏当中，民族文化资源的应用也颇为广泛，充分丰富了演奏作

品的文化内涵。

2.4民族音乐调式

与西方大小调式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民族音乐以“五声

性”作为核心调式，部分作品偶尔使用六声调亦或七声调。如

此看来，除在音级数量存在明显差异外部，作品的听觉效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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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较大差异。例如中国现代钢琴作曲家罗忠镕的代表作品

《钢琴曲三首》，即是在采用西方现代钢琴作曲技法的前提下，合

理应用中国民族音乐五声调式。有机结合民族五声调与西方复式

调的条件下，中西音乐文化实现更加深度的融合，开创中国调式、

西方形式耦合发展的全新纪元。在这之后，国内诸多钢琴音乐作

家利用民族音乐调式进行钢琴艺术演奏创作，涌现出一大批以民

族音乐调式为主的钢琴艺术演奏作品。事实上，应用民族音乐调

式的现代钢琴艺术演奏而言，更加深度推动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

钢琴演奏的完美融合，形成民族异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对于现

代钢琴艺术演奏而言，应用民族音乐调式也是重要举措之一。

2.5民族乐器唱腔

事实上，随着国内现代钢琴音乐形式的深入发展，逐渐凸

显出多元化的艺术演奏形式，使现代钢琴艺术演奏获得突破性发

展。举例而言，2014 年致敬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奏会当中，谭

盾先生以民族乐器唱腔为基准，创作了《京剧青衣、钢琴与乐

队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将梅兰芳先生的唱腔与西方钢琴演

奏进行大胆融合挑战，以京剧青衣与现代钢琴的融合演奏形式对

中国文化进行了创作表达。在此次演奏过程中，青衣唱腔与钢

琴乐声的创新组合，不仅表现出民族乐器唱腔的详细优势，更

是利用西方钢琴将中国国粹对外传输，展现中国文化精彩。同

时，应用民族乐器唱腔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对现代钢琴艺术演

奏进行重新定义。愈加数量多的音乐大家开始融合不同乐器、

唱腔与钢琴演奏进行结合，在提振中华民族传统乐器、唱腔发

展的同时，也为现代钢琴演奏大放异彩提供创新路径。

3  深化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钢琴艺术演奏应用的创新路径

3.1作曲人员深入民族区域取材创作

为呈现更好的钢琴艺术演奏效果，创作更好的音乐作品。

国内钢琴作曲人员需要深入民族地区，充分考量民族音乐旋律、

民族舞蹈素材、民族文化资源、民族音乐调式、民族乐器唱

腔，汲取民族音乐元素的养分。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人员均是民

间音乐的载体，作曲家通过身处音乐文化地区，与音乐文化载

体交流，在民族音乐元素的充分浸染下获得创作灵感。另外，

作曲人员身处于灵魂放空的民族环境中，所创作品势必充满民族

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创作人员需要在创作过程或丰富过

程中充分保留民族特性，体现出民族音乐元素的特色。如若摒

弃民族特色，极有可能导致创作失败。加之现阶段民族音乐元

素应用于钢琴艺术演奏还需进行深度探讨，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此时充分推动作曲人员深入民族区域取材创作对于系统钢琴创作

也具备重要意现实意义。

3.2充分整合民族音乐元素便于取用

国家政府对于民族地区文化的重视时间已长，当中民族音乐

的保护更是被视为重点保护项目。事实上，也有众多文化机构

开始着手建立民族音乐曲库。但对于整体钢琴艺术演奏而言，

不仅需要建立濒危的乐曲库，也需通过多种形式对其他音乐元素

加以储存，便于创作取用。因此，一方面需要以视频、音频

的形式进行抢救性保存，继而加工成为乐曲库内资源；另一方

面，也需以文字、视频形式对其他民族音乐元素加以整理加

工，为中国钢琴艺术演奏乃至世界钢琴艺术演奏提供更多素材。

而此些音乐元素在加工和整理以后，成为世界钢琴音乐史上宝贵

财富。

3.3培养民族音乐作品文化内涵人员

事实上，民族音乐元素应用于钢琴艺术演奏当中已经初具雏

形，实现深度应用及广泛传播是当前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钢琴艺

术演奏中应用的重要途径。因此，也需要适当培养民族音乐作

品文化内涵人员，也即掌握西方现现代钢琴艺术的同时，对于

民族音乐元素则有叫声的理解。另外，需要深度掌握音乐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对于民族文化也需要具有相对深刻的理解。在

此方面，学校应当充分担当培养人才的重任，聘用钢琴演奏人

员、民族曲艺表演人员进行教学。此外，学生自身也当充分认

知文化内涵对于钢琴乐曲的发展，为更好传承音乐艺术夯实文化

内涵基础。

3.4传承民族音乐钢琴艺术作品

对于深化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的应用而言，

可通过传承民族音乐钢琴艺术作品实现传承创新。一方面，可

通过郎朗一众中青年钢琴艺术家在钢琴独奏音乐会中弹奏相关作

品，扩大民族音乐元素与音乐钢琴艺术作品融合的知名度。另

一方面，可通过作曲创作创建适合年轻人的钢琴演奏作品吸引目

光，让更多年轻艺术作家加入钢琴作品演奏中去。此外，也可

通过抖音、快手等现代宣传手段，充分宣传融入民族音乐元素

的优秀钢琴作品。

4  结语

民族音乐元素作为国内艺术学界乃至世界艺术学界的瑰宝，

与钢琴演奏的合理融合成为现代钢琴艺术发展的核心路径。事实

上，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类型多元，内里情感表达也相当丰富，

与钢琴演奏的艺术表现、情感渲染深度结合，可形成具备独特

艺术色彩的中国现代钢琴艺术形式。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对

现代钢琴艺术演奏中应用民族音乐元素进行探讨，发现民族音乐

旋律、民族舞蹈素材、民族文化资源、民族音乐调式、民族

乐器唱腔，均有助于钢琴艺术演奏实现创新性发展。是以，笔

者针对于此提出作曲人员深入民族区域取材创作、充分整合民族

音乐元素便于取用、培养民族音乐作品文化内涵人员、传承民

族音乐钢琴艺术作品几点建议，期望能够助推中国现代钢琴艺术

演奏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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