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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形象的描述
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在内容上对传统的《百鸟朝凤》

乐曲改进和创新，它舍弃了原作中“山雀啼晓”的乐曲部分，
以春回大地作为乐曲的前奏部分。钢琴曲《百鸟朝凤》共有五
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蕴含着无穷的音乐趣味。

春回大地：该乐段的曲调主要以河南豫剧为素材，音乐旋
律充满自由，包裹着一股浓厚质朴的乡土气息。音色的强烈对
比，一开始就将听众拉入一幅热闹而又自由祥和的画卷中，展
现出了群众对美好日子的追求。

林间嬉戏：乐曲第二部分仍然沿用豫剧元素，在总体上体
现出自由、欢快的情感。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在刻画乐
曲的第二部分时，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唢呐版《百鸟朝凤》的艺
术手法，模仿布谷鸟、杜鹃、黄鹂鸟、斑鸠等的鸟叫声，使
钢琴曲《百鸟朝凤》的第二部分显得生动活泼。

莺歌燕舞：该段属于乐曲的华彩乐章，有明显的音乐情绪
起伏。采用虚实结合手法以及对传统乐器的模仿，将乐曲拉入
到一个小高潮之中，钢琴曲《百鸟朝凤》第三部分与前两部分
不同，听者能通过钢琴聆听到百鸟和鸣之声，观看百鸟起舞的
宏伟场景。

欢乐歌舞：该乐段在速度上达到了全曲的高潮，音乐情绪
也随之达到了制高点。这一部分旋律较为自由，在节奏上，这
一部分采用四度和弦节奏，以钢琴的跳音技巧来增强乐段的音响
效果，使用颤音表现蝉鸣之声，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之景。

百鸟朝凤：该乐段作为全曲的结尾，尾声旋律回归主题并层
层递进，速度与力度逐渐加快与增强，乐段结合唢呐曲《百鸟朝
凤》“凤凰展翅”和“并翅凌空”，共同为观众奉献一段“百鸟朝
凤”的盛大场面，使全曲在意犹未尽之感中完美收尾。

2　民族乐器元素的融入
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音

乐技巧的运用上，都表现出了对传统音乐的遵循，例如交替换气、
节奏自由等风格特征均被移植到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的风格特
征之中，这让融入传统民族特色的西洋钢琴乐器充满了浓浓的中国
味。王建中对传统民族乐器如笙、唢呐、花鼓、小鼓、扬琴等音色
的模仿，使得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的表演性、趣味性有所增强。

2.1唢呐
唢呐是我国极具民族代表性的民族管乐器，其音响雄壮，音

色极具穿透力与感染性，善于模仿鸟虫音效，在民间用于婚丧寿
庆等活动中，极受民众喜爱。王建中在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唢呐音
色，并对唢呐的演奏技巧如上下滑音、花舌音进行有意模仿。花
舌音是口腔内气流冲击舌尖，使舌尖快速颤动的技巧。《百鸟朝
凤》通过小二度的快速交替颤音模仿花舌音，在作品中用于蝉鸣
声的段落，旋律柔和慵懒。

2.2笙
笙起源汉代，属于我国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且演奏和声效

果显著。王建中采用笙的音色来对曲中模仿的唢呐部分进行伴奏，
唢呐旋律欢快，笙的音色柔和，二者之间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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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扬琴
扬琴与钢琴同宗，王建中为模仿扬琴的重复音及八度散打技

巧，在创作中用轮指快速弹奏重复单音与分解八度，弹奏时要求
音符均匀有力、刚柔并济，增强了《百鸟朝凤》的丰富音色。

2.4打击乐
作品中采用左右手交替动作，用以模仿民间打击乐器如花鼓、

小鼓、大锣等，《百鸟朝凤》中运用左手的琶音倚音与右手的和弦
紧凑进行，体现出音色的强烈对比和极富紧张感的气氛。

3　艺术美的表达
美的形态可以分为自然美与艺术美，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艺

术美凝聚着艺术家的审美意识。艺术美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它是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提炼，进而从生活升华出艺术美。

中国民间音乐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气”与“韵”的结
合，“气为生命之动力，韵为生命之风采。”王建中在对传统民间
音乐《百鸟朝凤》进行改编时，“气”的运用极为频繁，整个第三
段鸟鸣声节奏极为自由，小节之间仅用虚线隔开，没有节拍重音，
因而演奏者需要熟练掌握其中的结构气息，使演奏气息与音乐气
息同步，才能将蝉鸣声刻画的生动鲜活，体会到作曲家所描绘的
宽广自然的场景与情绪中。

中国传统音乐从来主张“气韵兼举”、“以气取韵”，作品中情
韵、神韵、体韵都隐含在各个枝节，不断向听者传达每一个动人
之处。正如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开篇，就有一股质朴活力的
气息铺面而来，直接将听众拉入一派自然之景，并给予充分的想
象空间。当旋律乐段开始出现时，各种鸟鸣叫声开始出现，气息
短促且迅速，旋律欢快活泼，将鸟儿的各种神韵描绘的栩栩如生，
真正达到了气中有韵、韵中有气的审美境界。因此，艺术美从不
表现在一幅原有的美丽画卷，而在于艺术家如何美丽的描绘画卷。

《百鸟朝凤》从一开始的鼓吹乐到之后的唢呐吹奏再到王建中的钢
琴改编曲，无论是哪种形式，无不体现出民族语言的色彩性，唤
醒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劳动生活的回忆。

4　结语
钢琴艺术在传入中国的百余年时间里，不断地与我国民间艺

术相互融合，到如今，钢琴艺术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音乐艺术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将东方思想文化与西方
技法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在创造风格上不仅保留了我国的传统风
格，更拓宽了中国的民族发展道路。它的成功，既是我国民族音
乐历久弥新的表现，也体现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在创作手法与艺术审美上的成功
经验，是值得新一代音乐研究者深入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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