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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是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
曲家之一，在西方音乐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1]。作为新民族主义
作曲家，巴托克将毕生的精力用在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
研究中，并将民族民间音乐与钢琴创作有机地整合了起来，推动了
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复兴，也丰富了钢琴音乐的审美表现力。

1　巴托克钢琴创作简介
巴托克，全名名巴托克·贝拉·维克托·亚诺什（B é

la Viktor J á nos Bart ó k），1881 年出生于匈牙利知识分
子家庭。巴托克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母亲则是一名钢琴
教师，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得巴托克从小便对音乐表现出极大的热
忱。少年时的巴托克跟随匈牙利作曲家费伦茨·埃凯尔之子学
习作曲，年仅10岁时，便能登台演出，便视作音乐神童。1899
年，18岁的巴托克进入匈牙利最高音乐学府---布达佩斯皇家学
院学习钢琴与作曲，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布达佩斯钢琴学校学
习与执教期间，巴托克结识了作曲家、民间音乐家佐尔坦·科达
伊，并在柯达伊的影响下，对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
始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巴托克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成果和
钢琴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音乐
钢琴家，创造了许多具有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钢琴作品。
巴托克钢琴作品随处可见匈牙利及东欧其他国家民族民间音乐元
素，无论是早期的《十五首农民歌曲》、《三首匈牙利民间舞蹈》，
中期的、《粗野的快板》、《六首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或是
晚期的《小宇宙》等[ 2 ]，均是如此。可见，民族民间音乐的
运用贯穿于巴托克钢琴创作的全过程，
是解读巴托克钢琴作品的重要线索。

2　巴托克钢琴创作中民族民间音
乐的运用表现

2.1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
巴托克钢琴创作高度重视民族民间

音乐素材的运用，一方面，巴托克希望
以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来丰富钢琴的表现
力，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钢琴创作将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下
去。匈牙利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这为巴托克运用民
族民间音乐素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3]。以舞曲《罗马尼亚》为
例，本曲运用了大量的罗马尼亚民族民间音乐，如取材于特兰
斯瓦尼亚民歌的《木桩舞》，又如取材于特兰达尔民族舞曲的

《饰带舞》。特别是《饰带舞》，将特兰斯瓦尼亚民歌欢快的
曲调融入到钢琴作品中，使得钢琴作品动感十足，洋溢着轻松
愉快的氛围。巴托克早期的钢琴作品多直接引用民族民间音乐素
材，而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巴托克开始对民族民间音乐
进行归纳和提炼，将其中的精华部分融入到钢琴创作中，使钢
琴作品既有强烈的民族民间色彩，也不失现代乐曲的气息，最
为典型的便是《八首匈牙利民歌主题即兴曲》，该曲中的一首
作品采用对位法，从民歌音乐旋律中衍生出对位化旋律，再以
对位化旋律在原先旋律周围环绕，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效果，提
高了作品的整体表现力。巴托克对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巧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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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得许多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在钢琴艺术中绽放出了新的魅
力，实现了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与升华的目标。

2.2民族民间音乐调式的运用
巴托克的钢琴创作非常注重民族民间音乐调式的运用，

这使得巴托克的钢琴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民间风情。欧洲传
统的调式体系为大小调体系，难以涵盖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调
式色彩。特别是匈牙利民歌中，中古调式以及古老的匈牙利
大小调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使得巴托克在钢琴创
作中不得不考虑调性问题。在吸收、运用民族民间音乐调式
的基础上，巴托克创造了调式半音体系，该体系是巴托克“创
作中多种民族调式结合后而出现的半音而产生的”，与当时欧
洲主流的大调音程构成的新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托克
对民族民间音乐调式的运用，不仅为钢琴创作带来了新的风
采，也保留了民族民间音乐的调式色彩，更为可贵的是，巴
托克充分遵循了民族民间音乐始终有调式中心的这一特性，
最大限度地强化了钢琴作品的民族性。以《小宇宙》第79首

《献给大巴赫》为例，该曲全域较窄，仅有一个纯五度的跨度，
但8个半音在纯五度之内均出现了。全曲以中心音E为核心，
自始至终，调性没有发生变化，仅有大小调在变幻，乐曲中
有许多民族调式特性音程，比较典型的便是第10小节左手出
现的弗里几亚调式中的小二度特性音程。可见，巴托克的调
式伴音体系是一种个人风格极强的半音体系，具有浓郁的民
族民间音乐色彩[ 4 ]。

2.3民族民间音乐和声的运用
巴托克钢琴创作中的和声技法同样受到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深

刻影响，换言之，民族民间音乐的五声音阶，不但使得巴托克
的钢琴作品有丰富的民族旋律，也强化了巴托克钢琴作品和声技
法的民族性。以四度叠置的和弦结构为例，该和弦结构是巴托
克从民族民间音乐旋律中提炼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和弦结构，极
为符合民族民间音乐旋律的特征。巴托克充分利用了匈牙利民歌
中经常出现的旋律的四度下行现象，不仅将其用作旋律创作的基
本准则，更从钢琴创作的特点出发，对旋律的四度下行进行创
新，如《十四首钢琴小曲》第十一首便是巴托克在纵向和声上
尝试四度音程的代表性案例[5]。二度叠置的和弦结构也是巴托克
常采用的和弦技法，该技法源自一种音调紧张加剧的民族民间音
乐调式，和传统的和弦用法有很大的差别，极大地重塑了传统
和弦的结构。尽管大小二度音程均属于不协和音程，但小二度

谱例一：    《献给大巴赫》9-1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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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更加不协和，尤其是在音响呈现，有着更强的尖锐性。从
音乐表现来看，大二度叠置的和声结构有着更浓郁的民族民间色
彩，因为在民族民间音乐旋律中，大二度在民族民间五声调式
中构成了特殊的调内音程。巴托克钢琴创作中的二度叠置常以平
行的音串出现，以营造一种紧张激烈的氛围，如其早期作品

《熊舞》，便采用了这一技法。

谱例二：     《十四首钢琴小曲》第十一首

2.4民族民间音乐节奏的运用
民族民间音乐节奏的广泛运用是巴托克钢琴作品具有强烈区

域风格的重要因素。巴托克对民族民间音乐节奏有着深刻的认
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中，
巴托克发现，东欧民族民间音乐节奏多从强拍开始，和西欧以
及阿拉伯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节奏从弱拍开始有着很大的不同。对
此，巴托克将东欧民族民间音乐节奏归纳为自由节奏、刻板节
奏以及附点节奏三种形态，并在钢琴创作中进行了巧妙的运用，
比如《六首罗马尼亚民间舞曲》便采用了刻板节奏[6]。巴托克
在民族民间音乐节奏的运用中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从钢琴创作
的特点以及审美表现的需求出发，对民族民间音乐节奏的内涵做
了极大地拓展，比如，节拍重音的转移。传统节拍重，每小
节均有着相对固定的强弱规律，仅有极个别的片段，存在改变
强弱规律的现象。二十世纪，现代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颠
覆了传统节奏的观念，作曲家多以临时的重音记号或者弱音记号
来改变节拍自身的强弱规律，极大地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巴
托克的钢琴创作既注重民族民间音乐节奏的运用，也从现代音乐
发展的角度出发，改变节拍本身的强弱规律，以《小宇宙》第
127首为例，该曲以重音打乱了原本应该出现在第一拍的强拍和
第三拍的次强拍，使强拍转移到了第二拍和第四拍。

3　巴托克钢琴创作中民族民间音乐运用的成因
3.1个人层面的因素
巴托克民族音乐学家的身份是他在钢琴创作中运用民族民间

音乐的首要因素。作为民族音乐学家，巴托克具有采风的习惯，经
常深入匈牙利各地乃至其他东欧国家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风，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8]。在巴托克看来，匈牙利民族民间音
乐包括两类，一类是流行于城市的民间音乐，另一类是流行于乡
村的民间音乐，巴托克也将之成为农民音乐。尽管二者均属于民
间音乐的范畴，但巴托克认为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巴托克将
流行于城市的民间音乐视作短暂风行的曲调，不认为它们有多么

重要的价值，也不认为它们能够成为重振匈牙利音乐的资源。相
反，巴托克对流行于乡村的农民音乐有着极高的热忱，将它们视
作匈牙利音乐文化的宝藏，并力图搜集、整理、发掘、应用这些
音乐资源。终其一生，巴托克共收集整理了9000余首民歌，几乎
涵盖了东欧国家所有的民歌。这在信息技术诞生前的时代，无疑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巴托克凭着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无限热爱，
将民族民间音乐做了充分的整理与研究。而深入、细致的整理、研
究工作，也使得巴托克有着非常扎实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这为
巴托克将民族民间音乐应用到钢琴创作中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3.2时代层面的因素
除了个人层面的因素外，时代因素同样是巴托克钢琴创作中

运用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匈牙利并没有
完整的主权。土耳其对匈牙利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入侵和占领，
使得匈牙利民族文化丧失了应有的发展空间。为了实现民族独
立，匈牙利人民组织了多次反抗斗争，并成功了击退了土耳
其，然而，独立不仅的匈牙利又重新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略
与剥削。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极大地制约了匈牙利的发展，也严重
地戕害了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仅能在农民
口中代代相传。十八、十九世纪，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的处境并
没有得到很大地改善，德国、奥地利的浪漫主义音乐在匈牙利有
着很大的影响，而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则乏人问津。作为民族音
乐学家，巴托克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

“就我来说，在我整个一生中，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处于
何种情况下，我都但求能为一个目标服务：为匈牙利民族和匈牙
利祖国的利益服务[8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巴托克力图
以民族民间音乐来重振民族文化。巴托克生活的时期，正是两
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的时期，这对巴托克的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
影响，他力图打破德意志音乐的束缚，突破任何形式的条条框
框，这使得巴托克成为新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

4　结语
作为匈牙利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巴托克的钢琴创作受

到了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刻影响，他从音乐素材、音乐调
式、音乐和声、音乐节奏以及音乐风格五个方面，将民族民间
音乐融入到钢琴创作中，既提升了钢琴音乐的表现力，也推动

谱例三：    《小宇宙》第 127 首

了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
发 展 。

参考文献：
[1]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张浩.民族民间音乐在巴托

克钢琴创作中的运用分析[J].戏剧
之家,2018(17).

[3]李怡雯.巴托克钢琴作品的
民族化风格解读[J ] .当代音乐,
2017(20).

[4]张健.匈牙利民族文化之魂
——巴托克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探

析与演绎[D].湖南师范大学,2012.
[5]孙明明.由《14首钢琴小曲》看巴托克“三位一体”的双

调性思维[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0(03).
[6]冯莉.试析六首巴托克《罗马尼亚民间舞曲》(上)[J].钢琴

艺术,2011(07).
[7]肖佳音.理性与创造从《八首匈牙利民歌主题即兴曲》看

巴托克的音乐创作思维[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01).
[8]廖乃雄.巴托克论文书信选[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50.


	教育22-3正文_124.pdf
	教育22-3正文_12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