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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母”周广仁
杨梦妮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周广仁是我国著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对我国的钢琴普及以及钢琴教育领域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

周广仁先生的生平、经典作品、奉献精神三个方面入手，向为我国钢琴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周广仁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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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琴教母”周广仁

周广仁，1928 年 12 月 17 日生于德国汉诺威。她的父

亲是留德的机械工程博士，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西洋文化的潜

移默化，让她从小就对“乐器之王”钢琴如痴如醉，10 岁

开始就学习钢琴。但是在父亲看来，要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

年代活下来，钢琴并不能够作为周广仁谋生的手段，而是想

让女儿凭借其因此出色的语言天赋和能力成为一个外交官，

因此父亲在周广仁先生 16 岁时切断了她学习钢琴的经济支

出，不再为她支付学习钢琴的费用。周广仁先生当即决定利

用周末时间为那些比她年龄更小的补课，以此来赚取自己和

国外老师学习钢琴的昂贵的学费，这便成为了周广仁先生的

钢琴教育的开端。

周广仁先生 18 岁时首次登台演出，那个时候她刚进入

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学校不久，正值建校六周年的音乐晚会庆

典，她作为班级代表演奏了莫扎特的《A 大调钢琴协奏曲》。

19 岁就与当时“远东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同台

演出了肖邦的《第一协奏曲》和莫扎特的《d 小调钢琴协奏

曲》，一时间在上海钢琴界名声大噪。1951 年，周广仁先生

作为中国音乐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捷克举行的“布

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她首次将贺绿

汀的《晚会》和马思聪的《鼓舞》这两首脍炙人口的中国作

品呈现于国际音乐节上，在国际钢琴领域引起轰动。同年，

周广仁先生前往德国参加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钢琴

比赛，并获得三等奖，使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比赛中

获奖的钢琴家。周广仁的出现，对于中国钢琴史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2 周广仁先生创作改编的作品

1968 年，在文革期间，周广仁的丈夫因迫害而自杀身亡，

她悲痛欲绝，家庭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尽管如此，

她也不曾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音乐教育者的使命。但在当时，

所有国外的音乐作品一律不能学习和使用，国家要求高校重

新编写学习教材，并加入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革命题材和体

现中国风味的民族化题材。为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为了教

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周广仁先生开始自己作曲，并同李其芳

等人率领当时的年轻教师们共同编撰了《钢琴初级教材》，

这是中国钢琴教育领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编自选的钢琴教

材。周广仁先生一生兢兢业业，自己创编的作品量虽少，但

每一部都堪称佳作，犹如天籁，如《小红军》、《陕北民歌主

题变奏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

其中，《小红军》是周广仁先生创作改编于 1958 年的一

首儿童钢琴曲，旋律来自民间歌曲，采用了变奏手法，整首

乐曲节奏欢快活泼，生动刻画了小红军不畏艰险、英勇战斗

的形象，获得广大师生和听众的喜爱。既然要说周广仁先生

的代表作品，那下面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怎能不提呢？

2.1 经典作品《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是周广仁先生最经典一部作品，

也是一首钢琴学习者经常弹奏的优秀的中国风钢琴作品。

2.1.1 创作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周广仁先生以陕北地区绥德县的民歌

《三十里铺》为原型，创作了这首极具艺术审美价值的钢琴

独奏《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提到陕北民歌，大家一定会

想到“信天游”。“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极具特色的体裁，

经久不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艺术手法多采用比兴的手法。

《三十里铺》就是陕北“信天游”中的代表作，它是一首淳朴、

真挚的情歌，来源于陕北绥德县三十里铺村一个真实的爱情

故事，故事中女主人公“四妹子”凤英与“三哥哥”郝增喜

在那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由恋爱，

当二人正在热恋中时，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国，“三哥哥”放

弃了两人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中，上

前线奋力抗争、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回来时“四妹子”已

为人妻。于是，这个在战乱时期无奈与错过的爱情故事为这

首情歌增添了一丝深沉和伤感。

2.1.2 乐曲结构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是一首钢琴变奏曲，按标题可

将全曲分为三个情感内容段落，划为三大部分，分别为“苦

难的岁月”、“斗争”、“解放区的天”：

（1）主题、变奏一和变奏二构成第一部分“苦难的岁月”，

该段旋律缓慢沉重，情感基调凝重，描绘了一幅旧社会的陕

北人民陷于苦难的场景。

（2）变奏三、变奏四、变奏五构成第二部分“斗争”，

此段速度加快，情绪激昂，渲染了陕北人民激烈的斗争场景，

表现了苦难中的陕北人民披荆斩棘、充满对幸福生活的美好

憧憬。

（3）变奏六、变奏七和变奏八构成了全曲的最后一个部

分“解放区的天”，该段高亢悠扬，节奏欢快，仿佛看到解

放区万里晴空，陕北人民取得胜利后高歌猛进、载歌载舞的

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

2.1.3 乐曲风格特点

《三十里铺》原来是一首长篇叙事歌曲，歌词长达三十

余段，但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只唱其中几段，这也是《陕北民

歌主题变奏曲》采用的主要旋律片段。第一部分的三段旋律、

音调、和声、节奏都大致相同，并且保留了原有的民歌的旋

律线，变奏二左手的低音与右手的高音音程形成对比，仿佛

是陕北人民站起来反抗的前兆。第二部分中的变奏三、四旋

律方法上基本相同，只是较变奏三而言变奏四更加凸显出斗

争的激烈，而变奏五作为 C 徵调式，节奏又为 2/4 拍子，比

起之前的 3/8 拍显得更加沉稳，表现出中国人民在战斗中镇

定自若、充满信心的坚定信念，尾处的音阶作为连接部分，

使情绪自然过渡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表现了人民对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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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与希望，变奏六音域宽广，音色高亢嘹亮；变奏七周广

仁先生运用中国竹笛的加花变奏手法创作，采用复调旋律，

写出了全曲最热烈欢快的一段；变奏八是全曲情绪的推进，

用连续的八度音程表现出人民迎来光明时的昂首阔步的场

面。这每一次高潮迭起的变奏都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息息

相关，与饱经沧桑的陕北劳苦人民息息相关。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着重强调了《三十里铺》歌曲

本身的旋律、节奏，但又不局限于原有的文学内容中，而

是采用多种变奏手法将作者的构思呈现出来，安排了一个苦

难——斗争——胜利的发展过程，赋予作品新的内涵，描绘

了人民追求胜利的斗争历程，传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主

题思想，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之中站起来反抗，争取幸福光明

的缩影和形象写照，极大提高了歌曲作品原有的艺术审美价

值与艺术感染力。

笔者认为，全曲音乐风格与陕北地区“信天游”有许多

共同之处，曲调悠扬、开阔舒展，抒情性、叙事性强，整首

乐曲情绪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周广仁先生多样化的变奏手

法处理使《三十里铺》原有的情感得到升华，内容上得到突

破，变成了一部颇具规模的钢琴曲。

3 周广仁先生的奉献精神

周广仁先生之所以被人们尊敬是因为她有着乐观豁达、

无私奉献、爱国敬业的精神，这些特质决定着她在中国钢琴

史上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她爱钢琴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痴迷于钢琴的她，尽管

经历过断指、耳聋等重重苦难，但最终都以乐观豁达的精

神和自己对钢琴的热爱坚持下来了。她的一生与她的布琉特

纳钢琴紧密联系，这台三角钢琴也成就了她以及她的孩子和

众多学生。周先生曾说“一位钢琴家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条

件。个人素质、教育环境、乐器、缺一不可。没有一件高档

的乐器，很难想象能培养出高水平的钢琴家。因此可以，没

有布琉特那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希尔德布兰德夫人感激一

辈子。”如此可见，周先生对钢琴极度热爱。

她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著名钢琴家但昭义起

步晚，条件也不算好，当时很多老师都觉得他没前途，不愿

意教他钢琴，只有周广仁先生收下了他。那时生活困难，周

先生经常利用自己周末闲暇时间给但昭义上课，有时候一上

就是一整天，不仅不收他学琴的任何费用，留他在家里吃住

也是常有的事。不仅是但昭义，周广仁先生的家里经常有各

个学生进出，吃在家里，睡在家里，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

以至于有时候她的孩子还被误认为是客人。周广仁先生的儿

子陈达曾回忆说“小时候妈妈眼里只有学生，爸爸妹妹和自

己都不是重要的人。”但周先生说自己的工作忙得一塌糊涂，

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希望将来有一天她的孩子会理解她。最

终陈达理解了母亲，自己也成为了一位教师。周广仁学生对

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管学生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是自己

的还是别人的，是成年人还是儿童，她都同等看待和关心。

周广仁也从来不“挑学生”，她曾说过“别人不教问题学生，

我就教。我就像一个医生，一抓一个准。很多孩子不是笨，

是可怜，因为没人教。”可能正因如此，在但昭义被其他老

师嫌弃求师无门时，周广仁先生张开了怀抱接纳他、鼓励他。

周广仁先生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及她对学生的慈爱关怀，让

她的几代学生回忆起这位恩师时都无不感动于她的慈爱之心

和奉献精神，甚至很多学生都说，正是周广仁先生的这些美

好品质一直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教育教

学，他们都一直以此自勉。

她爱祖国，并将之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47 年，

是周广仁先生在上海钢琴舞台求师无门的时候，一位法国文

化员许诺可以帮助她前往法国深造，周广仁也对法国之行充

满了憧憬。但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她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若此时离开祖国离开上海国立音专，对于国家无

疑是一个巨大损失。当时任教于华东分校的贺绿汀找到周广

仁，并留下了她。贺绿汀对她说，“上海需要你，国家需要

你！你想出国吗？别着急，国家会培养你的。”谁想，周广

仁先生这一留，便留了一辈子！ 1983 年，周广仁先生在北

京大学作报告，身体力行，用自身的实践对学生进行爱国教

育，当她的外国友人和在国外定居的亲人挽留她时，她坚定

地回答道“我的事业在中国”。周广仁先生 80 寿辰时曾说过

“工作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我要为中国的钢琴事业做一点

事情 , 我觉得一个人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一定要将自己的

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有了国家，才会有我。我的一

生就是本着这个原则走过来的。”周广仁先生 1928 年生于德

国，2022 年逝世于北京。虽然青年时期在上海上的是德国

学校，但在她的兄弟姊妹中，她是唯一一个留在中国并为中

国的音乐文化教育、演奏事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且将自

己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钢琴教育事业。

她热爱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创办少年儿童钢琴学校的钢

琴家，为中国钢琴界选拔了许多人才，也为中国钢琴教育的

普及做出了极大贡献。她还参与创办了具有高水平、国际性

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并担任评委主席，使得这一赛事

成为中国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性比赛之一。在对中国钢琴教

师师资力量培训方面，以及我国对钢琴教育的普及，周广仁

先生也是倾尽心血、不遗余力，一直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

奔波。1996 年、1997 年、2004 年至今，周广仁先生前后几

十次亲自赴各地进行讲学，一直奔赴在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最

前线。直到 2022 年 3 月 7 日，周广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相信她的精神永远陪伴并激励着我们。

纵观周广仁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

生。她被称为“钢琴教母”不仅仅是因为她对钢琴的热爱，

更是因为她对学生的无私奉献。她身上诸多的美好品质值得

我们学习，这些精神无礼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深

深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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