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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壮族特性在钢琴作品中的表现探析 
高霞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桂林  541199） 

摘要：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同时，其艺术作品也逐渐出现了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特征。在钢琴音乐作

品中融入广西壮族特性，使其具有广西壮族特性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音乐作品不仅仅能够较好地宣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

也能使人们更好的感受到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魅力和价值。基于此，本文从广西壮族的自然景色、故事题材、花山古壁画、以及壮

族民间风俗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使之能更为深入的领略我国钢琴音乐作品中民族特性的艺术风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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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是最多的，主要居住在广西、

云南等地区，其特殊的山区地域环境、自然生态和传统的民间民俗

等文化因素，铸就了音乐作品中壮族特性的根基。其音乐的表现形

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借助于节奏、旋律以及和声等将民族特色和民

族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我国一些钢琴家和作曲家们也都十

分喜爱广西壮族特性，在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中也有许多含有广西

壮族特性的钢琴音乐艺术作品，这些音乐作品不仅在艺术形式方面

特别的丰富，而且还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来展示出了广西壮族人们的

审美情操和精神风气，更利于人们了解广西壮族的风俗与人情。 

一、壮族自然景色在钢琴作品中的艺术表现 

在众多的艺术作品中，在描绘自然景色表现等方面，钢琴音乐

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征。比如通过钢琴的优美而柔和的琴

音能够感受到山泉流水、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等大自然秀美、壮丽

的美景，尤其是在一些具有广西壮族特性的钢琴音乐作品。在音乐

作品的旋律、节奏、和声等音乐要素和音响效果中，我们不仅仅可

以感受到山清水秀的场景，也能让欣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例

如我国作曲家金响先生的组曲《刘三姐》中的《序曲》中的引子，

便是利用了宛如行云流水般的上下行长琶音的演奏，从而形成了优

美清新的山水风光的意境[1]。这也是因为在此处作曲家采用的音调

是五声音阶，同时又加强了商音以及徵音，所以它的音调和风格与

一些广西壮族的民歌比较相似。又如根据广西武鸣壮族民歌《一心

跟党走》谱写的钢琴曲便是以徵和商为主要音调。钢琴作品在此处

既要将广西壮族民歌的特色以及音色体现出来，又要让听者在聆

听、欣赏的过程中能够想象到那些美丽的绿水青山。本作品不仅是

壮族民间传统音乐对于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环境的一种艺术体现，巧

妙和鲜明地突出了壮族的民族特色，也将钢琴艺术的创作手法和技

巧融入了其中。另外，在钢琴作品的序曲部分的前两句主题音乐之

后，紧接着便是两个声部的五声音阶的琶音音型，这样的艺术创作

手法更进一步体现了音乐作品在前面部分中所表现出的广西壮乡

的田园山水风光以及江河之美。由于在此处运用的是五声音阶，因

此也能有效地体现出壮族的传统音乐艺术之美[2]。 

除此之外，我们还以描绘壮乡景色的艺术表现背景的《棹游漓

江春》钢琴作品为例。这首钢琴音乐作品是以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

广西桂林漓江的春天美景为其艺术创作背景的，在钢琴作品中采用

了许多颤音式的音乐旋律以及大量的琶音音型来展现阳光明媚、柳

绿花红的桂林漓江的春之美景。《棹游漓江春》在这里所运用的方

式也是由广西壮乡音乐风格的五声调式的音调所创作而成的，它借

助于舒展缓慢的音乐旋律，衬托出了漂亮迷人的桂林山水，尤其是

它的低音部分就像宛如山水之间的缭绕云雾，而音乐中的高音颤音

式旋律让人有种能观看到山中鸟儿自由飞翔的场景。这种音乐创作

手法也是十分典型的，它是借助西洋钢琴艺术来描绘大自然景色的

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这里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音乐作品旋律中出

现的表现音乐强弱变化的力度记号会发生鲜明的变化，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音乐作品在此处需要充分模拟与表现出漓江山水之间两岸

空灵、悠然的回声。人所共知，桂林山水属于喀斯特地貌，漓江两

边基本上都是喀斯特山形，人们往往在大声叫喊时会发出声声回

响。因此，在弹奏作品此部分时，演奏者需要特别注重旋律强弱力

度的艺术处理，通过鲜明的音乐力度变化充分的将广西壮族地理环

境的特征呈现出来[3]。 

二、壮族故事题材在钢琴作品上的表现 

广西壮族的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故事向众人们讲诉了刘三姐

聪慧机敏、能歌善舞的性格，塑造了歌如泉涌的“歌仙”之誉的人

物形象，同时也将壮族人民爱唱山歌的习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

国的一些钢琴音乐作品中也会在《刘三姐》的故事中取材，比如金

响先生的钢琴组曲《刘三姐》就是在保留故事情节的框架上，结合

钢琴的发声特点将广西彩调歌舞剧《刘三姐》改编，将生动形象的

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事比较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出来，将广西彩调

音乐元素与钢琴乐器之间迸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 

钢琴组曲《刘三姐》是由《序曲》《舞曲》《情歌》《媒婆》《对

歌》《抗禁》以及《颂歌》七个乐章所构成。该作品不仅音乐形象

十分鲜明、生动，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矛盾冲突点，能够生动地将广

西歌仙刘三姐能歌善舞、才智过人的美好品格的人物形象完美的诠

释出来。例如组曲中的第一首《序曲》，整曲音乐的节奏自由，音

乐的元素来自彩调歌舞剧第一场刘三姐唱山歌的音乐主题旋律。乐

曲的前半部分旋律十分的清新，重点的体现出了刘三姐优美嘹亮的

歌声。音乐旋律的后半部分属于和弦式的旋律，使得音乐的整体结

构比较充实丰满，将刘三姐坚强和勇敢的性格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组曲中的第二首《舞曲》音乐主题旋律来源于采茶调，整体的音乐

情绪与节奏是比较欢乐活泼的，展现了壮乡青年男女在上山采茶中

以歌舞会友的快乐情景，充分地将刘三姐与壮族青年们能歌善舞的

特征表现了出来。而第三首《情歌》的音乐主题来自“拒婚”，速

度自由绵长，属于优美和雅致的，其主要是向人们展示了刘三姐和

壮族青年阿牛哥的爱恋之心，以及阿牛哥智救刘三姐的情景。第四

首《媒婆》运用了行板的速度弹奏，音乐旋律中出现了大量的装饰

音前倚音来突现人物的形象，用比较诙谐与幽默的表现方式将油嘴

滑舌、势利尖酸媒婆的丑恶形象表现了出来。第五首《对歌》音乐

节奏比较平稳，旋律外形为大山型，采用的是对唱的演唱形式，将

刘三姐和三位秀才的对歌场景展现出来，通过音乐的色彩鲜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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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将秀才的笨拙和傲慢与刘三姐的英姿飒爽、干净利落的形象形

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具有一定的戏剧特征。因此，在表现三位秀

才形象的音乐旋律中，作曲家巧妙与大胆的运用了切分音与特殊音

相组合的方式，将语无伦次、慌神以及傲慢的情绪表现出来，而对

于刘三姐的音乐表现部分，旋律则比较欢快和流畅，主要是想表现

出刘三姐的胸有成竹以及过人的智慧。通过不同的音乐特征将其相

比，起到了反衬作用，也能让听众具有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第六首

《抗禁》是整部组曲音乐作品的高潮部分，展现出壮乡人民对剥削

阶级压迫的愤怒和反抗精神。作品将人物之间的矛盾发展推至顶

峰，体现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并从正面角度突现出了歌仙刘三姐的

聪慧、勇敢的人物形象与恶霸、地主做斗争的决意。组曲的最后一

首音乐作品便是终曲《颂歌》，作为整部音乐作品的结尾，再现了

组曲的第一首《序曲》的音乐旋律，使其能够首尾呼应、交相辉映，

但唯一不同的是《颂歌》运用了和旋式旋律，使其变得更加庄重，

赞颂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同时也将壮乡人民对于刘三姐的敬戴和拥

护之心表现了出来。最后，终曲《颂歌》在刘三姐的对歌取得胜利

之中落幕。钢琴组曲《刘三姐》是根据钢琴的演奏特点将同名广西

歌舞剧《刘三姐》的音乐素材进行创编，以崭新的形式表现于世人，

此举开拓了新的表现形式，使中国戏剧艺术“钢琴化”、钢琴艺术

“民族化”。 

值得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我国作曲家们采用广西刘三姐这个民

间传说故事来作为整个创作题材的钢琴音乐作品是很丰富多彩的。

比如蔡世贤先生的《刘三姐主题幻想曲》、陈宗铭先生的《歌剧刘

三姐选曲》和《刘三姐插曲》等等。虽然这些钢琴音乐作品短小、

精悍，但在表现形式方面都十分的鲜明和丰富，均具有一定的广西

壮族的特征。 

三、花山古壁画在钢琴作品上的表现 

花山古壁画在我国广西壮族宁明县明江之畔，该壁画不仅规模

十分雄大，其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也是多姿多彩的，可以美誉为广西

壮族人民的古代精神文化的艺术结晶。在这崖壁上描绘出了许许多

多个朱红色的物兽、乐器、天神以及壮族先民，不仅形态各异，气

势也十分威武。很多人看到这幅古壁画大概都会赞叹一句“太古神

工”。我国一些作曲家也将这幅气势跃然、天趣古拙的花山古壁画

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比如《观花山壁画有感》这便是作曲家、钢

琴教育家徐纪星先生集结高胡、云锣、碰铃、木鱼等打击乐器以及

钢琴所创作的民乐重奏曲。该音乐作品以新颖和别致的创作技法、

清新而浓郁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热情讴歌了我国少数民族千年的

古老文明，充分的将作者对花山古壁画的礼赞与深思之情地表达出

来。 

为了使该作品具有地方特色，作曲家深思熟虑的选择采用了拉

弦乐器高胡。同时，为了使音乐更加具有丰富的音响效果和时代特

征又选用了西洋乐器钢琴。在本乐曲中的钢琴演奏部分成为了整部

音乐作品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部分，作曲家完美的将新老

作曲技术精心而巧妙的融合在一起，高胡的拉奏与钢琴的弹奏形成

了一问一答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壮乡男女对歌的趣味，突现出壮族

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粹。另外，在旋律与和声这部分上，作者采取了

调外音，但由于壮族民间音乐中需要强调其五声特色，所以在旋律

方面的变化显得更加多姿多彩，同时也将作曲家对于花山古壁画的

喜爱之情体现出来。由于音乐旋律中调外音的加入，使整个声音都

具有了一种神秘灵动的感觉，这与广西铜鼓乐声十分的相似，同时

这部作品的音乐旋律也将壮族特性体现了出来。最后在整个钢琴演

奏的部分中，作曲家采用了大量的非三度叠置以及音块式的和弦，

突出了花山古壁画中的击鼓乐，让人们产生了身临其境之感，令听

者们沉浸在这充满广西壮族特性的音乐中。 

四、壮族民间风俗在钢琴作品中的表现 

1.壮族节日庆典在钢琴作品中的表现 

在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广西壮族人民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

生活习俗，具有了有许多与宗教、祭祀、庆典有关的传统民间风俗

的节日。壮族中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节日主要有“陀螺节”、“三月

三对歌节”、“蚂拐节”、“牛魂节”等。蚂拐亦称青蛙，“牛魂节”

也被称为“牛王节”“牛生日”“脱轭节”等。一些具有壮族特征的

钢琴音乐作品在无形中都能将壮族民族特色的节日庆典的热闹场

景等展现出来。例如我国当代作曲家、钢琴家陆华柏先生在西洋钢

琴民族化的探索历程中，坚持在作品的创作中把民族音乐与西洋音

乐融合其中，如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东兰铜鼓舞》。作曲家的创作

灵感源自于广西东兰独特的铜鼓文化，由铜鼓文化派生出来的铜鼓

演奏、铜鼓舞蹈等民俗文化焕发着勃勃生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

化的宝贵遗产。作品《东兰铜鼓舞》主要展示出广西壮族人民在民

族传统节日中载歌载舞等情景，同时也突现出了壮族人民的乐观的

心态，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壮族人们一般在节日庆典时便会奏响铜鼓乐，跳起铜鼓舞，以

这样的热烈方式来庆贺，表达自己对节日庆典的欢呼之情。而演奏

铜鼓乐也是广西东兰壮族人们在民族传统节日庆典中必不可缺的

重要庆祝环节。陆华柏的钢琴曲《东兰铜鼓舞》在乐曲开始的部分

时就营造出了壮族铜鼓手们敲打铜鼓的场面，接着便是在节奏、音

调、和声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比较鲜明的铜鼓舞乐的特征。乐曲的主

题旋律出现了反复变化与对比，音乐旋律的副部主题运用了固定动

机的手法进行创作，与音乐旋律的主部主题形成鲜明的交错、反差

及变化，并逐渐地加强钢琴的整体演奏效果，最后音乐在欢快、热

烈的最高点中结束了全曲的演奏[4]。 

《东兰铜鼓舞》的旋律是在将广西壮族特有的乐器铜鼓和民族

舞蹈相融合的基础上，既保留了壮族民族民间乐器的演奏特征，又

融入西洋乐器钢琴的弹奏，巧妙地将音乐的节奏、音调和民族民间

文化元素与传统调式交织而成的特有的和声，使作品饱含着朴质的

民族风格和文化的艺术魅力。乐曲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性、戏剧性和

舞蹈性，成为了使用广西民族音乐元素所创作的优秀当代钢琴作品
[4]。又如陈坚坚先生创作的《蚂拐歌》就是根据广西桂西北红水河

流域壮族聚居县流行的民族特色节日蚂拐节的民歌有感改编而来

的。乐曲是一首轻松活泼、风趣幽默、富于壮族传统节日特色的钢

琴作品。在这首钢琴作品中，不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壮族人们对美

好幸福生活的憧憬，也将赞颂蚂拐之神的场景描绘了出来，让欣赏

者能够充分感受到壮族人民期求神明的庇护和敬重之情。因此可

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巧妙的融入我国传统民间器乐和民歌，能够

展现出壮乡民族独特的风情和鲜明的民族特性，如琴乐。再如广西

南宁土生土长的作曲家陆培先生创作的《山歌与铜鼓舞》其音乐形

象以“山歌”和“铜鼓”为两条音乐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在音乐

的中段部分使用了壮族传统拨弦乐器天琴进行弹奏，旋律具有歌唱

性的特点，曲调婉转悦耳。在左手的伴奏部分呈现出天琴乐的音乐

特征，随意而自由。钢琴曲《山歌与铜鼓舞》通过广西民歌与民间

乐器的临摹，刻画出广西少数民族的音乐特性，演绎了新的少数民

族音乐篇章。 

2.壮族“歌圩”在钢琴作品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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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圩”不仅是广西壮族民间传统历史文化，也是比歌赛智的

一种群众性的歌唱活动，更是壮族文化的特色标志之一。它能深刻

地反映出壮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现今众人深入了解广西壮族人

民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与生活的一份宝藏，需要我们共同来保护和

传承。 

在一些钢琴音乐作品中能体现出广西壮族民间重要的传统风

俗活动“歌圩”为创作背景的作品，例如倪洪进先生的《壮乡组曲》

中的《歌圩》。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壮族对歌多声部的形态，壮族民

歌五声调中的四音列在音乐主题旋律中合理及巧妙的运用在其中，

将壮乡青年男女在农历“三月三”歌圩节进行对唱互相诉情衷，以

及多声部民歌对唱的音乐风格特性表现的淋漓尽致，此曲已成为呈

现壮族民间习俗音乐风格特性的成功之作。金响先生的钢琴组曲

《刘三姐》中的《对歌》也是一首成功体现“歌圩”习俗的音乐作

品，该作品内容展现的是“歌仙”刘三姐与三个迂腐酸秀才之间较

量。所采用的是对歌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以擂台赛的方式进行的，

其音乐气氛热烈，形式丰富多彩。这些体现壮族民间风俗特性的优

秀钢琴音乐作品，对壮族歌圩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作用，

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逐渐融合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在作曲还是演奏方面，众多音

乐创作者们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创作热情，将古典音乐与民

族民间音乐完美的融合，让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和音乐特性巧妙地渗

透在钢琴音乐作品中，为其注入新的艺术生命力。与此同时，在这

个不断探索与创作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钢琴作品，

这不再单纯的仅是传统民间民俗音乐的改编曲，往往在艺术风格和

艺术内涵上是具有其独特性的，绽放出耀眼的艺术之彩，体现出丰

富的精神内涵，呈现出赋予特性的民族声韵，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

力[5]。 

因此，我们需要尊重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借助钢琴音乐作品，

将音乐其鲜明的民族特性在艺术作品中以富有创新性的表现手法

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们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与喜爱我国优秀的民族

民间音乐，使民族民间音乐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从而进一步推动我

国钢琴音乐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曾钰琳.金响钢琴组曲《刘三姐》与其故事的互文阐析[C].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2]曹洋.广西壮族民歌音乐元素改编的钢琴作品的演奏与

教学研究[J].大众文艺,2020(10):199-200. 

[3]贺伟.广西壮族民歌音乐元素改编的钢琴作品演奏与教

学[J].艺海,2019(04):92-93. 

[4]李博文.钢琴曲《东兰铜鼓舞》的演奏诠释[C].哈尔滨师

范大学,2020. 

[5]江唯.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在现代钢琴作品中的传承

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9(05):136-137. 

作者简介：高霞（1978 年 11 月- ），女，汉族，陕西户

县人，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研究方向：钢琴教育研究、音乐教学法。 

 

 

 

（上接第 176 页） 

3.2 整合教学内容 

因为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思政教育课堂当中，相关内容也变得

更加多元化，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学习知识，学习知识当中的重

点难点，就需要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首先，教师在进行使用

教育工作过程当中能够深刻分析学生们的情况，并且结合学生们的

情况更好的开展相关知识的教学工作。这一工作的前提，是教师与

学生之间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通过日常的沟通。让学生阐述

自身的情况，教师就可以了解学生的情况从而进行教学。这也符合

了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教学观念。通过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

纠正学生的行为，以及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而能够让学生走向

正确的道路。 

3.3 将思政教育线上线下进行有机的融合 

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性与便捷性，都能够让思政教育工作

顺利开展，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学习相关思政知识，教师可以将

思政教育线上与线下进行有机的融合。在对学生线上进行相关知识

讲解以后，教师也可以打造一个网络的思政教学课堂，让学生在线

下也能够进行学习，并且因为互联网技术是十分便利的，学生们可

以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为了能够让学生在

线下更好的学习思政知识，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

让学生进行学习，并且告知学生线上学习任务与线下学习任务是一

样重要的，这样学生才能够重视起来。能够让思政知识更好地融入

到学生的思想当中，触及到学生的心灵，纠正思想树立良好的价值

观念。从而能够引导学生更好的成长。将线上线下进行有机的融合，

能够让思政教育变得更加立体，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并且不

管是在线上学习，还是在线下学习，教师都可以鼓励学生积极阐述

自己的观念，然后教师对学生的观念与看法进行收集，从而针对他

们的情况改善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课堂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这样

也能够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提升思政教学课堂的效率。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思政教育课堂当中，融入互联网技术是十分必要

的，它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但是现阶段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工作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即；没有发挥

出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互联网技术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影响。并且也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发挥出互联网技术的优

势、整合教学内容、将思政教育线上线下进行有机的融合。希望这

些建议能够让教师更好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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