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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钢琴曲《彩云追月》的创作风格研究 
沈宗欢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  650500） 

摘要：在王建中先生的创作生涯中，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并且多数被音乐教材所使用，其中《彩云追月》最为经典，该乐曲
是他根据管弦乐而作，为同名作品改编曲，有较为凸显的民族风格，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艺术手法都存在明显的民族特性。本文主
要通过对艺术创作家王建中的创作阶段；王建中钢琴作品综述；王建中版的钢琴曲《彩云追月》的艺术风格及演奏风格；艺术内涵
等方面详细分析钢琴曲《彩云追月》的风格特点。在探究作曲家创作风格的同时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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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建中的艺术创作阶段及作品简述 
在上世纪 50 年代，王建中创作作品《云南民歌五首》，后来文

革期间，结合时代背景，通过文革相关音乐素材来进行音乐创作及

作品改编，如《浏阳河》和《陕北民歌》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他创作的作品内容丰富，民族气息浓厚，而且创作中，不止是单纯

的把多种艺术精华叠加，而是巧妙的将各元素进行融合，把古典和

流行糅合，将东西方音乐元素进行贯通，最终自成一派的创造出王

建中版本的钢琴艺术作品。 

二、钢琴曲《彩云追月》的艺术风格 
1.《彩云追月》的创编背景 

《彩云追月》这部作品，主要是以广东的民间音调为题材，经

过聂耳先生和任光先生的创作，形成了一部经典的民族管弦乐

曲，经过随后的发展音乐家对该曲进行了改编，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常见的《彩云追月》。这部作品中既包含了“彩”色因素，诠释

了夜空的五彩斑斓。而名字中的“追”字出现出一个动起来的趋

势，生机勃勃。表达了在夜幕下彩色的云彩和亮追赶动感画面[1]。

该乐曲兼具了东西方不同的特色，将东西方元素充分融合，体现

了强烈的民族色彩，这一特点让不少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爱

好者同时喜欢上了这首钢琴曲。 

2.《彩云追月》的创作风格分析 

（1）曲式 

①呈示部。引子是 1 ～ 9 小节，最初是以弱奏 A 宫调试

上，对第 1、2 小节进行上行模进的是第 3 和第 4 小节。第 5 

小节使用的表现手法为托卡塔式，进入的时候使用的是重复的五

声音阶，左手单音，右手八度迅速结合颤音，对我国的弹拨乐器

进行模仿，节奏轻快缓急，描绘了一幅唯美的月光画面[2]。 

②展开部。展开部主要由四个平行乐段组合而成，音符都出

现在高音区而一二乐句模仿笛子清脆音色。左手用分解和弦，第

三乐句降八个度。左手突出其旋律而右手主要伴奏，使用五音阶

向上。而到了第四乐句不再是单音使用了和弦力度加强，造成一

种感情表达上升的氛围。在旋律上整个展开部延续呈现部，使其

浑然一体[3]。 

③再现部。再现情绪高涨，第 58、59 小节和 60、61 小节是

两个对比乐句，分属高低音区，以此来模拟彩云和月的律动。62 

节到结束，与引子基本相同，而最后结束的是一组琶音需要左右

手交叉弹奏不能停顿，需要弹奏均匀[4]。 

（2）和声 

主题线条与多声部织体。第一属于依附型，在各个声部的共

同结合下，其中的声部也呈现出互相纠缠的状态。其中的主声部

主导着一切，在主声部和其他各声部中存在平行音等。它们之间

并非独立的二是相互依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造成对比的原因

很多的，包括音色音区的对比以及强度的对比等。对比又存在 3 种

不同的表现，第一种方向对比，第二种是层次比较，第三种是复

调[5]。 

3.《彩云追月》的音乐风格 

（1）声韵 

声韵在音乐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日常说话都有语调，在音乐中

同样，如果说一个曲子中所有音调都一样，那么这个曲子就会非常

突兀死板，现实中音调各不相同，同时音有虚实之分。声韵对于中

国音乐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一个曲子演奏过程中必须要突出其不同

的声韵曲子才会优美动听，同时注意弹奏的音符时候避免刻板无

味。 

（2）气韵 

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讲究“气韵”，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其

实本质上来讲，“气”、“韵”本就不相同。可以说音乐风格的

内涵就是“气”，而“韵”则体现了整部音乐作品的风格，

“气”展示了音乐作品的独特性。在《彩云追月》中很多地方都有

存在气韵，让人忍不住感觉其抑扬顿挫。 

4.《彩云追月》的演奏风格分析 

第一，装饰音。在展示这部曲子时，需要多去体现民族乐器的

特点，不断展示装饰音，通过“虚”和“实”的变化，充分展示了

装饰音的不同状态。而这部曲子也有一定模仿意味，尤其是在“腔”

和“调”的展示中，通过一系列变化，来凸显“虚”和“实”的转

变，从而彰显情感走势，如此才能提高音乐意境。 

第二，指触。此曲在弹奏引子部分时候，特别注意手指触键不

能让其出现虚音但又要表达出轻柔感，此处对指触控制要求极高。

在中国传统背景下，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以引子

作为切入点，一点点走进音乐意境，彰显音乐情感，这也为听众感

受音乐内涵带来了更多的指引。 

结论 
综上所述王先生钢琴作品《彩云追月》主要取材于中国民间音

乐的旋律当作创作素材，进行改编，旋律音调具有民族性特征，和

声编写也具有民族性风格，由此可见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是具有民族

性，时代性的，王建中先生擅长在民族音乐中提取元素，通过把握

旋律和音乐音调，来体现音乐特色，将中国传统音乐融入西洋钢琴

作品中成为其创作特色和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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