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2 

中国钢琴音乐中戏曲元素的借鉴与应用 
陈哲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54） 

摘要：钢琴最早来源于欧洲西方国家，进入中国音乐市场时，没有快速流行起来。随着时间快速变化，国外著名钢琴家和有名

作曲家逐渐进入到中国音乐领域当中，使得钢琴在中国音乐领域中迅速发展。由于我国了解和学习钢琴较晚，大多数作曲家创作过

程中，不断创新多种作曲手法，形成中国特有的音乐风格。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音乐元素之一，在我国传统文化传

承中国有着很大影响力。中国钢琴音乐经过时代的影响，在新时代中呈现出全新音乐样式，可以将戏曲元素带入到中国钢琴音乐作

品当中，有效提高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水平，对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形成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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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琴音乐发展背景 

钢琴音乐发展主要分为启蒙阶段、成长阶段、发展阶段、低谷

阶段以及繁盛阶段。清朝末年期间是中国钢琴启蒙阶段，一些中国

音乐家接触西方钢琴之后，深入了解其音乐知识，不断探索如何将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钢琴创作相结合[1]。在 20 世纪初期，赵元任成

功创作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它的出现引起

中国钢琴爱好者的重视，正式打开中国钢琴音乐之门，从此在市场

和生活中出现很多钢琴音乐作品，重点以民间音乐为主，其中包含

古典风格，如《新霓裳羽衣舞》《钉缸》《锯大缸》等。在 1935 年

之后，钢琴音乐实现质的变化，钢琴音乐创作者技术水平持续增长，

作曲者们作品中包含西方浪漫主义，还会呈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独有

的音乐韵味，如《快乐的节日》《断章十六首》和《牧童短笛》等。

在 20 时期中期时，改革开放之后涌入新一批优秀作曲家，摒弃传

统音乐创作思想，通过大规模改革创作出时代性中国民族钢琴曲，

代表作《百鸟朝凤》 《夕阳箫鼓》 以及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在经历数十年间的折磨，中国钢琴音乐迎来全新发展趋势，政治制

度上引导作曲家树立创新精神，而作曲家运用智慧研究多不同新颖

作曲手法，将多种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积极精神融入到钢琴音乐作

品当中，如《太极》 《侗乡鼓楼》 《宴 乐》等，充斥着中国钢

琴音乐的繁盛期[2]。 

二、中国戏曲元素和中国钢琴音乐的融合与碰撞 

戏曲音乐文化来源于我国古代时期，经历无数个朝代的影响和

变化，现如今，戏曲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我

国社会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戏曲音乐有了很大变化，形式、种

类越发多样化，使得我国钢琴艺术配合度越发完善。由于戏曲音乐

文化是我国社会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相关行业人士的高

度重视，有效在运用中发挥独特价值与魅力，给听众提供特别的听

觉和视觉体验[3]。尽管人们审美观念正在日益转变，丝毫不影响人

们对戏曲的喜爱。但也有少数人对戏曲文化产生怀疑和保持否定态

度，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生稍微影响。戏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艺

术形式，和其他音乐文化有着很大差别，具体包含独特音乐元素、

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特色等，有着很大发展差别，重新开设出艺术领

域新道路。 

戏曲元素融入到钢琴音乐当中，不仅彰显出浓厚民族韵味，还

能显现出音乐艺术的文化魅力，全面体现出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

融合与碰撞效果。戏曲在我国艺术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种类

多样而不同，在我国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钢琴曲是运用很多

种类不同的戏曲进行改编，体现出多元化特色，渲染各种感情色彩，

如《洪湖幻想曲》《北风吹》《河南曲牌》以及《红灯记》等。 

三、中国戏曲音调元素借鉴 

（一）京剧 

京剧是基本腔调，主要由西皮和二黄为主，其中包含地方小戏

种和昆曲曲牌，以胡琴和锣鼓作为重要伴奏乐器。西皮和二黄两大

唱腔具有独特艺术曲调韵味：西皮节奏紧凑，高低起伏变化和高昂

音调相结合，如人物置身于高山流水之间，让人们身心舒畅；二黄

唱腔过于平淡、低沉，如置身于荒凉环境，导致人们身心悲凉。根

据两种唱腔艺术特点创作出的钢琴音乐，包含京剧特色，引起人们

的喜爱[4]。如江文钢琴套曲《北京万华集》中《柳絮》一曲，彰显

出京剧“紧拉慢唱”经典节奏，基于 D、A 支柱音上，重复发生多

连音，同时在高昂唱歌旋律和浓郁京剧特色中营造出朦胧弥漫效

果，比如钢琴曲《夜深沉——创意曲》，作曲中将京剧《击鼓骂曹》

京胡伴奏作为灵感来源，运用京胡效果，让作者钢琴曲目在演奏中

展现出激动愤懑情绪，促进曲目节奏愈演愈烈。 

（二）昆曲 

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包含弋阳 腔、余姚腔、海盐腔和

昆山腔的特点，成为南北两曲中的结合。昆曲曲牌节奏多变，不仅

涵盖北方曲目豪放、起伏不定特点，如钢琴曲《序曲三首》，是昆

曲曲调和钢琴表现技巧融合经典曲目。其中《降 G 大调序曲》灵感

来源于《玉簪记》中《琴桃》一折中生旦二角轮唱的昆曲音调，运

用西方钢琴和声和表达手法，使得曲调郁闷不安，连绵不断[5]。 

（三）粤剧 

利用当地方言“梆腔”形成粤剧，是粤剧曲调的基础声腔。曲

调韵味优雅、音色醇厚，情感细腻柔美，包含浓郁岭南特色风情。

《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是粤剧特色钢琴音乐作品，涉及很多粤剧

音调特点。例如，作品主题和演奏开始环节，利用粤剧旋律“冒头”

表达手法，通过演奏二乐作为结尾，效仿粤剧音调戏曲特色。 

（四）豫剧 

豫剧是河南地区演变而来，具有“东方咏叹调”的美誉。其唱

腔铿锵有力、吐字清晰分明，节奏激昂奋进。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

中，豫剧音调元素引起广大钢琴作曲的喜爱。如《小奏鸣曲》中的

第一乐章《西厢记》来源于豫剧音调唱段，作品特点豪放。 

（五）秦腔 

秦腔又称之为“乱弹”，有着长远历史音乐文化，传承很多古

老发音。其唱腔主要分为哭音腔和欢音腔。哭音腔具有悲凉深沉、

高昂激烈特点，表现出痛苦、惆怅情感；欢音腔具有欢快、愉悦特

点，表现出兴奋、开心情感。所以，秦腔融入到钢琴音乐作品中加

深钢琴作品情感和曲调，丰富作品节奏。比如，对钢琴组曲《戏曲

组曲》中第二章小快板和钢琴曲《丰收》都来源于秦腔音调特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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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越剧 

越剧是中国第二剧种，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主要

来源于浙江地带，经历了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以抒情作为情感基础，声音优美动听，富有江南秀气特点。大

多数以“才子佳人”为作曲题材，呈现出丰富戏曲演唱特点。如《梁

祝》一曲，通过演奏表现出，利用越剧音调表现出两位主人公情感

坎坷、悲凉情境。 

四、戏曲元素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应用 

（一）戏曲音调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应用 

1.戏曲音调在钢琴练习曲中的应用 

我国大部分钢琴作曲家创作过程中将戏曲元素适当应用到钢

琴音乐作品当中，创作出许多优秀钢琴作品，其种类多样化，包含

练习曲、钢琴组 曲、变奏曲、幻想曲等不同形式的曲目种类。钢

琴练习曲为了提高钢琴演奏质量，部分钢琴表演者改动钢琴音乐作

品中部分曲段，充分体现出作品特色，有效在日常练习中采取针对

性[7]。尤其在学习西方钢琴音乐知识时，我国钢琴作曲家将中国传

统戏曲元素融入到钢琴曲目创作当中，对钢琴音乐创作和发展起到

良好促进作用。比如，对于《京剧曲牌钢琴联系曲四首》来说，其

分为是《小开门》、《柳青娘》、《石榴花》、《柳摇金》。第一曲《小

开门》中，主要依靠左手演奏，经历重复训练，逐渐增强左手弹奏

力度，转换自如，与右手保持融洽协调；第二曲《柳青娘》是借助

京剧曲牌音调，注重右手双音弹奏水平，确保右手全面掌握断奏和

边演奏技巧，彰显曲目中的高音节奏；第三曲《石榴花》以昆曲曲

牌为主；第四曲《柳摇金》以京剧曲牌为主，有效训练演奏者手指

灵活度。在很多钢琴音乐演奏作品中，大多数都会使用戏曲元素，

显现出中国钢琴作品特色。将中国传统戏曲和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结

合练习，凸显中国传统的音阶宫商角徵羽，比如，在齐尔品先生创

作的钢琴曲《音乐会练习曲》中，使用诸多中国传统音阶文化，促

使曲调元素和民族音乐相结合。她的第一首曲目采用自由陈述结

构，使用无音性调试，保证作品音调转换更加流畅。在演奏过程中，

其中包含各种音程双音、装饰音、连音、和弦等，整个曲调起伏不

平，音调丰富，灵活运用戏曲场景和打击元素引入到钢琴演奏曲目

当中。而齐尔品先生创作的《音乐会练习曲》为中国作曲家提供新

的创作思路，促进大量戏曲音调的钢琴曲不断创作而成。 

2.戏曲音调在中国钢琴乐曲中的应用 

京剧是中国国粹，成为中国下雨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戏

曲曲种。京剧曲调丰富，具有较强表现力[8]。所以，京剧音调在钢

琴作曲中应用比较广泛，如《北京万花集》，由《天安门》、《柳絮》

等十几首钢琴作曲演奏完成，描述和显现出北京人们生活场景，其

中《柳絮》采用京剧音调进行演奏，正宗京剧曲调与高昂旋律相结

合，确保曲目通畅。戏曲以 A、D 为主音，协助多个连接音使得整

个曲子和京剧形成良好紧凑慢唱效果。昆曲作为百战之祖，不断弘

扬和传承中国戏曲文化，甚至将昆曲 融入到中国钢琴曲创作当中，

不仅传播中国昆曲文化，还能推动钢琴艺术实现广泛发展。 

（二）戏曲结构在中国钢琴曲目创作中的运用 

1.戏曲板式在钢琴曲目中的运用 

在钢琴作品《序曲与赋格》中使用大量板式结构的有板无眼和

板内有眼，使得作品效果更加丰富[9]。板式结构中的摇板，包含胡

琴和鼓板，是散板的一种手法。我国著名陈刚创作的钢琴曲《梁祝》

就是运用这种板式节奏额，利用钢琴摇板表达梁祝的愤懑，借助慢

唱让音乐沉浸在悲伤情境，通过音乐演奏表达梁祝过程中的所有情

感。豫剧中的慢二八板具有生动表现性，在钢琴创作中实现广泛应

用。如《河南曲牌》中运用诸多慢二八板表现手法，展现出农村妇

女们日常聊天场景，具有独特风趣。 

2.戏曲变奏在钢琴曲目中的应用 

花鼓戏是民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不同地区的花鼓戏有

不同风格，其中以湖南花鼓戏最具影响力。而《湖南花鼓》是按照

湖南花鼓戏音调进行创作，将湖南花鼓戏节奏作为整个音乐作品的

主体，体现出积极、奋斗精神。这首作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使用小三和弦分解形式，伴奏韵律生动；第二部分采用卡农复位对

位手法，尽管伴奏与第一部分相差许多，但绝大多数都呈现出花鼓

戏效果。由于鼓乐在民间戏曲中使用范围广，不仅包含花鼓，还有

锣鼓、板鼓。比如，在《赋格音诗》中使用板鼓伴奏手法，整个作

品曲目节奏起伏不定，具有明显层次分明效果。再比如，作品《看

戏》中，使用湖南花鼓中《刘海砍樵》锣鼓伴奏手法，分别在中 1-4、

20-21、 37-40、56-70 小节处运用锣鼓伴奏，与整个音乐作品演奏

起到良好衔接效果，吸引更多人感受钢琴作品的魅力，提高演奏者

表演水平[10]。 

总结： 

钢琴音乐的创作不能单独依靠自身创作手法和音乐元素，多方

面的音乐元素在创新中得到升华，产生独特钢琴音乐作品。中国要

想在音乐领域中发展壮大，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突破，摒弃传统音

乐发展思想，选择合适民族音乐道路实现新发展。在当前音乐发展

背景下，世界各国音乐文化碰撞越发激烈，而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

创新也迎来全新机遇和挑战。为了中国钢琴音乐道路持续发展，必

须深入挖掘钢琴音乐独特之处，利用长远眼光拓宽发展道路，吸引

更多音乐人士参与到钢琴音乐发展行列当中，推动钢琴音乐向着可

持续方向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吴迪. 中华传统文化在钢琴音乐创作中的运用——以储

望华钢琴作品为例[J]. 当代音乐,2021(03):190-192. 

[2]商蕤. 戏曲音乐元素在钢琴声部应用中的审美期待——

以民族歌剧《江姐》的中心唱段为例[J]. 四川戏

剧,2021(04):138-141. 

[3]沈佳音. 试论中国传统戏曲音乐风格钢琴作品《皮黄》

的创作特征及演奏诠释 (下)[J]. 艺术教育,2021(07):76-79. 

[4]周薇薇. 戏曲风格歌曲与艺术歌曲的特点与艺术呈现—

—以《卜算子·咏梅》与《多情的土地》为例[J]. 四川戏

剧,2021(07):136-138. 

[5]张凯. 20 世纪以来中国钢琴二重奏音乐的创作与发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2):140-146. 

[6]黄嘉璇. 非遗语境下闽南戏曲元素的传承——以《七字

调随想》为例[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7,31(03):8-13. 

[7]连续敏. 音乐家陈彬钢琴创作的本土化探索及意义——

以《闽台乡土钢琴作品集》为例[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

版),2022,25(02):85-92. 

[8]荆芳. 中国文化元素在钢琴教学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运

用——以钢琴伴唱《红灯记》为例[J]. 北方音乐,2016,36(23):181. 

[9]张琨琨. 歌仔戏元素在钢琴作品《七字调随想》中的运

用[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9):151-154. 

[10]纪恺. 徽州地区文艺资源对音乐创作的价值研究——

以混声四部合唱作品《木坑竹海》和《新安古道》为例[J]. 黄山

学院学报,2018,20(02):8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