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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西音乐文化的深入交流，现代民族器乐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具有丰富艺术张力的伟大作品，民族器乐的

表现形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作曲技法的不断拓展，使民族器乐作品表现更丰富。在这个过程中，钢琴与民族器乐作品

的融合，不断推动着中国民族器乐的进一步发展，从最初的传统钢琴作品到现代民族器乐作品，钢琴参与了作品的形象

塑造，其表现风格和特点也在不断变化。在众多优秀的民族现代器乐作品中，钢琴不仅是作品完整呈现的一部分，也体

现了作为艺术领袖的独特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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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Piano Performance in National Instrumental Works 
【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culture, modern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has developed rapidly, a 

large number of great works with rich artistic tension have appeared, and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have also developed rapidly.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mposition techniques makes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works richer.In this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piano and ethnic instrumental works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From the original traditional piano works to modern ethnic instrumental 
works, pian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mage shaping of the works, so that its expression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Among the many excellent national modern instrumental music works, the piano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 complet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but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artistic power as an art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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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琴艺术指导的定位 

“艺术指导”是国外音乐艺术长久发展过程中已形成完善的教

学模式，以钢琴为执行者的艺术指导形式是其中重要组成。艺术指

导分为声乐艺术指导、器乐艺术指导、歌剧艺术指导三类，在器乐

艺术指导中，钢琴占据了重要地位。钢琴器乐指导具有比钢琴伴奏

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要完成器乐演奏的伴奏，还要真正实现作为

艺术指导的价值，重视合奏乐器，以作品参与者的身份完成对作品

音乐形象的完整塑造，为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与内涵起到良好的助力

作用。这既是要求钢琴在器乐作品的排演过程中有表演的作用，也

要有导演的作用。这要求钢琴器乐艺术指导在面对中西方不同的合

作乐器以及不同的器乐作品时，对音乐风格的把握，音乐语言的传

递，音乐形象的塑造都要起到良好的指导意义。仅从和声、曲式的

角度分析谱面织体完成即兴伴奏，难以实现钢琴作为器乐艺术指导

的角色出现在器乐作品合作关系中。从本质上说，当面对不同乐器

的合作时，钢琴艺术指南是一个跨学科交流和互动使用音乐知识的

过程，这体现了对钢琴艺术的高度需求。但在国内对钢琴艺术指导

的研究比较晚，在众多音乐学院中，虽然钢琴艺术指导是由专人进

行的，但实际排练的大部分环节仍然以和声和曲式的完成为主，很

少有人关注钢琴与合作乐器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理解。缺乏长久磨砺

和相互促进的合作方式，难以实现钢琴艺术指导所能发挥的真正效

能。钢琴器乐艺术指导的定位与真正效能是在双方促进的模式下形

成的，钢琴艺术指导需要聆听与理解合作乐器的艺术风格，同时引

导合作乐器理解与聆听钢琴音乐表达的双向促进。这其中，对钢琴

器乐艺术指导的要求实际涉及多乐种器乐演奏法、配器法、作品分

析、乐队排练及室内乐重奏等综合艺术实践能力。 

2  民族器乐作品中钢琴艺术指导的重要意义 

对民族器乐作品中钢琴艺术指导重要意义的讨论，本质上是对

钢琴艺术指导在民族器乐作品中出现的作用与目的讨论。从宏观与

微观层面上，钢琴艺术指导对民族器乐作品的意义体现为长期艺术

指导和作品呈现效果两个大方向的探索。其中，微观层面对于作品

呈现效果而言，面对不同的演出形式和具体的演出作品，艺术指导

需要根据特定的背景出发，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义。宏观层面，

在长期的钢琴艺术指导历程中，钢琴对于民族器乐作品的重要意义

从演奏积累、舞台实践、作品创作三个方面呈现。 
2.1  钢琴艺术指导在民族器乐演奏积累中的积极作用 

钢琴艺术指导的加入首先形成的积极效应就是在民族器乐演

奏中的“精准”作用。在钢琴伴奏之下完成的民族器乐演奏往往形

成了更高的要求标准。在对乐器演奏技法有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

进一步要求演奏者具备充足的音乐素养储备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在

长期的钢琴艺术指导过程中，民族器乐演奏者对音乐作品中基础的

音准、速度、力度、节奏等综合素质将得到显著提升。此外，在艺

术指导的引领下，演奏者需要对钢琴伴奏的知识层面进行基本了

解，并全面解读不局限于个人声部的作品谱面，完成对演奏作品中

个人演奏与艺术指导内容之间的关联理解与基准把握，全面解读作

品传达的音乐内涵与审美特质。在长期的积累中，由艺术指导的加

入形成对音乐作品主要动机、声部融合、重要片段、音乐内涵的快

读解读与分析处理，掌握不同表演形式、不同曲式体裁、不同作品

风格的演奏类别，有效提升民族器乐的演奏质量。 
2.2  钢琴艺术指导在舞台实践中的有效参与 

钢琴艺术指导对民族器乐演奏的推进是带动民族器乐内在提

升的动力，在舞台实践中的参与则是对外在形式的进一步丰富。器

乐表演的最终实践形式是以舞台展演完成的，钢琴艺术指导的参与

为舞台实践提供了更多表演形式的可能，这不仅是增设某一乐种的

舞台丰富过程，更是中西方舞台实践交流的过程。钢琴艺术的参与，

在丰富民族器乐演奏的过程中，在视觉、听觉、艺术感受上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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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富有戏剧张力，更具有审美融合性的舞台效果。另外，从舞台表

演者的参演心理角度而言，钢琴艺术指导的参与不仅为表演者提供

了更好的艺术灵感，保障作品的完整传达，同时，在带动表演者表

演情绪及有效烘托演奏氛围的助力上，更好地展现出了表演者的综

合舞台能力。 

3  钢琴艺术指导在民族器乐作品中的演奏特色 

3.1  严谨是形成演奏特色的初衷 

与纯粹的西方作品不同，民族器乐作品中出现大量具有中国音

乐审美风格的音乐内容，诸如散板、曲艺节奏等非规整音乐语言。

钢琴艺术指导的出现是在“外松内紧”的原则下对合作乐器的调整

与指导过程。钢琴艺术指导在个人尊重谱面，准确完成节奏、音准、

速度等基本演奏要求的同时，要起到与合作乐器之间相互规范、带

动辅助的作用。任何艺术化、风格化的处理不能打破最基础的作品

要求，要以尊重原作与作曲家意图为初衷。这期间要求钢琴艺术具

有良好音乐素养与演奏能力的基础上，对合作乐器音色及演奏法有

明确的了解，在排练过程中起到对合作乐器长期引导的作用，在舞

台展演中有效控制舞台演出效果的意义。 
3.2  不同作品风格中的演奏特色把握 

现代民族器乐作品近年来发展迅速，作品风格多样，涉及民间

音乐、传统民族音乐、西方调式糅合、现代无调性特征等多种内容。

考虑到钢琴作为西洋键盘乐器与民族音乐之间的融合，在本文中更

多讨论的是对民族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合作过程中的演奏特色分

析。 
3.2.1  传达传统民族音乐风格时的演奏特征。 
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的呈现是民族器乐作品中最凸显器乐特

征的音乐内容，虽然在目前的现代民族器乐作品中钢琴部分通常

也有具体、明确的钢琴谱例内容。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调和西

洋键盘乐器的音色控制、音乐语言表达、音乐形象塑造以及与合

作乐器之间的相辅相成，更需要演奏者对演奏特征有细致的分析，

起到钢琴艺术指导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在旋律特征上

以五声调式为主，织体以三音组行进、较为单一的和声构成辅以

规整、循复的节奏型为主，形成旋律优美、气韵悠长的整体音乐

风格。这与钢琴本身的抒情性演奏风格趋近，也正因相似的演奏

风格，往往容易引发在实际呈现中的忽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带

有中国传统艺术中留白、写意、洒脱的审美特征，在处理这种类

型的作品时，钢琴艺术指导要更多地放大合作乐器自身所带有的

中国乐器审美属性，在触键方式、演奏力度、手法控制上都以配

合合作乐器，拟声民族乐器音色为主，力求达到对民族乐器音色

与演奏风格的趋近，完成对传统民族音乐形象的塑造，构建完整

的民族音乐审美传达。 
3.2.2  表现典型民间地方音乐内容时的演奏特征。 
以民间地方音乐为素材是现代民间器乐作品中十分常见的作

品类型。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民间艺术文化丰硕，取材于不同民间

地方音乐的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音乐特征。在此类作品中，钢琴的

音符与音阶多以穿插的形式出现，以丰满作品中旋律、音色、音调

的审美特征为主要机能。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钢琴艺术指导对所

演奏作品内容的音乐风格与乐段属性有明晰认知，更要充分应用钢

琴 12 平均律的发声特点搭配作品中地方音乐内容，以增加音乐视

角和增厚内部织体的形式，塑造多变、新颖的音乐形象，推进钢琴

艺术指导对合作乐器的衬托作用，增强整个作品艺术风格与音乐内

容的表达。这一过程中，钢琴艺术指导的演奏特征以完美呈现钢琴

音色与整体音乐风格特征的糅合相结合为主。 
3.3  与不同门类民族乐器合作中的演奏特征 

民族器乐种类丰富，不同的民族器乐具有乐器自身特点的同时

也存在着也乐器自身的局限。作为钢琴艺术指导，在具体的实践过

程中应当遵循艺术指导对和合作乐器的引导意义，突出合作乐器的

演奏特征，补充合作乐器的局限与不足，塑造完整的音乐形象，烘

托作品的艺术氛围。 
3.3.1  与民族拉弦类乐器合作中的演奏特征 
民族拉弦类乐器在演奏中更擅长表达单声部的旋律线条，在长

音和细致音色的表达上具有独特韵味，自身和声功能稍弱。钢琴艺

术指导的参与，应当充分注意到民族拉弦乐器中的乐器特征。面对

具体作品时关注在弓弦作品中快慢板时，旋律线与和声交融时的不

同处理。整体上来讲，钢琴艺术指导在与民族弓弦乐器合作时的演

奏特征，在合作乐器的旋律音乐语句中应尽量控制钢琴自身的音

量，将注意力投放在和声织体的塑造上，在不破坏旋律线条的基础

上，增加旋律部分的音乐发展的推动感。在快板与体现颗粒感的音

乐语言中，钢琴通常起到稳定节拍的作用。但在实际演奏中，钢琴

艺术指导应当明确合作乐器的主旋律，将注意力放在主旋律中，形

成对合作乐器的有效带动。 
3.3.2  与民族弹拨乐器合作中的演奏特征 
民族弹拨乐器与弓弦乐器相比，具有演奏颗粒性片段更具有优

势的特征。虽然在和声功能上稍占优势，但是在整体音色、音量上

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钢琴艺术指导在合作过程中不仅应关注到

弹拨类民族乐器的音色特征，还应考虑到弹拨乐器中演奏技巧与音

域限制的因素，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具体的舞台呈现效果与演出条件

调整演奏手法。尤其要注重弹拨乐器对持续性长音演奏中的限制因

素，以轻柔、不喧宾夺主的衬托，合理避除其乐器局限。在弹拨乐

器的快板段落中，重点关注音乐情绪，完成与合作乐器之间对话体

的呈现，塑造完美的音乐形象。 

4  结语 

总体来讲，钢琴在音乐表现力上的极大优势为现代民族器乐作

品中呈现艺术张力、塑造艺术氛围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如何在长期

的排演过程与艺术实践中真正体现出钢琴艺术指导的积极作用，并

形成独特演奏特色需要我们长期的思考与练习。在对器乐艺术指导

有准确定位和素养扩充的前提下，以实现艺术指导的重要意义为前

提，分析不同作品、不同音乐风格下的合理表达。重视合作乐器，

贴合民族音乐特点，烘托民族器乐作品的艺术氛围，使其真正发挥

钢琴器乐艺术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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