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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音乐创作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步入新时

期，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多元化的文化构成造就

了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语境，作曲家以全新的形式进行

艺术创作，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音乐创作者对于蓬勃生机

和活力的期望，这一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大胆地吸

收了西方和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创作风格，并且充分融

合了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

风格与独特的时代性。

一、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背景

钢琴自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且

历经了时代的演变，它极大的融入了我国的现实社会里，

并且很好的融入进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我们应该借用其

丰富美妙的声调、旋律、和声以及音色去充分表达和继

承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把当中丰富多

彩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入进传统音乐的创作中。许多优

秀的中国古典钢琴音乐艺术作品都是通过新颖的钢琴创

作技巧手法和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得到了全国各地观众

的认可和喜爱。在这些古典音乐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人们

对于中华民族的喜爱之情和热切之意，在体现中华民族

的民族意蕴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教育艺术经验，并

具有较强的审美意识，让人们百听不厌。

二、民族民间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渗透

1. 钢琴作品与民歌的融合

中国的民歌以其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与鲜明的民族

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他们创作和演绎了许多优秀

的音乐作品。例如：《蓝花花的故事》是由陕北民歌改编

而成的钢琴曲，其充分运用了民间风俗曲调，选择的是

以叙事手法的音乐创作方式，写实式的词句和标题，可

以说是对当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陕北民歌

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朴素的风格，舒展、高亢、悠扬，

音域相对较宽，旋律较高。通过民歌所改编的钢琴作品

也把此种情绪表达融入到了作品中，广泛流传至今，并

经常用于钢琴弹奏教学中，充分表明了我国传统民歌经

由改编而形成的中国传统钢琴音乐，这种创作风格一直

在持续并逐渐走向成熟。

2. 民族器乐在钢琴作品中的融合

一直以来，民族乐器通过在钢琴上表演其声音模仿

技法是我们现代钢琴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构思及创作方向。

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先生的《牧童短笛》作品是用一

种以钢琴声音来模仿笛子声音旋律演奏的方式所创作出

来的一首钢琴作品。作品当中的和声、旋律、调性及为

丰富和生动，同时运用器乐的民族特点、民间音调的特

点与节奏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作品具有中国民族本

土特色风格、富有民族色彩，在音色方面具有独特的东

方艺术神韵，富有极高的音乐表现力。这首钢琴作品属

于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历史上的里程碑，它的诞生标志着

我国音乐创作从早期的探索阶段真正步入钢琴艺术创作

的卓越时代。同时，它也对其他早期的钢琴作品的创作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首作品至今广为流传，脍炙

人口，是每一位琴童在学习钢琴道路上必学习的经典钢

琴曲目。

3. 戏曲艺术与钢琴作品的融合

中国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也融入了话剧戏曲等元素，

例如：张朝的钢琴作品《皮黄》便是基于京剧元素中的

西皮和二黄来进行创作的，在作品中作曲家未能直接展

示出所选择西皮和二黄两种演绎特点的话语唱腔来进行

演绎，而是通过借助用钢琴模仿戏曲的音调旋律的方式

进行带入同时并引入了变奏技巧手法。在选择传统音乐

语言化的表现同时，运用西皮演绎腔系展现不同素材，

巧妙而生动地为我们描绘和呈现出一段段充满艺术性和

戏曲元素的钢琴作品。而钢琴伴奏曲《红灯记》也是一

首蕴含京剧元素的钢琴作品，这些作品都能为我们展现

中国钢琴改编作品的民族化风格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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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的是中国民族音乐对于钢琴音乐产生的影响和对中国钢琴作品的理解。进一步研究音乐民族创作

的独特性。在明确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其进行定位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深入地研究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性，将

相关问题进行归纳整理，为专业人士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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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戏曲艺术及钢琴乐器相互融合的艺术魅力。

4. 钢琴作品与舞蹈的融合

民间的舞蹈艺术形式通过与钢琴创作结合也能很好

的描绘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例如：蒋祖馨

《庙会组曲》用一架钢琴就能轻松演绎出整个庙会热闹

欢乐的场景。廖胜京《火把节之夜》所描绘出云南大理

地区彝族人民在节庆时节的庆祝场景。瞿维《花鼓》是

在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的旋律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钢琴

作品，将传统的锣鼓敲击声作为主题，贯穿整首作品，

左右手分别模仿锣鼓在不同高低音区中锣鼓敲击般的演

绎，旋律清晰，节奏欢快，具有浓郁的传统中华民族音

乐特色，呈现出一种足以令年轻人们手拿传统锣鼓尽情

地大跳歌舞的欢乐场景。

三、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性特征体现

1. 典型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调式

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主要建立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之

上，中国传统民族风格的五声调式从语言结构上普遍采

用五声，而很少使用“fa”“si”两音。这种调式具有较

小的矛盾性，紧张程度和促进力，更加适合于表现安静

优美的场景描绘手法。当我们最开始接触中国古典作品

和民族歌曲等创作题材时，沿用的是同一种艺术创作风

格，所运用的是五声调式。

2. 钢琴作品中的装饰音体现出演奏特点

当中国少数民族的乐器作品或者歌曲被改编成钢

琴作品时，装饰音的弹奏及其所呈现的效果在整首作品

中也极为重要。所以在当代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中对于

装饰音的使用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装饰音在对于作品

中不同情绪的表达运用也十分多样化，它们可细化分为

“头饰”“中饰”“尾饰”。通常来说“头饰”强调第一个

音，情绪比较活泼生动。“中饰”在乐句的中部进行装

饰，曲调委婉、抒情。“尾饰”一般是指在乐句的末尾处

进行装饰，进一步显现出曲调的气韵和流转。器乐性装

饰艺术具有更鲜明的器乐表现力和演奏形式特点，从表

现速度方面看，它们又分别有“快装饰”与“慢装饰”

的区别。“快装饰”生动活泼，而“慢装饰”则具有抒

情、委婉的表达意境。

3. 民族钢琴作品的旋律层次和线条

中国民族钢琴音乐作品的演奏和声音艺术技巧的运

用与欧洲古典钢琴音乐作品的演奏技巧相似。钢琴的演

奏风格具有多声学思维、纵横向结构和立体听觉效果。

在钢琴上我们可以做到任何想做出的声音效果，比如模

仿整个乐队的交响效果，模仿其他民族乐器的声音效果。

在演奏过程中我们应摒弃片面地运用简单的声部或者线

条式变化方法来演绎作品的概念，应该积极地调动有效

的科学训练技巧手段，清楚地呈现出多层次、多声部、

饱满的声音结构框架。

4. 中国钢琴作品曲式结构

中国古典钢琴音乐创作作品的整个曲式和结构都遵

循“ABA”三段体的结构，它是由三个不同段落所构成，

与欧洲古典钢琴创作作品的本质相同。中国古典传统音

乐作品的曲式风格结构，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整首

作品中充分体现出作品层次的丰富性和清晰明了的结构

性。创作多声部和线条层次丰富的复调音乐时，需通过

不同声部旋律线条的层层递进，清晰描绘出段落与段落

间的情绪转变的把控，通过音响效果和乐段间的情绪转

变相互结合展现出曲式结构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与国外的钢琴音乐艺

术创作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钢琴音乐的艺术创作基

于把国外的音乐创作技巧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吸取加以运用，同时又与中国民族艺术文化的神韵密切

地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富含中华民族的审美意境和中国

民族音乐文化特性的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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