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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巧用音乐分析学对古筝曲的立体建构 
——以现代筝曲《枫桥夜泊》为例 

◆徐  芸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任何音乐的分析都离不开对音乐作品本体的分析和人文内涵的探
究，就像陈鸿铎在《“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刍议》中所说的：“可以用
‘作曲技法分析’代替‘音乐分析’，它和‘音乐学分析’形成并列，而
在它们之上则以‘音乐分析学’统领之。”简而言之，陈先生认为音乐分
析学应该包含作曲技法分析和音乐学分析两方面。的确，不只是在分析
一首古筝曲时，我们需要从音乐本体和人文内涵上着手，其他钢琴曲、
声乐曲都是需要的。如何将一首曲子从简单的一维谱面建构为清晰立体
的三维形象，下面，笔者将以一首现代筝曲《枫桥夜泊》为例，运用音
乐分析法对此曲进行立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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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枫桥夜泊》人文内涵 
唐诗《枫桥夜泊》写于安史之乱以后，是对衰败的大唐现实

的写照，诗人途径寒山寺，遥望苏州城外的枫桥时有感而发，作
者因运用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表达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惆怅情
怀而流传于世，名垂千古，是写“愁”的代表作。 

古筝曲《枫桥夜泊》由作曲家王建民创作，作曲家将诗人的
忧愁融入曲中，把萧瑟的江边夜景以乐曲的形式为我们描绘出
来，利用现代的音乐写作手法为我们阐述当时文人的精神，以写
意的手法使我们身临其境，看到一幅笔酣饱满的山水画面。 

二、《枫桥夜泊》音乐本体分析 
这是一首古筝协奏曲，曲式结构为：引子-Ａ连接部 B 连接

部Ａ-尾声。曲中加入了民族传统音乐的素材，“散、慢、中、快、
慢、散”这样的作曲原则，不仅突出了作品的结构性，也使得音
乐极富张力，却也不失平衡力。 

在王建民老师的创作中，经常会通过节奏变化的表现手法来
表现出民间音乐既自由且非规律的音乐特征。更加巧妙地是，他
加入了西方典型的“呈现—展开—再现”的曲式结构，使中国传
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融合走向了新的高度。研究出中西结合的多
元化作曲模式，为民族作曲结构的创新开辟了一方新世界。 

（一）引子（1-2 小节） 
引子是 a+a 的平行乐句结构，两大平行乐句都建立在 bE 宫

调式上，落音分别在角音和羽音上。并借鉴了昆曲音乐的紧打慢
唱，雅乐音阶中#4 音的出现，使得昆曲风格尤为突出。两大乐
句结构自由，第二乐句在第一乐句的旋律基础上做了三度自由模
进，力度变化明显并终止在Ｃ羽音之上，再现引子主题的同时给
人以耳目一新的效果。 

在创作手法上，采用了虚实音结合。“虚音”指的是泛音，
而“实音”则指正常弹奏的声音，泛音和实音音色鲜明各异，因
此同时使用时，既给人以亦虚亦实的感觉，又能体现诗中 “江
枫”“渔火”的星星点点。  

（二）忧伤的慢板（3-37 小节） 
第一乐段为 A（a+b）+B(c)的复二部曲式结构，乐段是加了

偏音的七声雅乐调式。由于偏音的加入，和雅乐本身就带有的忧
愁思绪，放大了作者的原本就浓烈的哀愁，舒缓的节奏和音律如
泣如诉的为我们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的四处漂泊的游子内心中
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主题 A 中的 a 素材（9-16 小节）：有着缓慢的速度、清雅的
音调、忧伤的情绪。6/4 与 4/4 拍的交替使用，改变了固有的一
个节拍不变的特点，使得乐曲拥有了更强的律动感。 

主题 A 中的 b 素材（17-24 小节）：可以说是 a 素材段的延
伸和发展。不仅使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更丰富了旋律的线
条。 

主题 B（25-35 小节）：此段节奏相对较为规整，与主题 A
的节奏和句法不同。在节奏上，以较规整的节奏型行进；古筝的
左手声部、钢琴声部和主旋律采用了对位法。在结尾处，出现
bA 音，由 A 音到 bA 音的转变，是 bE 宫雅乐到 bE 宫清乐的短
暂过渡，那么 bA 音的出现为下一乐段 bA 宫雅乐的出现做了铺
垫。 

连接部 1（36-37 小节）：调性的变化其实也是作者思想和情

绪的变化，连接部可以划分为两个乐句，这也是行板与慢板的连
接，为乐曲的进行作出衔接。 

（三）如歌的行板(38-93 小节) 
第二部分如歌的行板，依照旋律主体划分，是 A+B+C 的多

乐段结构。 
本曲采用的是最具代表的中国传统作曲手法“鱼咬尾”。这

是旋律流畅华丽的根基所在，是流动感的原动力。 
主题 A（38-52 小节）：由钢琴演奏三小节（38-40）过渡，

主题由 41 小节进入，在演奏中，钢琴与古筝交相呼应的演奏为
我们交代了主题。在作曲结构中采用了“起、承、转、合”的写
作手法，循序渐进。 

主题 B（53-60 小节）：在 53 小节主题由 A 进入到主题 B,
主题 B 由右手演奏骨干音，左手演奏琶音，而后双手交相呼应至
60 小节结束。此时的音乐是轻快的、明亮的。 

主题 C（61-82 小节）：这一主题的古筝部分运用了大量点
指技法和更快的速度，配合简单流畅的钢琴伴奏织体，从而体现
出轻快的氛围，将作者的情感发挥到极致，令人动容。 

连接部 2（83-93 小节）：连接部 2 是慢板和行板之间连接部
1 的变化再现，为自由、激情的散板，更是全曲的华彩乐段。在
结尾又回到连接部 1 的主题，如同大梦初醒，回归现实，怅然若
失。 

（四）慢板的再现（94-118 小节） 
钢琴声部是慢板的变化再现，古筝左手在琴码左侧进行即兴

的自由的轻轻刮奏，并且以典型的复调手法在二者中不断地穿
插，使乐曲就像歌唱一般充满着呼吸感，也起到了补充作用。所
形成的无音高序列散音流动的音响效果和刮奏的力度，区别于先
前慢板，平添了淡淡的愁思。 

本曲慢板的主题取自昆曲，乐曲中“偏音”大量出现，音调
十分独特，这也是乐曲的魅力所在。作品描绘了一幅古朴、深远
的听觉画卷，同时将淡淡的愁思融入音乐中，带着无限的惆怅和
伤感展现在大家面前。 

（五）尾声（119-128 小节） 
尾声，是很慢的柔板，速度以每分钟 56 拍标记。泛音犹如

深夜的钟声，配以钢琴形成虚实结合的效果，让人进入到姑苏城
外寒山寺，聆听夜半的钟声，直到筝与钢琴的声音袅袅淡去，但
深远缥缈的意境却久久不能消散。 

结语 
音乐作品分析学对古筝曲的立体建构可见一斑。很显然，以

分析一首筝曲为例，我们通过运用音乐分析学中的人文内涵和音
乐本体的分析两点着手，一首筝曲已经立体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
前。由此可见，音乐分析学的分析活动可在两个大的层次展开，
即“结构性分析”、“风格性分析”。音乐分析在整个音乐中非常
重要，而将它作为一个学科也是很有必要的。陈鸿铎先生就拟从
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音乐分析学”的概念，以进一步促
进音乐分析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利用音乐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立体建构起一首《枫桥夜
泊》，那么，对于其他古筝曲也是通用的，音乐分析学能够更好
的帮助我们解读古筝曲，建构立体的音乐形象。也许当音乐分析
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够融入进中国本土的环境中，那么它或许能更
好的助力于古筝曲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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