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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

1.1 中国古代诗词的语言审美 
古诗词是由语言为基础，形象为内容而不断散发美感

的文学形式。若想体味古诗词的内涵，首先要吟诵古诗词、

字字分析其引用的人与物形象，并在过程中不断感受其抽

象形象表现的现实具体意义，进而能够对其中的艺术与思

想内容价值做出自己的理解 [1]。

古往今来，古诗词对于中国的文学发展有着非常源远

的历史存在意义，它来源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场景，又

将语言的押韵审美价值提高到最高等次。古诗词饱含了早

期人们劳动中的无限生活热情，并在许多乐曲词句上面赋

予演唱形式的节奏韵律，形式均衡简洁，内容规则严苛，

使人在朗朗上口的文字中把握到音乐鉴赏的蛛丝马迹。

例如，在唐代名作《静夜思》中，意向物“光”与“霜”

便是作品中押韵的两个平仄交错点，充分呈现出精炼语言

中的押韵美，并通过具体形象将文学氛围渲染的淋漓尽致，

饱含了作者对着月亮的万千思绪。

中国古代的诗词具有一定的规则，在字数要求方面，

有时候非常考验作者能够通过几个字表达精炼而深刻的艺

术思想能力，如《望天安门》中的“出”与“来“二字，

就将静态的形象向动态进行了极大的转化，而刘禹锡先生

的《望洞庭》更是如此，将湖光与秋日月光之“和”的和

谐画面体现到极致。当然，古人在具体的创作中会有各自

的特征与风格，不同的写作时期也有各不相同的背景与认

知理念差异，比如豪放与浪漫的李白风格，写实与亲民的

杜甫风格等，都充分体现出作者独有的思想差异。所以，

要想更好的能够对古代诗词进行了解，就要进行大量的诵

读，在诵读过程中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审美，感知文学中

的音乐节奏美 [2]。

1.2 中国古代诗词的动态审美
中国的古代诗词之所以能够如今天这般源远流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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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具有语言的静态审美之外，更有其蕴含的引申联想意

义——动态审美赏析价值。古代诗词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

学作品，最善于借助于非常简短的语言塑造出一种无穷的想

象空间，为读者的思绪与情感做出铺垫，因此，当我们对

部分古诗词进行赏析时，首先应该对静态的只字言语进行

审美，进而跨度到动态的意境审美中去，感受文字背后所

蕴含的深厚思想情感，以达到对作品更加精密的评判与文化 

欣赏。

在我们悠久的文化长河里，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历史、

价值观，造就了不同作者不同的年代矛盾，换句话说，每部

作品不同的语言特色与风格，都与创作者的命运发展与前途

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在鉴赏古诗词的过程中，便可以随着

时间或空间背景，适当的采用一些联想方式，将作者的生平

放置在那个社会阶段中去，罗列社会与个人经历，实现共情，

体味诗中传递出的思想情感与意境，将作者想要表达及隐含

的内容最大化的展现到此刻 [3]。

例如，以鉴赏著名诗人陆游先生的《示儿》为例，通

过诗词写作的时代环境与创作背景，可以使我们更深层次的

了解到其至死不渝收复失地时心中的热血，从而体会到其浓

厚的爱国情怀，充分实现古代诗词的动态审美过程。

2 中国双钢琴的创作与发展

2.1 中国双钢琴音乐创作特点
中国的双钢琴音乐发展到 21 世纪，根据作品的题材，

我们大致将其分为音乐作品改编创作、民族民间元素借鉴创

作以及西方现代技法结合创作三种。相较于 20 世纪，双钢

琴音乐的创作类型与手法明显趋向了多样化。

作为现有音乐改编创作方式的著名双钢琴曲作品《红

旗颂》改编者，曾珍认为独奏改编创作双钢琴的具体手法大

致分为五种：

一是将织体进行拆分后再进行连接、实现一定的对题

点描；

二是将不同的、多样的音色进行叠加；

三是将音区进行对置；

四是将音乐作品的力度、高点以及齐奏进行拆分与 

变换；

五是运用滑奏、拨弦等新颖的技术与手法。

总之，改编者力求在最大化尊重原作者动、静态审美

特点方式之下，能够使得双钢琴演奏具有更多的作品趣味 [4]。

关于提炼民间、民族音乐文化与生活的元素进行改编

的创作手法，中国的双钢琴作品，特别是易于被广大人民群

众欣赏的具有中国民间特色审美趣味的音乐作品，可以说是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中国综合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中国音乐在进入到本世纪以后，作曲家们逐渐开

始对民族形式与内容开始感兴趣，并在专业领域进行不断地

探索与追求，通过鉴赏大量民间的音乐表现手法、叙述方式

等，获得传统音乐独有的创作灵感。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

双钢琴会选择直接引用民间现有的音调亦或加入特殊音调

与音响作为主要音乐织体来创作旋律。

在这些作品中，创作手法有复杂、高明、简单、稚嫩

等各不相同的特点，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是由一些相对于

年轻的作曲家来创作的，他们注重对新事物的发现与学习，

善于用发展的眼光进行创作，但因为作曲家们的创作经历、

经验不同，以及一些水准上的差距，欣赏起来会存在部分良

莠不齐的现象。此类作品，或在神韵、或在形态方面，会具

有一些中国音乐独有的风格特征，来源于戏曲、民歌、以及

少数民族音乐的主旋律配以民族调式为主的结构，描绘出与

民俗、古代地区以及神话等内容与画面，带有显著的具象 

特征。

第三种便是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结合中国情趣与意境

进行大胆突破创作的方式，在这种新形式的尝试之下，作曲

家们逐渐将自己的创作融入到生活经验整体中去，将二者能

够共同表达的情景、意境及韵味提炼到具体的旋律创作技法

中去，将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横向发展到双钢琴领域，逐渐趋

向于成熟。因此，我们将此类独有的双钢琴演奏形式作品称

为原创双钢琴作品 [5]。

2.2 双钢琴演奏新方法的运用和创新
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中国的双钢琴的表演方式主要采

用传统演奏技巧，即两架钢琴之间音乐节奏大多呈现规整对

位。21 世纪初期，为了营造新的音响效果，作曲家们逐渐

开始创新演奏技法，例如使用无声按键、用手臂抚琴、亦或

拨琴弦等方式进行弹奏。两架钢琴之间，也开始了新型对位

方式的使用，时常加入偶然音乐等，实现不规整对位。新形

双钢琴演奏技法的使用，促进了中国双钢琴表现力的多样化

发展，极大丰富了音乐表达形式与力量，总的来看，这一时

期较为深入与全面的使得双钢琴音乐创作在掌握传统民族

音乐规律的同时，为双钢琴音乐发展历史长河中注入了前所

未有厚度的精神实质，能够使各种音乐创作技法为表达更多

存在的内容与种类思想与艺术感情而服务。

不同时期的音乐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标志，

是因为在双钢琴创作技法领域中，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拓

展，一方面是由于艺术遵循着人们时间与实践积累而逐渐展

露出得思想内容需求，另一方面便是中国精神文化生活不断

丰富而出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发展产物，加之

中外音乐艺术文化与交流的日渐活跃态势，共同造就了中国

双钢琴创作思想解放新局面。

3 《霓裳羽衣幻想曲》中体味“诗乐”交汇

3.1 古诗词意境的诠释
3.1.1 音调素材的来源

著名的双钢琴《霓裳羽衣幻想曲》便取材于唐代广为

流传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舞》，表现出了那个年代艺术文

化的繁华与音乐修养，作为唐代宫廷中最著名的“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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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妙不可言。虽然于安史之乱之后，唐代音乐由盛转衰，

但终究是有只言片语的精彩谱调流传了下来，将乐舞的形

态、曲调，抽象的流传到后代至今。

无论曲谱是否完整、真实，唐代《霓裳羽衣舞》终究

是留下了一抹关于这一乐舞的壮美诗篇与灿烂文字，正如白

居易于《霓裳羽衣舞歌》中所言的 88 句诗篇，这一歌舞是

宫廷内最盛的史诗性表演，他蕴含了一整个年代的文化，是

里程碑式的歌舞情景。因而他将这表演情境绘声绘色的跃然

纸上，绘成一整个栩栩如生的记叙诗篇，无一不将那个年代

对于超前艺术文化的震撼体现的淋漓尽致。

3.1.2 双钢琴艺术的表达
作品《霓裳羽衣幻想曲》，属于借鉴西方器乐灵感而

创作的双钢琴体裁，于结构来讲，作者并没有采用作曲家们

的奏鸣曲式、回旋曲式以及赋格曲结构等体裁，而打破常规，

将较为自由的幻想风格加入结构中去，同时加入引子与尾

声，构成单乐章的自由形式曲体。但是，这种所谓的“自由”，

并非完全自由的随意组织，而是在规则中引入古代“散序、

中序、破”的曲体结构原则。

唐代燕乐法曲文化中，“散序”多指整套曲子前面由

乐队演奏的引子部分；主体部分为“中序”，器乐将音乐主

题带入到固定节拍起拍，歌唱与舞蹈配合进场；“破”则是

整部大曲的高潮部分，在没有歌唱的情况下使用舞蹈搭配器

乐节奏来表现主题内容，舍弃慢速的过程而直接从快速做起

点，渐进到极快到达高潮并于顶点结束。著名诗人白居易在

诗词《霓裳羽衣舞》中的速度与结构便是与法曲极为贴近的

结构形式，结尾处进入高潮“破”的一段舞蹈音调是此曲较

为辉煌的一笔，大致沿用原曲中的形式而省略原曲中突慢的

后缀式长音结尾。

细数双钢琴艺术的多种表达方式，《霓裳羽衣幻想曲》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结构形式，为中国的双钢琴艺术发展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于历史长河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奠基

作用，源远流长。

3.1.3 中国双钢琴音乐与古诗词发展的展望
我们锦以发展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双钢琴音乐的

创作与发展，可以悉数将双钢琴的艺术发展分为萌芽、探索

与初步的三个阶段。总的来讲，我们国家的双钢琴创作晚于

西方起步。但虽然如此，中国的作曲家可谓孜孜不倦，在双

钢琴民族化风格的表现力的探索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任何一

个国家的创作者的，加上本世纪初期以高校做代表而展开的

双钢琴音乐实践活动，共同奠定与促成了中国双钢琴音乐的

初期稳步发展。

此时，中国的双钢琴音乐创作已经打破过去仅仅将中

国民族特点结合西方创作技法相揉的固有创作模式，而是逐

渐将中国双钢琴音乐创作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特色的创新艺术道路，并使其长期固定于稳定而持久

的繁荣文化时期。

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经改革开放多年，造就了经济发展

与文化艺术环境大好局面，深深影响着人民日益对于钢琴艺

术的更高、深层次审美与需求，而具有中国特色与文化双钢

琴作品的出现与发展，极大的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音乐文

化的审美趣味。我们不妨将这种演奏形式看作一个长期化追

求和谐的过程，与社会文明发展道路接轨，创造新时期文明

中国。我们相信，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加入双钢琴创作这一

形式与理念长期发展下去，定能够于不久的将来使中国的音

乐艺术文化带入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

4 结语

论文对中国双钢琴音乐从三个角度于不同时期的发展

形态与形式对创作进行梳理与分析，详细勾勒出中国双钢琴

的创作与演奏特点，开辟出一条中国作曲家们独有的民族文

化与艺术接轨的艺术形式与道路，为后期双钢琴演奏的开展

与宣传积累了内涵与底蕴，并鼓励了中国更广泛的双钢琴音

乐创作，向世界证明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双钢琴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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