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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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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在中国获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众多优秀的钢琴改编曲是分不开的。论文通过梳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历史发展，论述
改编曲的表演风格特点，旨在弘扬民族优秀音乐文化，推动当代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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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钢琴传入中国才百年，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已取得较

为卓越的成就。在 20世纪 30年代之前，中国钢琴音乐的创

作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钢琴

改编曲，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复杂多变，中国人所能听

到、看到和接触到的都是带有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

义、印象主义艺术文化色彩的音乐文献，这些是完全不同于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乐语言、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的艺术

形态。在这时期中由于西方现代流派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

当时的作曲家对其认识不够深入、不够了解，致使这些现代

因素没有被中国当时的钢琴音乐所吸收，但这些反倒“使我

们充足的寻求出属于中国独特的音乐语言、民族特点的音乐

表达方式”。搜集的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改编曲 1921年

李荣寿采用民间音调为基础写作的《锯大缸》标志着中国作

曲家的创作更接近民族特色音乐语言与思维的民族化钢琴

音乐创作进程，开创了民族化钢琴曲的先河，他在标题的说

明上写道：“我国戏曲中的小曲子，很有些精神的，若是把

他译出来，用三和弦的法子配合，以西乐记谱法制成乐谱，

弹奏起来也是很有趣味的。”此后大量风格清新，语言质朴

生动，影响深远的中国钢琴改编曲产生。

通过了解、认识、欣赏、到喜爱中国钢琴改编曲，可

以领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美韵所在，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才

是中国音乐之本，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那些优秀的改编

曲包含着很强的创造性，它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运用钢琴

的丰富表现性能，对原来的民歌或乐曲有所发展和丰富，多

方面地揭示原曲所蕴含的形象和意境。

2 中国钢琴改编曲的发展概述

2.1 20 世纪初的萌芽期

20世纪初，伴随着钢琴传入中国，很多有识之士开始

了中国钢琴曲的创作，试图使这门西方乐器能够在中国生根

发芽。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先驱，其曾经将江南丝竹乐《老

八板》和民歌《湘江娘》改编为了《花八板和湘江娘》，通

过节奏和旋律的变化，使钢琴第一次奏出了中国的传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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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并由此拉开了中国钢琴改编曲的创作序幕。此后李荣寿

创作的《中国戏剧曲》、沈仰田创作的《中国戏剧曲钉缸》

等，也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的出现，让众多创作

者意识到了钢琴和中国传统乐曲结合的可能性，为后来的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2.2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繁荣期

1934年，俄国音乐家齐尔品在上海举办“具有中国风

味的钢琴曲创作大赛”活动，大大鼓舞了创作者们的热情，

江文也创作的《江南风光》和《浔江月夜》、刘雪庵创作的

《南来雁》等都是其中的佳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更是迎来了中国钢琴改编曲创作

的第一次繁荣。包含马思聪创作的《粤调三首》、陈培勋创

作的《卖杂货》、桑桐创作的《内蒙古民歌主题曲七首》、

汪立三创作的《兰花花》等，相对之前的众多作品来说，这

些作品在形式上更加完整，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真正将中

国民族音乐和钢琴融为了一体。

2.3 “文革”的高潮期

1966年至 1976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许多音乐家

通过改编革命歌曲或戏曲这种方法来获得政治上的允许，这

样不仅可以继续学习和演奏西洋乐器，而且还在全国音乐界

掀起了一股用西方作曲技法来改编革命歌曲的“浪潮”，也

促进了音乐理论上中西技法的融合，这也推动了中国钢琴改

编曲的第一次发展高潮。钢琴协奏曲《黄河》正是改编于《黄

河大合唱》，其集中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

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作品的时代特点是十分鲜

明的。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时期的钢琴独奏曲都局限于改编

曲，如杜鸣心的《红色娘子军》（1975年）等。

不过，作曲家们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剧种——京

剧的改革被认同的前提下，寻觅到了实践中国传统古典器乐

曲的改编、创编的途径，王建中的《百鸟朝凤》（1973年）

和《梅花三弄》（1973年），储望华的《二泉映月》（1972年），

陈培勋的《平湖秋月》（1975年）和黎英海的《夕阳箫鼓》（1975

年）。除此之外，还有根据革命歌曲创编的如崔世光的《松

花江上》（1967年），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1972

年），王建中的《大路歌》（1972年）、《翻身道情》等。

作曲家们纵然在种种限制中，也能寻找出具有中国意境、中

国神韵的表达，这些作品也标志着中国钢琴创作发展之路。

2.4 改革开放后的低谷期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艺术事业的多元化发展，钢琴创

作在题材上也是越来越丰富，某些创作者片面地认为，对于

传统音乐的改编不是真正意义的独创，所以使中国钢琴改编

曲一度陷入低潮，仅有谢耿的《霓裳羽衣曲》、朱嵩的《双

鹤听泉》等作品问世。这种观念上的暂时性偏差，是符合事

物认知发展规律的，也是中国钢琴改编曲的一个必然发展

阶段 [1]。

3 中国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色

3.1 富有内涵的标题

标题性钢琴作品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体裁，作曲家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而给作品加上的一个简

短标题，从而使整个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指向更加明确。这

一点在中国钢琴改编曲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作曲家在创作

过程中力求使标题成为整个作品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语道出

整个作品的内涵，获得一种“未闻其声，先解其意”的效果。

例如，黎英海的钢琴改编曲《夕阳箫鼓》，就对原琵琶曲的

标题进行了全部保留，“江楼钟楼、临水斜阳、月上东山、

风回曲水、花影层台、水深云际、渔舟唱晚、回澜拍岸、桡

鸣远濑、欸乃归舟、临江晚眺。”抛开乐曲不谈，仅仅是这

些诗意的标题，就能够给我们以极大的美感享受，而当钢琴

曲响起之后，根据标题产生的一些想象就会得到一一验证，

再一次体验那种中国传统音乐追求的如诗如画的意境。

中国钢琴改编曲大多数作品都有明确的标题，用说明

性和描绘性的标题来使演奏者获得呈现作品内容的灵感，把

感情投入到音乐中通过演奏展现给听众；而听众也在不了

解乐曲的情况下，看到作品的标题可对音乐内容作适当的联

想。叶露生改编的钢琴曲《兰花花的故事》，作品根据陕北

的民歌改编而成，从标题来看就已知这部钢琴曲讲述了一个

故事，人们可以通过对故事情节的联想来更加深入地理解

音乐。钢琴作品的标题对乐曲所表现的音乐内容作了贴切

的描述和提示，对于启迪演奏者在演奏时投入情感，引发听

众欣赏过程中的联想，进而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具有重要的

作用 [2]。

3.2 灵活多变的结构

传统西方钢琴作品的曲式结构有着严格要求，按照统

一和均衡的整体原则来发展音乐，最为经典的即 ABA结构，

单三部曲、复三部曲、奏鸣曲等无一例外。但中国传统音乐

几乎没有曲式结构方面的限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散体性结

构，从“散板”开始，然后经过或快或慢的发展之后，再回

到散板上结束。所以中国钢琴改编曲也自然会受到这种结构

的影响。例如，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就完全遵循了

原二胡独奏曲的结构，采用了对主体进行三次变奏加一个尾

声的形式，每一次变奏都是一次情感的自然抒发，并逐渐形

成了整首曲子的高潮，然后再慢慢回落，更像是对原曲的一

次裁剪和压缩。王建中在对唢呐原曲《百鸟朝凤》的改编中，

对全曲进行了全新的段落安排，然后再自然将其串联在一

起，给人以散中求同、凌而不乱的效果。

另外，中国传统音乐常有自由随意的节奏特点，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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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者有了极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时也给欣赏者营造了无限

的想象力。例如，王建中改编的《浏阳河》是一首家喻户晓

的中国民歌，篇幅较为短小，王建中特意采用了将主题进行

加花变奏的形式，对原来的结构进行了扩展，将其设置为了

引子、起始部、主题部、再现部和尾声五个部分，通过这种

扩展，换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空间，也就巧妙解决了曲式方

面的难题。由此可见，中国钢琴改编曲在结构方面是十分灵

活的，将中国传统乐曲中最精华、最具特色的部分予以了完

整的保留和创新的表现 [3]。

3.3 惟妙惟肖的音色

一方面，钢琴素有“乐器之王”的美誉，有着宽广的

音域和丰富的音色，所以其能够和世界上多个地区和民族的

音乐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器乐艺术十分发

达的国家，民族乐器门类众多，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也是数

不胜数。所以，在将其改编为钢琴曲的过程中，对于原有乐

器音色的模仿，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不但使改编曲与原

作更加契合，同时也使钢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丰富和扩展。

例如，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原是一首二胡曲，

为了模仿出二胡特有的音色，储望华特意使用了二度和三度

的单倚音，从而将主人公内心中的那种哀怨和凄苦表现得淋

漓尽致。又如王建中改编的《百鸟朝凤》，原本是唢呐独奏

曲，通过对多种鸟类叫声的模仿，展现了一幅热闹欢快的大

自然景象。对此其运用多种手法，分别模仿了笙、箫、扬琴、

唢呐等多种乐器，将百鸟争鸣的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这些

栩栩如生地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不但更加形象地表现了

作品本身，也使钢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丰富和扩展，体现

出了中国音乐家对钢琴艺术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4]。

3.4 民族韵味音调元素

民族色彩的调式

调式是整个音乐的骨架，对于音乐风格有着重要的影

响。中国音乐普遍采用五声调式，通过两个偏音的加入，构

成六声或七声音阶，与西方音乐中的大小调调式体系有着本

质的不同。但是钢琴是一件西方的乐器，其在形制和构造上，

自然是以表现大小调音乐为基础，这给中国钢琴改编曲在调

式上制造了一些困难，中国作曲家通过各种灵活的手法，巧

妙化解了这一难题。

民族韵味的装饰音

在中国钢琴曲旋律中起到特殊的音乐效果，体现民族

乐器的音色特点，模仿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和音色，是我们

能否更加贴切地表现中国钢琴音乐韵味的关键。

例如，《百鸟朝凤》中运用了小二度倚音来模仿鸟鸣

和自然界的鸟儿们争相朝拜凤凰的热闹景象，衬托出灵巧生

动的音乐效果；再如，《彩云追月》引子段落中，作曲家巧

妙地使用了颤音的装饰音来渲染自然界美好的意境，描绘出

了一幅彩云与明月在夜色映照下的水面上缓缓升腾，天空中

的月亮和水中映照的月亮相映成趣的美丽画面。装饰音在旋

律中的运用丰富了音乐的内容，烘托了音乐的意境，体现出

中国音乐中特有的民族韵味 [5]。

4 结语

综上所述，钢琴在中国已经有了百年的发展历史，之

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众多优秀的钢琴改编曲是

分不开的。这些作品不但拉近了钢琴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丰

富了钢琴的艺术表现力，更让民族音乐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在当前的钢琴教学中，对这些作品足够的重视并主动应用到

教学中，不但是钢琴教学质量提升的需要，更是中国钢琴事

业将来发展的需要。多年的教学实践感受到改编曲是普及中

国钢琴作品的一条必经之路，能使钢琴音乐为中国的老百姓

所易于接受，由此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钢琴创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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