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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它的优良全面性功能将中西音乐

文化很好地链接到一起，自钢琴流入中国以后，演奏家们从

钢琴的演奏风格、技巧上不断渗透中国音乐文化，使得钢琴

在中国依然能够被广泛流传和运用。中国钢琴艺术的核心就

是演奏艺术，在演奏艺术中融入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使其

能够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演奏风格，能够更好地将传统音乐

文化传承下去，为音乐文化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一、对演奏者进行民族风格意识的渗透

1、从作品的创作来源进行民族风格意识培养

目前国内很多带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钢琴作品，创作的来

源都蕴含着民族的色彩。培养民族风格的意识，就要去了解

每首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及创作背景、动机等，能够提高民族

风格意识的有效渗透。例如，钢琴作品《夕阳箫鼓》就改编

于中国的琵琶名曲《浔阳琵琶》，陈培勋的《平湖秋月》是

根据与之同名的广东音乐所进行的改编，王建中的《百鸟朝

凤》也是根据与之同名的笙曲来改编的，包括《梅花三弄》

也是改编于同名的古琴曲。这种改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

十分之多，经过改编后的钢琴曲带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文

化，使其在音乐语言的表达上更具表现力，以及能够体现出

较为明显的乐器特色。对所需要演奏的音乐作品能够从该作

品的创作背景，所蕴含的民族特色文化进行了解，理性思考，

这样在钢琴的演奏中才能形成正确的民族风格意识。

2、从作品的旋律线条中进行民族风格意识培养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其精神都可以在音乐作品的经

典旋律中传承，带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在旋律的演奏

上极具线条美，使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在演奏时极具生命力。

将民族文化通过旋律的波动延绵展现出来，给人听觉美的享

受，在旋律的表现上通过利用多声部纵向织体以及横向线条

完美地结合使其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在中国音乐作品旋

律的创作中，采取中国音乐特点与钢琴乐器本身的特点相结

合，将中国音乐的单线性与钢琴的多声表达能力完美结合，

使得所创作的音乐更具独特性。实际演奏中，通过将钢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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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旋律线条进行不断的润色来达到钢琴作品演奏的民族风

格。从审美的意境中体现音乐的和谐，致力于音乐文化审美

的最高境界的追求。

二、从不同层次对民族风格的把握

1、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旋律中把握

钢琴作品演奏的核心就是旋律，对于在中国钢琴作品演

奏民族风格的把握上，主要从民族风格的旋律来进行研究。

在钢琴作品民族风格的旋律演奏中，在具备钢琴作品本身的

旋律基础上加以民族风格的旋律特色。在中国音乐文化传承

的路上，需要注重在演奏艺术上突出丰富的旋律线条民族演

奏特点。中国音乐艺术中线的艺术与西方的板状艺术有着较

为明显的差异性，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旋律线条，演奏的同

时还需要更深层次地了解带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旋律特点。很

多作品的创作都是围绕着特色民歌、不同的民间音乐、不同

民族的戏曲、以及不同民族的曲艺来展开对旋律的创作，使

得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带有民族的特色风味以及民族的历史文

化韵味，将其在演奏中重点凸显出来。

例如，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彩云追月》，在该首

作品旋律的创作中融入中国民族的五声音阶，使《彩云追月》

的旋律极具流畅的线条感，通过动听、优美的旋律凸显出民

族的质朴感。《彩云追月》该曲主要由六个乐段所组成。分

别为前奏、A 段、B 段、间奏、A 段、尾奏。在前奏的旋律中

融入了管弦乐的弹拨乐器，以及融入了上琶音、五声音阶、

长颤音等，使得整个前奏的旋律演奏出轻盈的衬腔，带有明

显的民族风格。整个钢琴曲总共出现了两次 A 段，整个 A 段

的演奏是融入笛子与二胡的演奏旋律，给人一种轻声诉说的

叹息情绪；在和声上采用七和弦伴奏，使得整个 A 段的旋律

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线条感，突出民族色彩。在钢琴曲 B 段的

演奏中，旋律依然主用笛子与弹拨乐器音色的结合，赋予旋

律线条更加的丰富饱满。在演奏手法上采用复调手法营造曲

子旋律的意境感。整个钢琴曲的间奏部分是采用主下属两个

和弦，系非动性的和弦来进行的演奏，能够呈现给人一种宁

静悠闲的意境美。最后的尾奏部分，采用的是跟前奏差不多

的旋律线条，主要体现出彩云追月永不放弃的奋进精神，同

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2、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情感中把握

音乐的灵魂是情感，那么钢琴的演奏灵魂亦是情感的传

递，钢琴作品演奏的民族化以民族的情感为依托展开演奏。

在钢琴曲的演奏中，需要融入作品里民族的情感，带着民族

特有的情感文化去对钢琴曲子进行演奏。怀着真挚的情感进

行演奏，能够通过演奏将演奏者的民族情感传递出去，提高

音乐的表现力，能够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最终达到以情动

情的演奏效果。诸如，钢琴大师郎朗在演奏《黄河》这首钢

琴协奏曲时，将作品的情感与郎朗自身的情感融为一体，成

为中国演奏艺术表达民族情感的代表性人物。在钢琴演奏中

把握民族风格，主要是民族情感的表达，将民族情感与音乐

艺术、传统美学相结合，体现美与善的统一性。使得作品带

有一定的艺术伦理价值。在钢琴民族风格的演奏中注入美学

的审视角度会有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3、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音色中把握

中国钢琴演奏民族风格构成要素之一是民族风格的音色，

中国有很多种乐器，乐器之间的音色各有特色，因此凭借乐

器不同的音色可以明确地分辨出来。很多钢琴作品在旋律的

采用上模仿民族风格的乐器，通过将民族乐器的音色进行润

色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通常被模仿的乐器有笛子

的音色，以及弹拨乐器的音色、琵琶的音色等，在钢琴曲中

运用各种民族乐器的音色能够为钢琴曲中更添民族特色。中

国钢琴演奏民族风格的构成要素还有装饰音的演奏，通过倚

音、波音、颤音、回音、滑音等在钢琴曲中灵活地运用，使

得整首曲子的音乐表现力更强。在民族风格的演奏中通常融

入装饰音，是为了将民歌的演唱特点与乐器的演奏特点进行

相融合，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运用民族器乐装

饰音的《平湖秋月》这首钢琴曲。

4、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整体布局中把握

整体布局占据整个钢琴演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

方的传统音乐中，音乐的整体结构布局较为理性化，整个乐

曲的结构非常严谨，遵循均衡统一的原则。而中国的音乐整

体结构更注重感性思维，在音乐的结构中突出音乐内容的表

现，音乐结构的展开主要围绕着内容和情绪的发展来进行布

局，整个段落之间相对较为自由。中国传承下来的音乐文化

在经历了岁月无数次的捶打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

曲式结构，包括一段体、多段体、变奏体、循环体等等。从

这些具有特色的曲式结构中体现音乐的独特性、魅力性，很

多中国的钢琴作品中都有传统音乐的曲式结构特征。

在对中国钢琴民族风格的演奏中，演奏者需要根据钢琴

曲的音乐结构以及音乐的整体布局去对民族风格的演奏有所

把握。例如钢琴曲《皮黄》，这首曲子的整体布局、音乐结

构是为京剧中的板式来展开的，通过采取戏曲的变奏手法将

旋律以一波三折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出传统音乐的语言表

达，能够带给听众一副充满情趣的戏曲意境。将该曲子中最

有特点的板式集中起来，构成一个具有戏曲板式结构的曲式

结构布局。与西方的变奏曲有点类似，但是两者的不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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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奏曲是连贯性、整体性的，中间没有分界线。在对

该种曲子进行演奏时，要注重曲子中结构的整体性以及每个

乐段之间的旋律特色，并能将其从内部进行很好的链接。

例如在演奏钢琴曲《巴蜀之画》时，能够将钢琴曲中的

六首乐曲进行合理的设计安排，使其能够具有整体性的布局

结构。在刚开始的演奏中以四川蒲江民歌为主题音调，能够

在《晨歌》中体现出民族的特色以及民歌所带有的地域特征。

第二首乐曲采用茂县藏族民歌为主题音调，通过演奏音量对

比的方法，突出《山上的积雪好似一朵花》中回声的音乐意

境以及所要体现的音乐效果。第三首乐曲主要采取江油民歌

为主题音调，在《抒情小曲》中突出演奏的歌唱性以及女性

的阴柔之美。第四首乐曲在旋律中融入藏族民族穿皮鞋跳舞

时的律动，使得整首曲子《弦子舞》将女性的阴柔美与男性

的阳刚美融合在了一起。第五首乐曲利用转调模进的演奏手

法，利用《蓉城春郊》这首乐曲将整首《巴蜀之画》推向了

高潮。最后的一首乐曲《阿坝夜会》凸显出热情豪迈、真挚

友爱的藏族人民的性格。整首《巴蜀之画》从第一首乐曲《晨

歌》到最后一首乐曲《阿坝夜会》，完满地演绎了四川少数

民族一天的生活画面，在《巴蜀之画》钢琴曲的创作中运用

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创作原则以及创作手法，将四川少

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完美地展现了出来，而整首《巴

蜀之画》的布局将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格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5、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对比手法中把握

在钢琴作品的演奏中常常会用到对比的艺术手法，对比

艺术手法在中国钢琴作品民族风格的演奏中能够通过对比手

法的音色对比、调性对比、速度对比、力度对比、和声对比

等进行演奏，致力于整首曲子更具有民族风格特色。例如钢

琴曲《牧童短笛》，在该首钢琴曲的高声部采取了竹笛的音

色模仿，在低声部依然采用了竹笛的音色模仿，使得整首曲

子中呈现高声部低声部竹笛的对比，为钢琴曲《牧童短笛》

添色不少。民族风格的对比还需要考虑两者对比的合适度、

和谐度、互补性来进行创作，要达到虚实结合、轻重缓急、

刚柔并济的效果，主要是能够体现出中和之美，使得钢琴曲

的演奏更具和谐性。

6、从钢琴作品演奏民族风格的踏板运用中把握

踏板对于钢琴演奏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演奏过程

中如何将踏板与钢琴曲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一大难点，不同

的钢琴曲在演奏时需要体现出不同的演奏风格。在演奏前期，

演奏者首先需要对所演奏的曲子进行深度的研究，探究该曲

子的创作背景、演奏风格、民族文化特点等。中国的音乐传

统文化注重音乐的韵味性表达，音的表达不仅仅只是简单的

音，会以这个音为基础衍生出一系列的虚音，通过变异、运

动衍变的虚音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独有韵味。钢琴本

身每个音发出后不会再有所改变，但是踏板的出现，能够将

这个音进行变化，改变音的长短、音色，能够通过踏板使得

演奏的作品呈现多层次、多变化的音乐效果。

比如钢琴曲《筝箫吟》中的华彩段落，通过演奏者演奏

手法的细腻控制以及将连音踏板和弱音踏板进行相结合，呈

现给人们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音乐缥缈之美，带给人们听

觉以及精神上的享受。演奏中音流的不断增强，这时就需要

将弱音踏板慢慢放开，而右脚需要对延音踏板以抖动的方式

将该曲推上高潮部分；而音流再次减弱，需要配合左脚的弱

音踏板以及连音踏板，呈现出声音的由远至近逐渐消失，给

人一种绵长、悠闲的音乐表达以及韵味悠长的意境之美。采

用五声性音乐特点，强烈的色彩性能够减弱音乐的功能性，

运用踏板时以和声、节奏、色彩、风格为基准进行灵活运用。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化与现代的音集化中灵活地运用踏板，

能够使踏板在钢琴的演奏中体现出不同的音乐之美。中国钢

琴作品中的踏板与西方和声中的踏板规律有所不同，中国钢

琴作品中的踏板运用具有多重可能性，在演奏的过程中能够

熟练地运用踏板的各种使用方法，对于音响的结构以及民族

音乐风格有着不一定的意义。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钢琴在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的时候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因此在钢琴的演奏中融入民族文化，还需要根据国

内的钢琴作品的内部特征为出发点，能够使得钢琴演奏的民

族风格得到更好的体现，增强民族风格钢琴演奏的音乐表达

力。对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的不断研究，对中国钢琴演奏民族

风格有着促进作用，并且达到了弘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精

神，做到民族音乐文化更好地传承。

【参考文献】

[1] 曹  静 . 论民族元素在中国钢琴作品创作中的应用 [J]. 湖南科技

学院学报 ， 2020，41(04):133-136.

[2] 陈  垚 . 我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风格研究 [J]. 黑河学院学报 ， 

2019，10(05):167-170.

[3] 邵  杨 ， 周澄嫣. 试论我国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及其风格体现[J]. 

贵州民族研究 ， 2018，39(04):124-127.

[4] 伍钰佳 . 中国钢琴作品中民族风格的表现——以孙以强钢琴曲

《春舞》为例 [J]. 黄河之声 ， 2017(01):89-90.

【作者简介】

韩莎莎（1982—），女，汉族，河南清丰人，本科学历，职称：讲师，

单位：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主要研究方向：音乐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