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钢琴作为西方舶来品，它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

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多重曲折与沧

桑的历史，很多中国作曲家在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努

力之后，慢慢把钢琴这种西方的创作技法与中国民

族音乐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并获得了一些有益的

收获，取得了一些不可小觑的艺术创作经验与成

果。那么，朱践耳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史上一位

举足轻重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涉及到了很多方

面，并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其中，他的钢琴艺术创

作虽然说并不属于朱践耳音乐创作中的重点所在，

但是，他却一直在努力寻找钢琴与中国民族音乐有

机融合的有效途径，并为我们后人保留了不少优秀

的钢琴文本。他的钢琴作品创作有着独特的艺术

特色，是他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较高艺术成就，并对

此后的钢琴作曲家进行钢琴创作提供了丰富且宝

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2 朱践耳钢琴作品的艺术特色
朱践耳一生中创作的钢琴作品主要有八首，比

如说五十年代的处女作《序曲一号“告诉你”》开始，

然后他相继创作了《序曲二号“流水”》、《主题与变

奏》、叙事诗《思凡》、《云南民歌五首》、《摇篮曲》、钢

琴组曲《南国印象》等，这些钢琴作品都给人们留下

了较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我

们可以得出朱践耳钢琴作品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

与艺术特征。朱践耳的钢琴作品非常丰富，有很多

种类的体裁和风格，钢琴作品的种类涉及到了小

曲、变奏曲、奏鸣曲和组曲等。朱践耳早期的钢琴

作品主要采用的是欧洲传统作曲技法，后来也开始

注重对于现代作曲技法的研究与实践。事实上，朱

践耳的这种钢琴作品创作手法的实际运用情况，无

论其表面形式如何，实质上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

个作曲家在不断摸索与探寻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元

素与其他西洋音乐元素之间的契合点，让它们能够

有机结合、融合并实现一定的创新与发展。无论是

哪首钢琴作品，朱践耳的钢琴创作具有一定的艺术

特色，是现代创作技法与中国传统民族元素之间的

独特结合和巧妙构思，体现了朱践耳钢琴创作方面

的整体特色与艺术魅力[1]。应该来说，朱践耳的钢

琴作品有着普遍性、规范性和创造性，还应该具备

一定的广泛性、典型性和创新性。

2.1 和声配置方面的艺术特色

朱践耳创作的钢琴作品中，其和声配置方面走

出了传统的五声性的桎梏，而是采用了更为性格化

的变奏曲。朱践耳所创作的《主题与变奏》变奏曲

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朱践耳的这首变奏曲并没

有具体的标题，内容就是非常纯粹的音乐。朱践耳

的这首钢琴曲在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和故事情节的

情况下就是单单依靠自身的音响特征就可以将钢

琴作曲家的内心精神层面展现出来。事实上，我国

作曲家包括朱践耳在这个领域的作曲接触，正式开

始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由于受到当时作曲水平

的限制与制约，当时的钢琴作品数量并不算多。直

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的钢琴艺术才开始

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很多作曲家开始把钢琴变

奏曲与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结合起来，并取得了不

俗的创作佳绩，比如说朱践耳的《主题与变奏》变奏

曲。这首变奏曲是在朱践耳在苏联音乐学院留学

期间创作的[2]。这首变奏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就是说朱践耳在乐曲内容表达与音乐性格塑造方

面，都精心安排了和弦与和声，并在和声配置方面

突破了原有的五声性藩篱，对于朱践耳来说，其这

首钢琴变奏曲是对其钢琴音乐创作的一次大胆突

破与全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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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的钢琴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含蓄、委婉、

优美的音乐主题和旋律，给人一种亲切的音乐质

感，通过突破传统的五声性藩篱而具有了与众不同

的自然新颖听觉享受。应该说，朱践耳的这种钢琴

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于变奏的处理方式，不仅能够进

一步丰富和声结构，还可以避免中国五声旋律线性

思维与欧洲和声结合时有可能会导致的僵硬感，还

可以为不同性格的音乐提供有效的服务。朱践耳

的钢琴变奏曲具有几个较为突出的创意，即主题呈

示中雅、燕乐两种调式音阶，平行小三度半音式下

行与七声音阶的自然对置，不仅让听众感受到浓重

的清新感，还可以让听众深切的感受到其中所蕴含

的中国风。这种五声性藩篱的大胆突破，是朱践耳

在对西洋音乐的深刻理解与领悟的基础上，并为了

塑造不同的音乐风格与音乐个性而进行的全新尝

试。当然，朱践耳的这种主题是为此后的音乐变奏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要是为其音乐变奏的引申埋

下了不少有益的伏笔。比如说，主题第 3、4 小节相

差大二度的调性模进在变奏中的引申，平行三度的

半音式进行在变奏中的引申以及主题呈示中带有

倚音的八分音符在变奏中的引申等，从而使得《主

题与变奏》这首钢琴变奏曲体现出体裁化、风格化、

形象化的新特点。

2.2 调性调式方面的艺术特色

朱践耳的钢琴作品中，还巧妙融合了佛曲元

素，实现了将巧妙的调性调式布局以及独特的和声

交织在一起。朱践耳的钢琴曲叙事诗《思凡》就是

采用的奏鸣曲式方式创作而成的。因为奏鸣曲式

有着较高的结构布局与作曲技法要求，所以，我国

的作曲家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尝试着使

用奏鸣曲式来创作钢琴作品，然而，数量仍然是非

常有限的。那么，朱践耳则在苏联留学期间为独幕

芭蕾舞短剧《思凡》而创作了叙事诗舞剧音乐《思

凡》。这部舞剧的题材来自于民间戏曲《思凡》，但

是，朱践耳却把其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并让其与

舞剧剧本情节有机融合在一起。因此，该部舞剧音

乐作品虽然是由朱践耳独立进行音乐构思而成，但

是，其创作的过程中仍然借鉴了原始的故事内容，

并按照音乐的内在逻辑性，把舞剧中所要表现的人

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等都充分展现出来，并通过奏鸣

曲式对各个剧情进行了艺术性的丰富想象。

在该首奏鸣曲中，朱践耳主要创作了三个独具

特色的主题，即第一个阴森恐怖的引子主题，第二

个青春活泼的主部主题以及第三个纯真柔美的副

部主题。这三个主题各具特色。具体来说，朱践耳

在该首奏鸣曲的开始乐曲部分，就把人带入到了一

个阴森又压抑的庙堂里去了，让人听到了一种声入

磐石的庙堂音响。此后，它还在后面的主部及副部

主题的调性给予了一定的暗示，让低、高音区旋律

进行相互的对置，让听众能够产生丰富的想象，并

预示了此后戏剧化发展的故事情节。在整首奏鸣

曲中，最为明亮的主部主题，就像一束明媚的阳光

与引子部的阴森主题有着较为强烈的对比效果。

其中，有一段极为引入注目，那就是左手部分半音

阶式的下行跑动，让整首奏鸣曲显得不同于中国传

统音乐风格，而又包含着浓郁的中国音乐风，给听

众带来一种非常别致的音乐体验。随后的几个部

分，都很好的展现了朱践耳对于舞剧中人物心理世

界的描述，并表达了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变化，

并通过奏鸣曲式让听众感受到了最后故事人物的

情感由激烈转为平和的变化过程。这就是说，朱践

耳通过奏鸣曲的优美乐曲音符，向听众描述了一个

非常感人的故事，其整个故事情节的变化，都是随

着音乐的变化而发生着戏剧化的变化，无论是调式

布局还是作曲技法运用，无不体现了朱践耳对于钢

琴音乐创作的深厚功底，他的钢琴奏鸣曲既具有内

在的深情，还具有交响音乐的激情，充分展现了朱

践耳不凡的音乐能力。

2.3 现代与民族完美融合的艺术特色

朱践耳的钢琴作品创作充分向我们展示了他

独到的现代作曲技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完美融合的

较高境界。朱践耳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南国印象》

组曲就是采用了较为古老的套曲曲式，而这又是十

七、十八世纪最为古老且重要的器乐曲式之一。所

谓组曲就是指基于各个乐章之间的对比并置原则，

从而使得每一个乐章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乐曲，每一

个并置的乐章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静止的对比画

面。虽然说组曲在我国的创作并不是非常鼎盛，但

是，仍然不乏优秀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

气象，使得我国钢琴音乐创作获得了全新的创作技

法与创作理念，也推动着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的

创作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摸索与尝试。那么，朱践耳

的《南国印象》创作于 1992 年，它的出现很好的向听

众展示了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元素

之间的完美结合，并蕴含了朱践耳独特的音乐创作

个性而成为了中国钢琴组曲中不可多得的一部钢

琴佳作。这首钢琴组曲保留了中国民歌传统的音

乐旋律，并同时创造性的把现代作曲技法中的调

式、调性、复调、和声等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从而不

仅保有原始民歌的风味，又在创作技法上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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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突破，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进一步

增加了钢琴织体、色彩的浓厚度[3]。当然，这首钢琴组

曲还在提供自由迂回的音乐旋律的同时，给演奏者提

出了更高的表演要求，需要他们具备更为自由广阔的

想象空间。此外，朱践耳在节奏与调性方面的独特处

理主要体现在《阿哩哩》中，其有着明快的歌舞旋律特

征，并烘托出了热情洋溢的节日气氛。

3 结语
总之，朱践耳在学习了丰富的西洋音乐创作技

法与理念之后，又充分结合了我们中华民族独具韵

味的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了多部有着艺术特色的

钢琴作品。根据他的这些钢琴作品创作特色，我们

可以发现，朱践耳的钢琴创作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

的经验与成果的借鉴，比如说，钢琴创作要善于从

丰富的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并与不断发展的创作

技法相结合，要善于运用特别而准确的手段，不生

硬、不保守地突破民歌局限，同时兼顾民族性、趣味

性，形象地表现出具体的音乐内容，从而使得钢琴

创作在西方现代化的作曲技巧与民族性元素结合

的基础上，形成作曲家独具个性的钢琴创作风格，

不仅让听众感受到强烈的思想情感与精神气质，还

可以不拘泥于传统风格，带有西方音乐的现代化元

素，让钢琴作品更具新颖性和吸引力，进而为我国

钢琴音乐创作提供更为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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