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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塞上，天高气爽，历时五年写就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技法与特

征》终于等到了付梓大日。作者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整理中国近现代

钢琴音乐作品创作技法的整体发展历程。这是何等浩大的工程，但最终功夫不

负有心人，这本凝结作者五年心血的作品即将要与读者见面，作为一个自始至

终的见证者也分享了这份成就的喜悦。

钢琴为什么迷人？这是我和作者经常讨论的话题。钢琴顶着乐曲之王的光

环历经好几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为何还是屹立不倒？这一古老的乐器为何在繁忙

的现代社会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钢琴音乐给我的直观感

受是忧伤，钢琴音乐的创作也围绕着纾解人们低落思绪而展开。然而，作为钢

琴音乐业内人士的作者无时不在刻意提醒我，钢琴音乐的创作永远充满了力量

和正能量，这是钢琴历经沧桑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钢琴是战鼓，

在逆境中给予绝望的人们前进的力量；钢琴是良药，在苦痛中给予失落的人们

生活的勇气；钢琴是号角，在希望的黎明里给予奋进的人们坚持到底的渴望。

钢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载起人类的精神世界，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钢琴音

乐是一种最不会被遗忘的见证。钢琴的独特魅力使得钢琴音乐的创作在世界的

各个地方都能生根发芽，钢琴音乐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可以和各种文化接轨

产生出无穷的变化。

这才是作者迷恋钢琴音乐，进而要为钢琴音乐创作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个整

理工作的原始动力。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伴随着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进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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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者要进行全面的总结必须同时对钢琴音乐和中国近现代历史都要有全面

的认识，这也是这本著作最难得的地方。

凭着对钢琴音乐发自内心的热爱，作者克服了种种难以预想的困难，在做

好日常工作、照顾好家人生活的空隙奋力完成了写作，让人感动。感谢作者的

努力付出，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为钢琴音乐的普

及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高心

201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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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调查法、文献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参考了大量的钢琴音乐作品以及

相关文献资料，立足传统和现代技法相结合的基础，从创作技法、创作特点、意

义及思考三个方面，对 20世纪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历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整

理，目的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客观地展现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认识和

掌握中国钢琴音乐技法特征和创作特征。笔者就所能收集到的文献以及乐谱资料

进行研读，对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特征的认识作如下论述。全书共分 4章。

第一章 对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基本概况进行初步总结。这对于钢琴音

乐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和非凡的意义，同时对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者和

演奏者亦能够起到提示性的作用。

第二章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历程。本章以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为主（包

括代表人物、历史事件、主要作品、技术化的名词称谓等），技术现象和特征安

排在后面。共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该部分通过技术分析来研究各时期作品的和声构造形态、曲式结构形态、旋

律形态、节奏形态等技法特征。

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中国的钢琴音乐艺术也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精

神与领导者的政治倾向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历程划分为五

个历史时期：早期钢琴音乐创作（1936年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钢琴

音乐创作（193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年钢琴音乐创作（1949—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钢琴音乐创作（1966—1976年），新时期钢琴音

乐创作（1977—2005年）。

第一时期 早期钢琴音乐创作（1936年以前）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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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声音乐的专业创作始于 20世纪初（据《人民音乐》1984年第 3期文章，

我国第一首正式出版的钢琴作品是赵元任先生 1914年创作的《和平进行曲》），是

以大、小调体系的功能和声作为起步的，开始有意识地把欧洲功能和声与中国民

族音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基本上是尝试性的，创作手

法简单，在曲式结构、和声构思等方面都带有明显模仿欧洲古典乐派创作手法的

成分。当时我国作曲家对外来的作曲技法和艺术形式处于学习阶段，还没能同我

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这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发展历史的必然过程。

第二时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钢琴音乐创作（1937—1949年）

20世纪 30～40年代中国一直十分动荡，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反映时代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的共同主题，作曲家们将时代性和民

族性等因素注入各种音乐体裁的创作之中，把中国传统音调与民族和声运用得更

加成熟。这一时期的钢琴音乐创作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新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

音乐史上钢琴音乐民族化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

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老志诚的《摇篮曲》《牧童之乐》，江定仙的《摇篮曲》等，

其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是 20世纪的上乘之作。该作品风格典雅、技法精湛、

层次分明，在民族音乐语汇（旋律、和声）的运用上要比赵元任、萧友梅等人的钢

琴作品有明显的提高。

第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年钢琴音乐创作（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的繁荣稳定给了作曲家们良好的创作空间与基

础。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钢琴音乐创作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在体裁形式上，这一

时期基本上以欧洲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体裁形式为主，寻求西方作曲技法与中

国传统音乐相结合的体裁形式。音乐风格质朴，贴近群众生活。如丁善德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作的几部很优秀的钢琴作品：《第一新疆舞曲》（1950年）、

儿童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1953年）、《第二新疆舞曲》（1955年）等，这几部钢琴

作品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民族五声性的和声织体，表现了作曲家独到的艺术造诣。

桑桐的作品《内蒙古民歌钢琴小曲七首》中还运用了复合功能和声的创作技法等。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年间的钢琴音乐创作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

作曲技法上相比从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创作题材上广泛多样，作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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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丰富新颖，音乐风格质朴又富于时代性，作曲技术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并能够

自由地运用民族音乐语言按照严谨精致的逻辑结构和形式进行创作，由此构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年间钢琴音乐创作的整体艺术特征。

第四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钢琴音乐创作（1966—1976年）

十年的浩劫给中国钢琴艺术界带来了太多的劫难与损失，正在繁荣发展的中

国钢琴音乐事业被迫陷入沉寂状态。中国钢琴音乐工作者并没有被困境限制住，

他们创作了各种题材的钢琴改编曲。第一类是对“样板戏”音乐的钢琴改编曲，

其中有些作品艺术价值不高，只留给人们反思历史的作用了。第二类是根据传统

民族器乐曲改编而成的钢琴独奏曲。此类作品的题材都是根据传统民间器乐曲移

植并改编而成的，作曲家既对原曲进行了删减，又保留了原曲的基本构架，并通

过现代作曲技术把中国传统器乐曲中的那种“中和、深邃”的品格，“静、虚、

淡、远”的意境，“有形有神、神形兼备”的韵味演绎出来。如储望华改编的

《二泉映月》（根据同名二胡曲改编）、陈培勋改编的《流水》（根据同名古琴曲改编）

等。第三类是以民歌或创作歌曲的旋律为素材改编的钢琴曲。如王建中改编的

《浏阳河》（根据同名民歌改编）、崔世光改编的《松花江上》（根据同名歌曲改编）、

储望华改编的《闪闪的红星》（根据同名电影歌曲改编）等。这类钢琴改编曲的创作

题材基本采用原歌曲的结构，这就限制了作曲家的创作空间和思维，此类作品的

艺术价值各不相同。这一时期是以改编音乐体裁形式为主，寻求中国音乐本色的

创作时期。

第五时期 新时期钢琴音乐创作（1977—2005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日

渐频繁，这给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与技法。除了延续“文

革”时期的改编创作风格之外，一批中青年作曲家开始尝试创作使用西方近现代

创作技法与中国音乐气质相融合的具有“当代中国音乐风格”的现代钢琴曲。此

外，一些作曲家自创了个人的作曲理论体系，如赵晓生的钢琴曲《太极》就是运用

自己创作的“太极作曲体系”中的“阴阳调式系统”创作的钢琴作品等。这一时期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入了体裁、风格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第三章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特征。该部分主要论述了整个中国钢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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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品历程中风格及创作手法的特征两方面。风格上的特征分为（1）民族风格与

民间音调、（2）抒情小曲风、（3）浪漫曲体风、（4）复调线型风、（5）序列技术风。创

作手法上的特征分为（1）音色、（2）装饰、（3）旋律、（4）节奏、（5）和声、（6）复

调、（7）曲式结构 、（8）织体 、（9）气韵、（10）声韵、（11）指触、（12）踏板 、

（13）演奏者演奏。

第四章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意义及思考：（1）对发展和声民族风格依

据———五声音阶、五声性调式的思考；（2）对现代技法体现和声民族风格的思考；

（3）对外来技法选择性吸收的思考；（4）对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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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琴音乐创作之路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一期间，中

国的音乐工作者一直在为能够创作出带有中华民族音乐气质的钢琴作品不断地探索

着。“中国音乐风格”的定义也在不断地被充实着，从最初的“民歌加和声”到“西洋和声

民族化”“改编形式多样化、大型化”，再到“复调音乐风格”“民族音乐风格”“当代音乐风

格”等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作曲家为了让钢琴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

生根并结出“中国音乐风格”的果实，创作了各类的钢琴作品约有上千首。相对于钢琴音

乐作品的丰富多彩，关于 20世纪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却比较薄弱，大多是

对于总体创作情况的概括，较为系统性的相关理论专著目前仍未见出版发行。所以，对

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基本概况进行一个初步总结，对于钢琴音乐理论研究是具

有学术价值的。

笔者从创作技法、创作特点、意义及思考等方面出发，对 20世纪的中国钢琴音乐创

作历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整理，目的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客观地展现中国钢琴音乐创

作的发展历程，认识和掌握中国钢琴音乐技法特征和创作特征。

运用音乐形态分析法、民族音乐学方法论、逻辑判断法、文献法等，研究中国钢琴作

品的创作，此研究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一）促使音乐学习者不断提高音乐素质

随着钢琴音乐普及的逐步深化，钢琴教学的过程也就可以成为提高音乐学习者音乐

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了，而在中国的钢琴教学中，由于中国的本民族审美意识所决定，人

们最直接、最容易接受的便是中国的钢琴曲目，这些曲目对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是很好的

促进，对学习钢琴及其技术理论也有很好的帮助，对审美能力方面也是很好的提高。因

此，可以说中国的钢琴作品创作能够促使音乐学习者不断提高音乐素质。

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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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更多的人通过钢琴来了解中国的文化

一方面，学习钢琴可以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在演奏中国的钢琴作品时，

可以结合乐曲的风格、描写的意境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向世界介绍我们

中国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传统民歌的演唱形式来介绍，我们

还可以通过更加间接的方式———钢琴来介绍我们的文化，为他们演奏中国的钢琴作品，

这样的交流会更简便，更有效。

（三）对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提高有一些参考价值

我们通过分析、判断中国的钢琴作品对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提高有很大的参考价

值，同时对它的创作技术手段、风格也逐渐有一些梳理和补充。

二、研究现状

据笔者所能掌握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论著、（硕博

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3种形式。

（一）论著

1.关于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专门性论著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国内已出版发行的相关论著有以下内容。

（1）卞萌著《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①

这本书是青年钢琴家卞萌于 1994年 10月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申请艺术学博士学

位时提交的博士论文，后于 1996年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对中国钢

琴文化的历史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全书以中国的社会历史为背景，结合了中国

钢琴文化的主要资料，较为全面且系统地对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全

书共分为六章，分别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章起源，主要对钢琴音乐文化最初出现在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最早出现的

钢琴音乐创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论述。

第二章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及其钢琴教育（1927—1937年）：主要对于早

期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主要专业钢琴音乐教育机构的基本情况以及 1927—1937年间的中

国风格钢琴曲创作的基本概况进行了论述。

第三章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年）：主要对八年抗日战争以

及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钢琴专业教育的概况和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情况进行了论述。

①卞萌著.卞善艺译.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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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7年钢琴艺术的发展：此章重点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 17年中国钢琴音乐教育机构的发展、钢琴教材的使用、钢琴教法的变更、国

际交流、钢琴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钢琴音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钢琴艺术：主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钢琴

音乐界的发展情况以及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改编曲的特征以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了

分析。

第六章新的历程：主要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钢琴音乐教育、中外交流、中

国钢琴热、中国钢琴教育理论、新时期钢琴音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此书是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关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点论著。作者从文化起

源、教育、演奏、创作概况等几个方面入手，对中国钢琴文化的形成进行了梳理，但由于此

书涵盖的范围较广、时间跨度较大，因此，对于钢琴音乐创作方面并未作深入的探讨，作

者主要是从发展的角度论述的。

（2）陶敏霞著《琴音缭绕———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教学与欣赏》①

作者陶敏霞在此书中甄选了几十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从教学与欣赏

的角度揭示了在解读这些钢琴音乐作品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要点。但是该书仅限于对部

分的单个钢琴作品的音乐特质进行论述，并未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总体的“中国音乐风格”

做出统一的归纳性总结，对采用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写作的钢琴音乐关注较少。

（3）童道锦、孙明珠选编《钢琴艺术研究》②（中）、《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

这套论文集系列的中册，即《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集中了多名作曲家、演

奏家、理论家所撰写的 36目次共计 39篇关于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优秀论文作品。这些

论文集中于对部分作曲家的单部或多部作品的创作、演奏、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

研究、探讨。此论文集所包含的范围广泛、涉及的专业问题多样化，为进行钢琴创作的专

业人士以及进行钢琴演奏的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此论文集多是对作者个性化作品的探

讨，因此，个人风格化色彩较浓，而对时代性的钢琴音乐风格的研究略显不足。

2.涉及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主要论著

除了专门性以钢琴音乐作品为讨论对象的论著之外，有一些较为重要的音乐论著也

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①陶敏霞.琴音缭绕———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教学与欣赏[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②童道锦，孙明珠选编《钢琴艺术研究》有（上、中、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上册：钢琴

教学与演奏艺术.中册：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下册：外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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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括类型

此类型的专著多为涉及中国钢琴音乐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类的理论著作，其中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部。

①梁茂春著《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①：书中第六章中对于从 1949—1989年

40年间的中国钢琴音乐独奏作品、重奏作品的创作概况和部分代表性钢琴曲进行了简

要分析。在第七章中从管弦乐的角度出发对于中国钢琴协奏曲的概况进行了叙述。此书

由于受写作时间跨度所限，因此对于 1989年后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情况没有进行分析。

②汪毓和著《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②：书中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中概括的

提及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86年间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情况。

③吴晓娜、王健编著《钢琴音乐教程》③：书中的第六章分别从中国钢琴教育、钢琴作

品创作概况等方面对中国的钢琴音乐发展情况作了探讨。

（2）涉及类型

在一些音乐专著中虽然未对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进行全面讨论，但从某种角度进

行了“提及性”的简要论述。其中涉及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有以

下几部。

①陈秉义著《中国音乐通史概述》④：此书在第六章从中国器乐作品创作的角度出发

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行了提及性论述。

②王安国著《现代和声与中国作品研究》⑤：在其中的论文《我国当代音乐作品的和声

创新问题》、《我国音乐创作“新潮”纵观》、《新时期的中国音乐创作》中对中国的钢琴音乐

作品进行了提及性的论述，其角度主要是从和声创新出发，较为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对在此之前的作品给予的关注较少。

③汪毓和、陈聆群主编《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⑥：其中有部分

论文涉及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演奏等方面的问题。此书并不是以钢琴为主的音乐论文集，

因此未能全面对整个中国钢琴音乐发展进行概括性总结，亦属于涉及中国钢琴音乐创作

的论著。

①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
②汪毓和.中国现代音乐史纲[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
③吴晓娜，王健编著.钢琴音乐教程[M].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④陈秉义.中国音乐通史概述[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⑤王安国.现代和声与中国作品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⑥汪毓和，陈聆群主编.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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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①：书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

于钢琴音乐事业的某些方面采用了“大事记”的方式进行了极为简明扼要的提及性论

述。由于此书的主要研究范围在 1949年之前，因此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琴音乐创

作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3）个人类型

此类型是关于知名作曲家的个人音乐作品的研究专著，主要涉及作曲家个人钢琴音

乐作品创作的某些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部。

①梁茂春、江小韵主编《论江文也》②

②汪毓和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上、下）③

③茅于润、赵家圭著《东方的旋律———中国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乐生涯》④

④贺绿汀著《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⑤

⑤丁善德、钱亦平、饶余燕、陈铭志主编《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⑥

上述论著主要从作曲家的个人音乐创作的角度出发，对其创作的钢琴音乐作品的音

乐风格、创作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仅限于个人的作品研究，无法

对同时期的其他作品音乐风格以及时代特征进行细化探讨，全面性略有不足。

（二）学位论文

简单的归类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

1.宏观研究

此类型的论文指的是从某个时代或者某个类型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总体发展角度

出发，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位论文。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部：

（1）魏廷格著《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⑦。此论文是 1921—1981年间正式出版的中国

钢琴曲的特色、基本创作经验、钢琴创作技法等方面给予切实的归纳总结，填补当时这一

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探讨的重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 1981年间钢琴音乐创

作的概况研究上。

①孙继南，周柱铨主编，王玉成等编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②梁茂春，江小韵主编.论江文也[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
③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上、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④茅于润，赵家圭著.东方的旋律中国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乐生涯[M].上海书局，1983
⑤贺绿汀.贺绿汀论文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⑥丁善德，钱亦平，饶余燕，陈铭志.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⑦魏廷格著.魏廷格音乐文选[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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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征著《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若干问题的研究》①。这是目前唯一一

部从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角度出发，并对产生于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

音乐作品的历史分期、音乐风格、伴奏以及重奏音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细化

梳理的硕士学位论文。

（3）蒲方著《论中国钢琴协奏曲创作的发展》②。作者对 1936—1990年间的中国钢琴

协奏曲创作概况、民族化的追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至今为止比较全面的对于中国钢

琴协奏曲创作进行总结的论文。

（4）陈莉莉著《复调技法在中国钢琴作品中的运用》③。作者从复调钢琴音乐的创作技

法、体裁形式的时代变更为研究出发点，探讨了中国钢琴音乐中对于复调技法使用的发

展历程。从同样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还有谭晓的《早中期中国钢琴作品中复

调技法的运用与教学研究》。

（5）张怡著《由器乐曲改编的中国钢琴曲研究》④。作者从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概

况、器乐曲改编的中国钢琴曲的基本情况、演奏、意义等方面对由器乐曲改编的中国钢

琴曲进行了论述。由于受研究的类型所限，作者研究的钢琴音乐类型仅在器乐改编曲

的范围内，并且实际谈论关于钢琴作品创作的篇幅仅限于第二章的第二节，对于创作

方面关注略显不足。从同样角度出发的学位论文还有郑文雅的《论 20世纪 60—70年

代中期的中国钢琴改编曲》⑤、张璇的《论中国古曲钢琴改编的艺术特色》⑥、李婷的《20

世纪中国钢琴音乐改编现象之研究》⑦、岳巍的《论中国民歌改编的小曲及其在钢琴教

学中的应用》⑧等。

2.微观研究

此类型论文指的是从某位作曲家或者是某种特定作品出发，对其进行研究、探讨的

学位论文，主要有宋艺闻的《陈培勋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研究》⑨、杨琼的《陈铭志钢琴复

①程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若干问题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2－4
②童道锦，孙明珠编选.钢琴艺术研究.中册：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社，2003，294
③陈莉莉.复调技法在中国钢琴作品中的运用[D].南京师范大学，2002- 4
④张怡.由器乐曲改编的中国钢琴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4- 4
⑤郑文雅.论 20世纪 60—70年代中期的中国钢琴改编曲[D].河南大学，2005- 5
⑥张璇.论中国古曲钢琴改编曲的艺术特色[D].南京师范大学，2003- 5
⑦李婷.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改编现象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2- 5
⑧岳巍.论中国民歌改编的钢琴小曲及其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D].首都师范大学，2001- 4
⑨宋艺闻.陈培勋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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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作品初探》①、王文军的《汪立三先生钢琴音乐研究》②、余京的《丁善德晚期钢琴作品研

究》、冯丽的《陈培勋五首粤调钢琴曲的和声运用》、王军的《储望华钢琴音乐研究》、宋震

的《崔世光钢琴作品研究》、李琪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和〈春之采〉之分析研究》、赵鹏的

《论江文也的钢琴创作》、蔡丽宁的《谭盾钢琴组曲〈忆〉的教学分析》、金莲花的《汪立三钢

琴序曲与赋格套曲〈他山集〉研究》、肖敏的《王建中钢琴改编曲的民族风格和演奏特色研

究》、彭浩宇的《王建中钢琴作品多声部技法探微》、宋婕的《王建中钢琴作品研究》、李妮

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初步研究》、廖红宇的《中日传统音乐在江文也钢琴音乐创作中

的运用》、张凯的《陈怡钢琴音乐研究》等等。其中的大多数论文都是就某位作曲家或者是

某（几）部钢琴作品的创作风格、特点、技法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三、期刊论文

除了相关论著及学位论文外，发表于各类音乐杂志的关于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演奏、

教学的论文的数量也不少，就笔者所能收集到的 2000年以前发表的此类文章就有 200

篇以上。由于这一类的文章篇幅所限，因此大多涵盖的信息量也较少，通常概括性、综述

性较强，往往针对某一作品、作曲家、时代概况、演奏要点进行扼要论述。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赵晓生的《中国钢琴语境》（连载于《钢琴艺术》，共 12篇），这系列

文章针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声韵、气韵、装饰、旋律、音色、节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并细致

地研究了中国弦乐器、弹拨乐器、琴、打击乐器对于中国钢琴音乐的影响。文章研究信息

量之丰富、角度之特别、构思之新颖是同类音乐杂志发表文章中所少见的。

此外，一些关于钢琴套曲以及重奏曲作品的文章也极具新意与特色，例如尹松的《一

首不可多得的中国钢琴三重奏———黄安伦〈第一钢琴三重奏〉》（载于《钢琴艺术》2000年

第 5期）、丁丕业的《李延林的钢琴组曲〈瑶山春好〉曲式分析》（载于《艺术探索》1995年

第 3期）等等，填补了此类钢琴音乐作品研究的空白。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钢琴音乐理论研究者在各类论著、学位论文、发表文章中从不同的角

度对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笔者发现目前尚无对 20

世纪下半叶的 50年间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与总结。这些研究中国钢

①杨琼.陈铭志钢琴复调作品初探[D].首都师范大学，2000- 5
②王文军.汪立三先生钢琴音乐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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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大多存在：①基本上都是局部性的研究；②跨越的研究范围过大，未能

对于新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问题进行细化研究等问题。

因此，本书从三个方面来对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以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不同时期为线索，研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技术风

格，笔者在本书中主要分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 早期钢琴音乐创作（1936年以前）

我国多声音乐的专业创作始于 20世纪初（据《人民音乐》1984年第 3期发表的资

料，我国第一首正式出版的钢琴作品是赵元任先生 1914年创作的《和平进行曲》），是以

大、小调体系的功能和声作为起步的，开始有意识地把欧洲功能和声与中国民族音调有

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基本上是尝试性的，创作手法简单，在曲式结

构、和声构思等方面都带有明显模仿欧洲古典乐派创作手法的成分。说明当时我国作曲

家在对外来的作曲技法和艺术形式上处于一个学习阶段，还没能同我国的本土文化相融

会贯通，这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发展历史的必然过程。

第二时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钢琴音乐创作（1937—1949年）

20世纪 30—4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局面，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等因素注入了各种音乐体裁的创作之中，把中

国传统音调与民族和声运用得更加成熟。这一时期的钢琴音乐创作既有时代精神，又有

新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钢琴音乐民族化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

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老志诚的《摇篮曲》《牧童之乐》、江定仙的

《摇篮曲》等，其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是 20世纪的上乘之作，该作品风格典雅、技法精

湛、层次分明，在民族音乐语汇（旋律、和声）的运用上要比赵元任、萧友梅等人的钢琴作

品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年钢琴音乐创作（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全国带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也给音乐创作带

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此时期许多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反映各类题材的钢琴作品。如丁善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作了几部很优秀的钢琴作品：《第一新疆舞曲》（1950年）、

儿童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1953年）、《第二新疆舞曲》（1955年）等，这几部钢琴作品巧

妙地运用了中国民族五声性的和声织体，表现了作曲家独到的艺术造诣。桑桐作品《内蒙

古民歌钢琴小曲七首》中还运用了复合功能和声的创作技法等。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7年间的钢琴音乐创作无论是在数量、质量上，还是在作曲技法上都比以往有很大的

突破，体现在创作题材上广泛多样，作品内容丰富新颖，音乐风格质朴又富于时代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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