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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琰： １９３８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教授、 钢琴家、 音乐教育家， 中国音

乐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钢琴学会常务理事。
１９５４ 年考入西南音专附中 （现四川音乐学院附中） 师从杨雪帆老师，

一年后转到林瑞芝教授门下学习钢琴， １９６２ 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四川音乐学

院钢琴系， 分配到总政军乐团独唱独奏小组。 １９７０ 年转业回四川省歌舞剧

院， １９８０ 年调入四川音乐学院任职。 曾任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钢琴教研

室主任， 一生从事钢琴演奏及钢琴教学； 作为 １９９６ 年学院成立硕士研究生

招生点的首批导师， 任职至今仍在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工作。 出版著作有

《钢琴简谱即兴伴奏法》。
１９６４ 年在总政军乐团获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学雷锋标兵， 受到总政治部嘉奖。 当年创作的双簧管独

奏曲 《芦笙调》 也获得总政治部全军文艺会演优秀作品奖。 在四川音乐学院两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
一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合格的、 优秀的教师人才。



我和黄虎威教授、 邹承瑞教授

我和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林戈尔院长

我和夫人王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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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谢晓君 （我的钢琴学生）、 胡忠夫妇回川音留影

　 　 　
１９７０ 年 《黄河》 钢琴协奏曲学习班与殷承宗
（前排右三） 在长城留影 （前排右二是作者） 　 　 　 　 　 １９６３ 年和军乐团学员们在颐和园 （前排左二是作者） 　 　 　 　 　

我和我的研究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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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王世琰教授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曾是西南音乐专科学校附中一年级作曲专业的学生。 后来虽然从事钢

琴艺术事业， 但他对作曲的痴迷始终不变，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从总政军乐团到四川省歌舞剧院， 再到

四川音乐学院， 在长达 ６０ 余年的工作时间里， 他在作曲实践中刻苦钻研， 写了不少作品。
本书是王教授正式出版的首批作品。 其中的 《芦笙调》 和 《火把节》 是他在总政军乐团供职时的

作品， 虽已问世多年， 但今日读来， 其艺术魅力仍不减当年。
本书的大部分是钢琴作品， 这些作品展示了王教授在音乐创作上取得的成就。 不久前， 他来舍下叙

谈， 交流创作经验并且热情洋溢地演奏了他创作的钢琴 《五声音画练习曲》 之 Ｎｏ ６ 《激情陕北风》。
这是一首肖邦式的艺术练习曲， 既训练了一种五声音阶琶音弹奏技巧， 又表达了激动豪放的感情， 很

美， 很动人， 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下面， 我对此曲做简要的结构分析， 一是表达我对王教授出版本

书的祝贺， 二是希望能为演奏者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意见。
《激情陕北风》 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１～４ 小节， 用 ａ 表示）， 主要用分解的琶音和弦构成， 具有陕北民歌的韵味。 它宁静、

空旷而柔美， 乡土风味十足。
第二部分 （５～４９ 小节， 用 ｂ 表示）， 用 ａ 的材料变奏出一个主题 （５ ～ ２２ 小节）， 这个主题与 ａ 的

对比很强烈， 它完全是另一种气质的音乐。 接下来， 这个主题重复一次， 并且带有扩充。
第三部分 （５０～１０７ 小节， 用 ｃ 表示）， 采用 ｂ 的材料， 有调性转换。 其结构是两个乐句构成的乐

段， 并且重复一次。 这是全曲的高潮。
第四部分 （１０８～１５３ 小节， 用 ｂ１ 表示）， 再现 ｂ 中那个重复的主题， 并且有长大的补充， 情绪逐渐

平息下来。 这个部分的长度与 ｂ 相当。
第五部分 （１５４～１５８ 小节， 用 ａ１ 表示）， 再现 ａ， 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结束。
这五个部分依次排列为 ａ， ｂ， ｃ， ｂ１， ａ１。 很明显， 这是以 ｃ 为中心的对称结构。
从旋律、 和声、 织体、 速度、 力度等因素看， ｂ， ｃ， ｂ１ 是全曲的主体。 这是引申型单三部曲式。

至于 ａ 和 ａ１ 似乎只是主体前后的 “镶边”。 此外， 还可认为 ａ 是用 ｂ 的主题材料变奏而成， 放在曲首作

前奏。 乐曲结束时， 又将前奏移到曲尾作尾声， 形成遥相呼应。
这样看来， 此曲就是由三部性原则、 对称原则和变奏原则相结合构成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构思

的巧妙。

四川音乐学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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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王世琰教授是四川音乐学院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钢琴家。
我与王世琰教授相识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他的钢琴专业技术水平一流， 非凡的即兴演奏能力令人折

服。
我们曾研讨过钢琴教学中的民族化问题， 他的回答很简单： “不能在钢琴教学中让我们的孩子每天

练汤普森、 拜厄、 车尔尼……直至肖邦、 李斯特等， 要完善中华民族自己的钢琴教学体系， 不可或缺的

是我们民族的、 优秀的、 大量的作品。 这需要我们几代钢琴家、 作曲家共同来完成这一愿望。”
王世琰教授坚持自己的理念， 在 ５０ 余年的教学及演奏生涯中辛勤地耕耘， 直到今天还坚持在教学

一线， 还在为钢琴教学民族化努力工作， 令我尊敬。
在这里首先祝贺王世琰教授这一作品集的出版， 他创作的五声音画练习曲很有特色。 《Ｎｏ１．无穷

动》 中， 右手五音的奔跑， 急促的左手旋律， 让你看到一个个画面： 涌动的人群， 急速的自行车， 车

轮滚滚、 你追我赶， 是一首充满生命力的 《无穷动》。 《Ｎｏ４．羽之舞》 和 《Ｎｏ５．羽舞之影》 中， 作者非

常巧妙地用一个 “影” 字把两首练习曲系到一起 。 《Ｎｏ６．激情陕北风》 是一首非常完整的、 大型的中

国风五声音画练习曲， 气势恢宏， 技巧娴熟。 没有高深的钢琴演奏技术水平功底和作曲技能是写不出这

样成功的作品的。 钢琴五声音画练习曲填补了我国钢琴教学民族化中的一个空白点。
音乐教育需要传承， 我院老一辈音乐教育工作者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 王老师诲人不倦， 桃李芬

芳。 在此谨祝王世琰教授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林戈尔

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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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牧羊

王世琰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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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

王世琰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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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四手联弹 《满江红》

王世琰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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