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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曲家群体的逐渐成熟，推动着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

发展。其音乐创作的成果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

引起了国际音乐界的关注。目前，对其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及作

曲家进行深度研究，对推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景徐的《跨越中西的音乐诗人：陈其钢协奏曲创作研究》是作

者经过长期学习、积累、思考、研究的成果，获四川省教育厅科研

项目立项，并结题（优秀等级），同时也是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传统音乐内涵与西方作曲技法的融合——陈其钢<道情><逝

去的时光>研究》的后续研究。值本书即将付梓，我欣然为此作序之

际，又知悉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入选姚恒璐先生主编的《中国优秀

音乐硕士论文选编丛书——传统、借鉴、融合、发展》（知识产权

出版社），如此便称得上“景”（谐音：锦）上添花了。

我相信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对陈其钢作品的深入研究起到添砖

加瓦的作用，而且其彰显的专业与学术价值也是值得称道的。学无

止境。我希望景徐能将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与中国作曲家的研究

课题继续深入地做下去，在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拓展视野、开

掘纵深，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与中国作曲家的研究领域方面奉

献出更为深厚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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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作曲家陈其钢及其背景介绍

陈其钢，著名旅法作曲家。1951年出生于上海，脱胎于艺术家庭的熏陶与良好

培养。先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单簧管）、本科（主修作曲）。大学毕

业后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赴法国深造。赴法期间受到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赏识，

破例纳为关门弟子。受益于梅西安大师的引导，陈其钢的作曲才华得到了真正的发

挥。留法期间受到 I.Malec，C.Ballif，B.Jolas等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教授指导，连续四

年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1988年相继取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和巴黎音乐师范学院高

级作曲文凭。1987年和1991年连续两次担任法国现代音乐研究所作曲研究员。

二、陈其钢的学术成就及国际影响

陈其钢留法期间创作了大量不同题材及体裁的音乐作品，并屡获大奖。1986 

年，获法国第二届国际单簧管节作曲比赛第一名；1988年，获德国达姆施塔特第

三十四届夏季国际音乐节“奖学金奖”、获意大利第二十七届Triest交响乐作品国

际比赛特别奖；1992年，获Saint-Remy-de-Provence管风琴作品国际比赛特别奖

1993年，受法国现代音乐研究所（IRCAM）委托创作《孤独者的梦》，应美国—法

国联合音乐基金会邀请在La Napoule古堡生活创作并荣获“梅狄西斯庄园——墙外

奖”；2004 年，被聘为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这是法国音乐历史上首

位非法国本土音乐家获此殊荣；2005年，法国音乐版权组织授予其最高终身音乐荣

誉奖“交响乐大奖”，这是法国音乐历史上首位中国人获此殊荣；2012年，获法兰

西学院艺术院颁发的2012年罗西尼音乐奖，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2013年，法



2

国政府为了表彰陈其钢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以及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向陈其钢颁发象征国家荣誉的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在此期间，活跃于欧洲舞台的

陈其钢频频受到各著名乐团的委约：受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创作《梦之旅》、管

弦乐组曲《五行》及大型管弦乐作品《源》；受法国文化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文化工程委托创作萨克斯与室内乐协奏曲《火影》；受荷兰新乐团委托创作《水调

歌头》；受法国文化部委托创作长笛协奏曲《一线光明》；受德国室内爱乐乐团委

托，创作双簧管协奏曲《道情》；受法国文化部委托创作民乐室内乐《三笑》；

受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委托，为马友友创作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受德国斯

图加特市文化局与SWR斯图加特西南广播交响乐团联合委托，创作《看不见的声

音》；受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委托，创作钢琴协奏曲《二黄》；受拿督黄纪达基金会

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委托，创作小号协奏曲《万年欢》等。同时，陈其钢多次受邀

担任国际著名作曲比赛评委及受聘于各著名音乐学院担任教授。

陈其钢虽长年在欧洲生活，但他的作品却始终把持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

西方作曲技法的融合，无论是选材还是作品形式，都透露出作曲家细腻而精致的

人文气质及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同时，也反映出这位旅居海外的作曲家对中国

本土文化审美的追求与高度的认知。

三、关于陈其钢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理论家、作曲家的重视，大

量音乐作品的分析论文、理论研究文献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发

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作为活跃于欧洲音乐舞台，经常获得国外著名乐团及音乐机

构委约创作的作曲家陈其钢，其音乐作品不仅在各大音乐节上演，还获得各界人士

好评，并建立了国际声望及影响力。但是，迄今为止关于陈其钢音乐作品的理论研

究却相对薄弱，从已知的国内外研究资料来看，涉及陈其钢音乐作品研究的文献大

致可以分为“人物介绍”“音乐评论”以及“个案分析”等几个方面。目前国内有

关陈其钢音乐作品研究、音乐创作的文献主要有：张鸿玮的《音乐创作风格谈——

青年作曲家陈其钢访谈录》，载于《人民音乐》1994年第9期；葛晨、辛戈的《寻



3

找自己——对作曲家陈其钢的“未完成”采访》，载于《音乐爱好者》1995年第4

期；李淑琴的《陈其钢访谈》，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陈晓燕

的《塑造美感陶冶情操：陈其钢谈创作》，载于《人民音乐》2000年第2期；席伟

泷的《陈其钢的单簧管曲<晨歌>》，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

3期；蒋山的《陈其钢谈<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音乐创作》，载于《人民音乐》2002

年第3期；金湘的《<蝶恋花>开 香飘中外 铿锵<五行> 声透古今——陈其钢

其人其乐纵横谈》，载于《人民音乐》2003年第1期；明言的《人生历程的感慨与

关怀——陈其钢<蝶恋花>听觉读解》，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明言的《追寻人生的“本真”状态——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听觉读

解》，载于《人民音乐》2006年第3期；明言的《大器晚成一“文人”——对陈其

钢的音乐史学研究》，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晓风的

《跨越中西的音乐诗人——华裔作曲家陈其钢及其作品专辑<道情>介绍》，载于

《音响世界》2007年第1期；张又丹的《“戏”味十足的<京剧瞬间>》，载于《人

民音乐》2008年第4期；李美丽的《民族素材的现代阐释：陈其钢<道情Ⅱ>创作技

法分析》，载于《齐鲁艺苑》2008年第5期；郝宏歌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

>的创作技法》，载于《音乐生活》2009年第7期；朱依依的《笑在灯火阑珊处：漫

议陈其钢<三笑>》，载于《艺海》2009年第7期；孙志鸿的《陈其钢钢琴曲<京剧

瞬间>的调性镶嵌》，载于《齐鲁艺苑》2010年第2期。以及笔者撰写的《陈其钢<

抒情诗Ⅱ——水调歌头>音色、音响色彩赏析》，载于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

索》2006年第S1期；《陈其钢作品在节拍、节奏及复调技法上的特点》，载于《大

众文艺》2013年第18期；《陈其钢作品中的美学启示》，载于《大众文艺》2013年

第19期；《陈其钢作品之“东方神韵”与“东方意识”》，载于《大众文艺》2013

年第20期；《双簧管协奏曲<道情>创作分析》，载于《通俗歌曲》2013年第8期；

《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创作分析》，载于《通俗歌曲》2013年第9期等等。

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资料都集中体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在已

知的文献资料中多数是作曲家作品演出后的乐评报道及作品介绍文章；第二，部

分文章对作品进行的“个案分析”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大多数都只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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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音色、音响作描述性的介绍分析，而且未涉及多作品较为全面的综合分

析，特别是从作品的音高组织关系入手到作品的音色搭配、织体结构以及力度控

制等全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四、本书的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

笔者在陈其钢众多音乐作品中选取了五部协奏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长笛

协奏曲《一线光明》、双簧管协奏曲《道情》、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

钢琴协奏曲《二黄》和小号协奏曲《万年欢》，其原因是这五部作品在诸多方面

都表现出研究题材上的“相似性”、体裁上的“统一性”、创作时间上的“横跨

性”以及乐器种类分配的“均衡性”。

第一，从音乐题材的“相似性”上看，五部协奏曲都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元

素，并很好地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融合；第二，从音乐体裁的“统一性”上看，

五部作品都是协奏曲形式，并且都是西方乐器与管弦乐队的结合；第三，从创作时

间上的“横跨性”上看，这五部协奏曲横跨了陈其钢创作生涯二十余年。从1991年

陈其钢受法国文化部委托，创作《一线光明》，1995年5月到8月创作了《道情》，

1995年9月到1996年1月创作了《逝去的时光》，2009年《二黄》的创作，再到2013

年《万年欢》的创作，从创作时间来看，已横跨二十余年，时过境迁，作曲家的创

作语言也发生着林林总总地演变；第四，从乐器种类分配的“均衡性”上看，各种

组别均有一两个乐器入选为陈其钢协奏曲创作的主奏乐器。例如木管组（长笛、双

簧管）、铜管组（小号）、弦乐组（大提琴）以及钢琴。无论从题材、体裁，还是

创作时间、乐器的种类，以这五部协奏曲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综合分析研究，能集

中反映作曲家这段时期的音乐语言及创作思维，使人们对陈其钢本人以及他从1993

年开始的创作风格、思维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笔者首先从音高、节奏节拍、和声、曲式结构、复调、配器技法等角度对五部协

奏曲进行综合分析，重点研究五部作品在音高组织、音色搭配、织体结构、力度控制

及复调技法等方面的特点；其次，分别对五部协奏曲进行综合创作分析与梳理。以揭

示从1993年开始陈其钢的音乐语言表达方式及在审美取向上所做的精巧设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陈其钢协奏曲创作中直接、间接地引用了中国民歌、琴曲及戏曲音调，成为其

塑造音乐形象和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同时也以此彰显了其创作个性和

人文情怀。本章从音程、音列、音阶等方面入手对陈其钢协奏曲的音高材料运用中最

具有特色的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第一章  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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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音  程

音程是旋律运动最小的单位，分为级进和跳进两大类，连续的二度进行被视

作级进，三度以上的进行被视作跳进，而在跳进进行中，又可分为“小跳”和

“大跳”，一般情况五度以下的跳进被称为“小跳”，六度以上的跳进被称为

“大跳”。“旋：动态与发展，律：音的高低”a，陈其钢协奏曲创作中，除了传

统的旋律运动形态以外，“大音程跳进”和“小音程环绕”是最具有特色的两种

旋律运动形态。

一、大音程跳进

20世纪作曲家们都习惯运用大跳的音程构成旋律，“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充满

活力、紧张有序的旋律线。已摆脱了与声乐的血缘关系，充满了大跳与参差不齐的

转折。它音域极宽，富于动力而直来直去棱角分明。”b陈其钢协奏曲中也有大量

大跳音程构成的转折性极强的旋律，它们并没有按照传统旋律运动的规则进行发

展，而是“在音乐的空间中纵横驰骋，大胆地迈向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c《一

线光明》第59—60小节，出现了频繁的小十度、纯十一度、大九度等音程的跳进，

使横向运动的旋律线条出现了纵向上的音高对比，与以级进为主的传统旋律相比

较，其频繁的大音程跳进构成的旋律个性更加张扬，表达的情绪也更加狂放。

a　高兴、江柏安、姚军主编：《大学音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3 页。

b　许勇三：《二十世纪前期音乐结构要素的主要特征》载《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第 46 页。

c　姚恒璐：《论现代音乐作品中的旋律线构成》载《中国音乐》，2002 年第 1 期，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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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1：《一线光明》第 59—60 小节

二、小音程环绕

与大音程跳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音程的环绕式进行，在陈其钢协奏曲创作

中，以五声性三音组为基础构成的小音程环绕式进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运动

形态之一。例如《一线光明》第77—81小节、《逝去的时光》第33—38小节，以

及《道情》第236—237小节（见谱例1-2）等都是小音程环绕式进行的例子。这种

以级进为主的运动形态所造成的“音流”能够造成“能量”的蓄积，对于音乐发

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谱例 1-2：《道情》第 236—237 小节

第二节  音  组

以五声性三音组作为基本单位出现在横向旋律线条的发展过程中是比较常见

的现象，将不同调性的宫三音组、徵三音组和羽三音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五

声性“音群”或“音流”是陈其钢协奏曲创作中常用的手段之一。例如《道情》

第239—240小节（见谱例1-3）的五声性“音群”由F羽、B宫、D宫等不同三音组

相互结合而成。



4

谱例 1-3：《道情》第 239—240 小节

第三节  音  阶

陈其钢协奏曲创作中，既运用大小调式音阶、中国民族调式音阶，偶尔也运

用半音阶、全音阶以及微分音，在引用中国民歌、琴曲或戏曲旋律进行创作的片

段普遍运用中国民族调式音阶。多样化的音高语言反映了陈其钢把中国传统音乐

的内涵与西方作曲技术的融合。

一、中国民族调式音阶

（一）五声音阶

五声音阶旋律在陈其钢协奏曲中比较常见，大量直接引用的民歌旋律和琴曲

核心音调都在旋律的音高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逝去的时光》直接变化

引用了琴曲《梅花三弄》的泛音片段，引申、变化的旋律都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

上（见谱例9-2）。《道情》直接将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的核心旋律（见谱例

8-4）引用到作品当中。

（二）六声、七声音阶

六声音阶旋律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二黄》当中，《二黄》引用了京剧《二

黄》过门片段，将加变宫的六声徵调式音阶构成的旋律较好地保留下来并运用在

作品中（见谱例10-3）。再例如《万年欢》引用了昆曲同名曲牌《万年欢》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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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题音调，其变化与发展都保留了其雅乐音阶的特性（见谱例11-6）。

二、其他音阶

（一）全音阶

全音阶是德彪西音乐的重要技术特征之一，全音阶的使用往往会带来印象主

义音乐的色彩，在陈其钢协奏曲中偶尔也有全音阶的出现，并与五声性三音组交

替使用。例如《道情》第241小节（见谱例1-5），两组全音阶片段性的交替进

行，不但没有凸显印象主义音乐的色彩，反而给多重调性的音乐环境带来了个性

化的色彩对比。

谱例 1-5：《道情》第 241—242 小节

（二）半音阶

陈其钢协奏曲中偶尔使用半音化的音高材料，例如《一线光明》第122小节、

《万年欢》第55、57、452小节（见谱例1-6）等。这些半音化的音高材料并非来

自调式变音，而仅仅是经过性使用，往往出现在音乐将要推进到某个“高点”的

位置，起到“推动力”的作用。

谱例 1-6：《万年欢》451—453 小节

（三）全、半音阶相结合

有时出现前后衔接的全音阶、半音阶交替运用，例如《道情》第344小节（见

谱例1-7），主奏双簧管的三十二分音符上行全音阶在第344小节第三拍九连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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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部分转为了半音阶的结构，构成了不同色彩的瞬间对比，刚柔并济地将音乐

推至 ff 力度的g2音。

谱例 1-7：《道情》第 344—345 小节

第四节  微分音

小于半音的音程被称为“微分音”。“正如在自然音体系中渗入半音一

样……‘作曲家力求将更加优美的声音的细微差别渗透到半音体系中去’，从而

达到扩展并丰富半音体系表现力的目的。”a陈其钢协奏曲创作中，为了更好地表

现其民族韵味，在作品的恰当位置运用了少量微分音，例如《一线光明》第7小节

（见谱例1-8）、第16小节的主奏中音长笛降3/4的E音；《道情》第288小节的主

奏双簧管升1/4的G音（见谱例8-4）等。

谱例 1-8：《一线光明》第 7—8 小节

a　蔡乔中：《探路者的求索——朱践耳交响曲创作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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