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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奏响民族风 

———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演奏之赏析

唐　玲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突破了西洋乐器表现力的局限性，保留了原本的民族特色，展现了钢琴独特的音乐表达方
式；既传承了浓郁的民族风，又开创了新的演奏技法。关于它的演奏主要围绕钢琴指法、演绎技巧、乐段体现的情绪、乐曲画

面四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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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已有一定历史，它开创了
新的音乐风格，其中堪称经典的《百鸟朝凤》，更是

体现了民族音乐的魅力，充分彰显了中国音乐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接下来，让我们围绕钢琴指法、演

绎技巧、乐段体现的情绪、乐曲画面四方面展开

讨论：

　　一　从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中探索巧妙的
钢琴指法

　　（一）通过指法提炼高难度的五声音阶
《百鸟朝凤》这首曲子采用民族乐器演奏，遇到

五声音阶的时候，处理比较容易，但采用钢琴演奏

五声音阶，难度就直线上升了。钢琴的构造本身与

民族乐器的特点有所不同，要创造出这首曲子的应

有意境，需要克服音阶跨越大的问题。当演奏时，

快速弹奏五声音阶，制造美妙的效果是需要娴熟的

指法和感悟。这时指法如果僵硬，那么是无法快速

而流畅的演奏出曲子的风格和特色，更不可能体现

出特定意境了。对此，要通过加强五声音列练习提

高指法的娴熟度和技巧性。《百鸟朝凤》这首曲子

中，五声音阶部分是难点，演奏的好坏，取决于功夫

的深浅：要加强手腕的灵活度。有意识的通过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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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提高指法技巧，从而达到手指接触琴键时，

重心转移位置迅速正确，力度恰到好处，并且调节

好手指间隔，突出手腕放松、灵巧的转动作用，弹奏

出均匀的音色，并能做到悄无声息的完成转换手指

的动作（如谱例１）。

谱例１　五声音阶

（二）通过指法体现和声的绚丽色彩

中国传统音乐喜欢使用五声性和声来体现音

乐色彩，而中国传统音乐的钢琴改编曲仍然保留着

这一特色。钢琴是带有西化的乐器，更多的西方人

士会采用西洋调式的和声体现音乐的色彩，但传统

的改编钢琴曲为保留民族风格，往往更崇尚五声性

和声。［１］《百鸟朝凤》中一个创造性特点为：采用民

族化的五声音阶的旋律音为和弦组成音的主打，这

主要体现了将钢琴的传统功能与中国的民族风格

紧紧的糅合在一起。这种改变既能够维护好和声

结构的平衡布局，也能够在听觉效果上保持传统亮

丽的民族风格。当然，这首改编的钢琴曲拥有大量

和声的伴奏，大部分为四度、五度、八度（见谱例

２），主要是延续民族乐器的效果，通过和声来制造
“笙”的音乐色彩。如引子部分，右手制造出唢呐热

闹的旋律，左右制造出“笙”乐，在西化的钢琴上演

奏出东方的喜庆热闹，着实是雅俗共赏。这种演奏

对指法要求极高，需要掌握好手指的移动、力度、适

时变换，尤其最先就要搭好手的架子。良好的指法

可以营造出和谐旷远的美感。

谱例２　和声伴奏

（三）通过指法突出惟妙惟肖的装饰音

传统的民族音乐缺少不了曲风的调皮和内容

的生动，而这首《百鸟朝凤》最突出的特色是“鸟

叫”，传统的唢呐、笙、喇叭的乐器很容易营造出百

鸟齐鸣的境界，但对于钢琴西化的乐器来说，则是

一个大考验。中国音乐的智慧绝对不可估量，前辈

们采用小二度装饰音替代了唢呐的乐器优势，并且

设计了多处装饰音，通过短促而有力的指法技巧模

仿了空灵活泼的布谷鸟叫，更奇妙的是钢琴的左手

伴奏可以营造一种树叶沙沙声，将一幅森林百鸟图

惟妙惟肖地展现世人面前。但是要提醒的是装饰

音需要的是手指的灵动性，快慢要掌握得当，不然

很容易显得死板（见谱例３）。

谱例３　中短装饰音

　　二　 从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中总结使用技
巧的精髓

　　（一）踏板的使用技巧可以创造梦幻的意境
掌握好踏板，可以为整首曲子增添亮色。演奏

不仅需要娴熟的指法、丰富的情感，同时也需要“物

尽其用”。首先要认识到踏板的作用，才能重视和

习惯踏板的使用。从改编曲《百鸟朝凤》中可以体

会到中国传统音乐很注重旋律线条的表演力。而

踏板恰恰可以丰富指法的技巧，让曲调旋律的线条

能够体现层次感，时淡时浓、时实时虚，把音乐的内

涵立体地展现出来。

这首曲子中的第一段“春回大地”，需要营造一

种乐感的层次，这时候光靠手指的力度区分不同的

演奏力度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通过音后

踏板就可以达到清晰明了的乐句层次效果。而恰

当的使用踏板，还可以制造出乐感的“水性”效果，

更文雅的说法则是“气韵”。很多中国钢琴作品也

会采用“空踏板”这种技巧，按键前先踩下踏板，等

音乐起来的时候，乐器内部产生共振，营造出飘渺

而空灵的氛围。《百鸟朝凤》就是在华彩乐段变化

速度的气口处采用了踏板，即后而起的音乐就会更

加的轻灵，有了“空山鸟语”的韵味。

（二）速度的处理技巧可以让曲风流畅婉转

速度的掌握关系到整首曲子的成功与否。尤

其是《百鸟朝凤》比较生动、活泼带有变化色彩的曲

风，更需要把握好整首曲子的基调。根据钢琴音乐

的改编特点，五个乐段的速度带有循序渐进的特

点，并不是快速、缓慢的不停交替转换，这给演奏者

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适应过程。可以说速度的伸缩

性有一个平顺的过程，各乐段既有变化但又不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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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演奏的时候一定要对速度的掌握做到游刃有

余，先了解一下歌曲的内容，才能随着意境的变化

做到紧凑而连贯，干脆利落。为了准确掌握速度，

建议各位乐手学会在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处做好速

度的处理，让速度在自然的状态中潜移默化的改

变。相反，如果没能够在关键时候变速，就会造成

突兀的感觉，甚至有明显的分段感，那么这首曲子

就有一种不够连贯、不够流畅的感觉。

（三）散板的节奏技巧可以塑造完美的音乐

形象

散板在《百鸟朝凤》当中远远没有装饰音、和声

出现次数多，但是尽管只有屈指可数的三处，却足

以挑战一个演奏者的实力。散板在节奏技巧的把

握上要求很高，如果表现得不恰当，就会影响乐曲

的表现力，更影响音乐形象的树立。比如第一段

落，散板的节奏处理要体现幽静的山林中从远处到

近处传出的明亮而清脆的鸟叫声，由疏朗到密集的

情景效果。这时候要准确把握好动态。比如第二

段落，一段由多处重复音和不断交替的和声组成的

华彩乐段在演奏之前，是由几声稀稀朗朗的鸟鸣声

开始，这时候变化幅度大，对演奏者在节奏上的灵

活变动的要求极高，需要快速均匀地变化，让人有

一种一气呵成的流畅美感。

　　三　从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中体会乐段的
情绪

　　（一）借用各种演绎手法体现《百鸟朝凤》的乐
段情绪

中国的传统乐曲有丰富的表现张力，注重表现

力和象征性，因此一般情况下中国的传统乐器可以

满足中国的这一音乐风格。［２］而经过改编的钢琴版

《百鸟朝凤》给我们体现了一样又似不一样的音乐

风貌。

《百鸟朝凤》是一首生动活泼的曲子，整首曲子

虽然不是一直处于激昂的状态，但弹奏的时候会发

现循序渐进之势，尤其是到最后掀起了百鸟齐鸣的

盛景，处于一种欢快喜庆的情景当中。因此旧时的

人们都喜欢将它作为婚嫁的喜庆音乐。［３］

为更好体现乐段中的情绪，演奏家除了要在演

奏时掌握好技巧，还要在演奏前做好文化功课，结

合创作时的背景，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表达的

种种情绪，并且酝酿饱满的情绪投入演奏，才能够

从指尖的跳动中表现出《百鸟朝凤》的民族韵味，而

这也将成为演奏前的一大必备课，更是优美演绎

《百鸟朝凤》的一项潜移默化的情感表达技能。

充分体会乐段的情绪，钢琴作为外来的乐器，

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它本身采用的是十二平均

律制，音高比较固定，塑造性并不能像唢呐那样活

灵活现。比如二胡可以将马的叫声模仿得很生动，

唢呐可以将孩子的啼哭声演奏出来。改编后的曲

子完全要依靠钢琴一种乐器来表现《百鸟朝凤》中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对大自然的热衷之

情，对生活的积极乐观之情等，这绝对是一种技术

上的挑战。为此，演奏者通过了大量有趣的装饰音

模仿鸟儿叫声，自然界的声响，力求保留传统的原

味，突破传统的钢琴技法，结合新的音色技法得到

新的表演高度。

（二）借用各种模仿手法体现《百鸟朝凤》的乐

段情绪

传统民族音乐的音色塑造性强，可以模仿大自

然的大部分声音，甚至人声，比如唢呐，它本身可以

制造颤音、滑音、气顶音、箫音，音色效果逼真，容易

制造很多生动的模式。［４］虽然钢琴相比中国一些传

统乐器在彰显乐段情绪方面明显存在不足，但是改

编版本的《百鸟朝凤》却突破了钢琴本身的不足，演

奏的时候创造性地设置了多处装饰音、伴音，还有

不协和音，在原先传统的演绎技法上，体现出各种

神态的鸟鸣声，有清脆的鸟鸣声，有嘹亮的鸣叫，也

有飘渺的鸣叫等。这种新式的音色技法将鸟叫模

仿得生动逼真。

各种模仿技法都离不开演奏技巧的娴熟，感情

的投入，比如弹奏乐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的灵

敏度，调节好触键、离键的力度、速度以及手指的姿

势，顺序，总之经过千锤百炼的弹奏可以让音色迷

人，并且从指尖和踏板上把或乐，或喜的情绪表现

得淋漓尽致。弹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握乐段

的衔接，从而真正将一副山林百鸟图表现得更加

动人。

　　四　在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的演奏中“看”
到生机勃勃的自然锦图

　　（一）通过演奏展现 “春回大地”
《百鸟朝凤》演奏的时候，给人们展现的是一副

“春回大地”的山涧图。为了更好地体现春天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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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气息，展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动人景象，演奏

者要把握好节奏平缓的跳跃，让听众感觉到鸟儿调

皮逗趣的逼真效果，尤其要在演奏时处理好长短句

对应相接所体现的韵律。第一乐段，最大的特点是

弹奏时注意民族音乐的模仿，利用笙的四度、五度

的音程交替达到这一效果。同时，将华丽的小二度

装饰音、饱满的钢琴织体和声重复交替演绎，通过

把握力度、节奏，弹出曲子的气势，让听众体会到北

方民间的粗犷、爽朗。

（二）通过演奏展现 “林间嬉戏”

第二段落开启的是“林间嬉戏”的动感图，它带

有河南豫剧特色，主旋律中“林间嬉戏”部分尤为生

动。“林间嬉戏”的演奏难点在于八度加倚音部分，

处理倚音的时候，要体现倚音的精致轻巧，需要处

理好触键的指尖力度，同时也要弹奏出八度音的强

劲有力。虽然八度加倚音的弹奏在本段只出现几

次，但点缀效果明显，技巧含量高。本乐段为了能

将鸟儿嬉戏的生动画面勾勒了出来，加入了大量波

音、颤音、倚音等弹奏方式，模仿各种鸟类的叫声，

弹奏时要体现音色的多样化，灵动性，才能将林中

的生机表现了出来，曲风轻松诙谐，给人一种舒适

清新的感觉。

（三）通过演奏展现“莺歌燕舞”

“莺歌燕舞”是整首《百鸟朝凤》的高潮部分，

最大的弹奏特点是快速敏捷。它主要采用八度和

弦为主旋律，而左手弹奏的是十六分音符，比较连

续、快速。有些演奏者手指灵敏度有限，试图通过

放慢速度来弹奏乐曲，这只会破坏了“莺歌燕舞”的

整体效果。对此，整个乐段，节奏的把握尤为重要，

弹奏需要注意：保持十只手指的灵敏度，通过训练

提高旋律的持续力、触键的清晰度；要突出声部的

旋律音，左右手旋律兼顾到位。本段乐曲，左右手

要衔接连贯，指法要娴熟，指位要熟悉，转换快速，

声音要听起来集中有力，手指的贴键动作要自然而

轻盈，尤其要制造出颤音 ｔｒ的逐渐变弱、逐渐变强
的听觉效果。

（四）通过演奏展现“欢乐歌舞”

“欢乐歌舞”是在“莺歌燕舞”的基础上一次鼎

沸盛宴，在这里，第四段的旋律保留了改编前乐曲

的风格，将明快活泼的主旋律情绪保持推进的态

势，并且不断加快旋律速度，通过鸟儿之间的“对

话”衬托热闹而有生机的鸟语世界。演奏中，把握

好节奏自由片段、强弱性，快慢的结合需要“胸有成

竹”，注意“ｒｕｂａｔｏ”，培养正确的节奏感。蝉鸣的高
难度模仿，左手要保持跳音的弹奏，而右手要将四

度和声演绎得干脆而整齐。这个片段要求手指灵

敏，按键要果断，保持力度，并且要连贯、清晰、生动

刻画出欢乐歌舞的情景。

（五）通过演奏展现“百鸟朝凤”

第五幅图画将所有的情绪推向了一个高潮，这

部分包括了“凤凰展翅”“并翅凌空”。［５］第五乐段

通过民族打击乐来体现高潮，演奏出了各种音乐元

素的混响“合唱”。演奏这一乐段，为模仿民族音乐

的打击乐的特色，需要把握好渐强的乐曲速度，渐

强的力度，紧凑的节奏，才能制造高潮的氛围。处

理八度的时候，要熟悉八度的指位，尤其是弹奏左

五度右八度的十六分音节时，协调性要高，中间经

历了逐渐减慢的 ｒｉｔ，接着又到快速的阶段，最终在
高潮中辉煌结束。

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让众人对钢琴的传统

演绎另开眼界，深受人们的喜爱，也让钢琴的演绎

更加生动立体。可以说，《百鸟朝凤》在改编之后仍

是屹立不倒的瑰宝，它用西化的钢琴延续了那份粗

犷直率的独特民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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