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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教育 

朝鲜族音乐元素在钢琴音乐中的运用 
金艺花 

（延边大学  吉林省延吉市  133002） 

摘要：中国钢琴作品常蕴含鲜明的民族性，成为作曲家创作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钢琴组曲《长短的组合》为例，探讨了朝鲜
族音乐元素在钢琴音乐中的巧妙运用。该作品由著名朝鲜族作曲家权吉浩创作，在 1985 年“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评奖（室内乐）”
及《音乐创作》“全国器乐独奏曲征稿评奖”中均荣获第一名，1994 年被选为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指定曲目，并入选《20 世纪华人
音乐经典作品》。它以朝鲜族音乐的古老、质朴与歌舞性节奏变化深受喜爱，成为展现朝鲜族音乐文化和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
技法融合的经典范例，对推广朝鲜族音乐文化及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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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历经百年演进，在新中国成

立后获得显著发展，整体水平大幅提升。随着文化交流加深，
中国钢琴作品逐渐突破汉民族文化界限，作曲家积极探索现代
技法与各民族音乐特色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此融
合过程历经萌芽、发展至成熟，已深植中国音乐创作。中国作
为多民族国家，其民族音乐展现多元包容性，其中朝鲜族音乐
尤为突出，朝鲜族以勤劳勇敢、能歌善舞闻名，拥有丰富音乐
传统及文献资料。“长短”节奏作为朝鲜族音乐标志，广泛应
用于多种音乐形式，构成其传统音乐基础。著名朝鲜族作曲家
权吉浩教授，凭借对民族音乐的深情与家乡热爱，创作了钢琴
组曲《长短的组合》，该作品巧妙融合朝鲜族节奏、旋律特点
及现代音高技法，模拟朝鲜族特色乐器，生动展现民族喜悦与
音乐魅力，对朝鲜族音乐文化传播贡献显著。本文将以《长短
的组合》为例，分析朝鲜族音乐元素在钢琴音乐中的应用。 

一、朝鲜族音乐风格的节奏运用 
节奏作为音乐的骨骼与灵魂，是各民族音乐特点的核心表

现。朝鲜族音乐以其婉转悠扬的曲调和活泼生动的节奏著称，
形成了独特的“长短”节奏体系，这是朝鲜族音乐的精髓所在。
“长短”不仅指速度的快慢，更涵盖了乐曲的情绪、力度、审
美等多元要素，是朝鲜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晶。 

1.朝鲜族“长短”概述 
장단“长短”（ ）是朝鲜族音乐的专有节奏术语，涵盖节

奏形态、节拍、速度、强弱等，构成音乐结构的框架，深刻影
响音乐情绪和风格。它以三拍子为基础，包括 3/4、3/8 等单拍
子和 6/4、6/8、12/8 等复拍子，同时也存在二拍子及混合节拍
形式。朝鲜族“长短”可分为五类：基于速度（如“长莫里”
长短）、情绪（如“抒情”长短）、歌名（如“阳山道”长短）、
构成形态（如“道道里”长短）及声音状态模拟（如“瞪得孔”
长短）的命名，每种长短均有其基本型和多种变奏型，对艺术
形象的塑造和音乐情感的表达具有重要作用。长短形态多样，
按艺术门类可归纳为“声乐长短”、“器乐长短”和“舞蹈长
短”三大类别。 

2. 作品中的“长短”应用 
钢琴组曲《长短的组合》显著特色在于对朝鲜族独有“长

短”节奏型的运用，乐章标题直接取自朝鲜族音乐的“长短”
名称，凸显了浓郁的朝鲜族音乐风情。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
小快板“噔得孔”、慢板“晋阳照”及快板“恩矛哩”，均基
于这三种“长短”节奏变形创作。 

“噔得孔”（谱例 1）与“恩矛哩”属朝鲜族传统“舞蹈
长短”。“噔得孔长短”欢快活泼，以 12/8 拍为特征，常用于
节日庆典，第一乐章通过此“长短”描绘了节日中老年人的舞
蹈场景。“恩矛哩”则热烈奔放，“长”与“短”韵律交替，

以 5/8 拍为主，第三乐章采用回旋曲式，展现了热烈的群舞画
面。 

“晋阳照”则是一种古老徐缓、具叙述性的“长短”，源
自朝鲜族传统器乐曲“伽倻琴散调”。第二乐章运用此“长短”，
通过 4/4、5/4 和 3/4 拍的切换，与前后乐章形成鲜明对比，展
现了自由散漫的叙述风格，如同老者娓娓道来民族历史。 

 
谱例 1：“瞪得孔长短”基本节奏型 
除了上述三种“长短”外，作品的各部分还融入了“漫长

短”、“古格里长短”及“萨尔普哩长短”等多种朝鲜族特色
节奏。其中，“古格里长短”作为朝鲜音乐中最为常见的节奏
之一，以其欢快兴奋、轻飘荡漾的特点，在作品中起到了增强
律动性的作用。例如，在第三乐章第 24 小节起，“恩矛哩”节
奏与“古格里长短”、“萨尔普哩长短”相结合，使音乐更加
饱满生动。第一乐章中段则巧妙交替运用“噔得孔长短”与“漫
长短”，后者作为“古格里长短”的变形，通过加速并简化鼓
点节奏，展现了宏大的朝鲜族器乐合奏场景，将全曲推向高潮
（谱例 1）。 

 
谱例 2：第一乐章 22-23 小节 
“长短”作为朝鲜族音乐的灵魂，其丰富内涵超越了传统

“节奏”的概念。钢琴组曲《长短的组合》通过西方曲式结构
巧妙融入这些特色“长短”，形成了独特新颖的创作风格。全
曲分为“Allegro”、“Lento”和“Allegro”三个乐章，每个乐
章均深入挖掘并融合了传统朝鲜族“长短”的核心特点与现代
音高技巧，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探索了新的创作路径。 

二、朝鲜族音乐风格的旋律运用 
中国钢琴音乐，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展现了中华

民族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为钢琴音乐的民族化进程提供了宝
贵的资源与方向。《长短的组合》作为融合传统与现代技法的
典范，其旋律特点突出，成为展现朝鲜族音乐风格与现代音乐
创作理念结合的典范之作。本部分将从调式运用、葡萄和弦及
民谣素材三个方面探讨作品的旋律特点。 

1.朝鲜族调式的运用 
朝鲜族音乐经长期实践形成了独特旋律特征，该作品引用

朝鲜族传统调式音阶与特性音程，包括平调和界面调。界面调
式以二度、四度连接为主，音响含蓄；平调音阶大二度多，音
响明亮。此调式与中国汉民族五声调式的徵调式与羽调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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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派生出多种调式音阶。朝鲜族民谣旋律多采用二、四、五度
跳进，避免三度跳进，以重复、模进为主。例如，第三乐章开
头，作曲家以纯四度音程跳进为乐章定下基调，保持旋律的稳
定性，同时利用左右手小二度音程增加了不和谐感，体现了朝
鲜族音乐善用二度和四度音程的特点。 

2. “葡萄和弦”的运用 
权吉浩在《长短的组合》中创新性地引入了“音块”式音

响组合方式，即“葡萄和弦”（谱例 2）。这一技法源自美国
作曲家 H·考威尔，后由里盖蒂、巴托克等匈牙利作曲家发扬
光大。权吉浩巧妙地将“葡萄和弦”以小二度和三全音构成，
避免了三度关系的传统叠置，既保留了朝鲜音调的独特韵味，
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不协和因素。 

3. 民谣素材的运用 
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融合现代技法与民族音乐元素是

推动钢琴民族化的重要途径。权吉浩作为朝鲜族作曲家，其创
作深受本民族民间音乐的影响，精选朝鲜族民谣特色素材，融
入现代作曲技法，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并赋予作品新生。第
二乐章主题旋律基于“晋阳照长短”节奏，创新引入朝鲜民谣
《月之歌》（谱例 3）片段，增强音乐叙述性和情感细腻度。
旋律采用四句体结构，遵循朝鲜族“四刻”逻辑（“起——景
——结——解”），与中国“起——承——转——合”结构相
呼应，实现旋律的首尾呼应与主题烘托。 

 
谱例 3：《月之歌》旋律片段 
《长短的组合》在旋律创作上深刻借鉴了朝鲜族民族音乐

元素，展现了作曲家权吉浩不断探索如何利用钢琴这一西洋乐
器精准传达中国民族音乐神韵的努力。该作品突破了传统音乐
构建体系，以其厚重的旋律织体和饱满的音乐情绪，在钢琴键
盘上完美诠释了朝鲜族音乐的独特意蕴。 

三、朝鲜族民族乐器的音响模拟 
钢琴作品中，对民族乐器的音响模拟是体现民族风格的重

要手段。朝鲜族民族乐器种类繁多，以木管乐器为主，弦乐器
为辅，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权吉浩在《长短的组合》中，通
过节奏和伴奏织体等创作手段，对朝鲜族民族乐器的音色、节
奏、演奏技法及特有韵味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模仿。 

1.打击乐器的音响模拟 
作品中多次出现对朝鲜族打击乐器的模仿，如鼓和锣的音

色模拟。在第一乐章“噔得孔”中，高音区音块模拟小锣音色，
左手和弦则模拟大鼓音色，营造出欢快与低沉交织的音乐氛围。
此外，第一乐章与第三乐章共同模拟了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乐
器——长鼓的音效。作者结合钢琴的音高、音域及和弦演奏方
法，再融入长鼓特有的节奏型，创作出热情震撼与流畅柔和并
存的音调。在实际演奏中，模拟击棒敲击鼓面的音色至关重要，
需注重踏板的干净明确及手指触键的多样化。 

2.伽倻琴的音响模拟 
伽倻琴作为朝鲜族传统弦乐器之首，其演奏技法在作品中

也有所体现。第二乐章“普阳照”开头，以慢速的长短节奏模
拟伽倻琴的演奏技法。作品中多次模仿伽倻琴的“拨”、“滚”、
“弹”等演奏技巧，以体现长短的节奏。在演奏时，需注意触
键的集中与干净，节奏的自由与舒畅，以真实还原伽倻琴的演
奏特点。 

权吉浩在《长短的组合》中通过对朝鲜族民族乐器音色、
演奏技法及特有韵味的模拟创作，丰富了作品的民族风格。这
种模拟创作不仅是对民族乐器的致敬，也是作曲家们创作具有
朝鲜族民族音乐风格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途径。 

四、钢琴音乐对朝鲜族音乐文化交流传播的影响 
自 20 世纪初起，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逐步发展，面对中

西音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经历了从模仿改编到逐步成熟的历
程。进入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
界，同时西方作曲理念与手法也传入中国。权吉浩的作品《长
短的组合》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巧妙融合了朝鲜族民间音乐
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为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注入了新鲜活
力。 

《长短的组合》不仅突破了传统音乐思维模式，还通过其
独特的旋律、节奏和音高设计，丰富了听众的听觉体验，扩展
了音乐审美边界。该作品以朝鲜族特有的“长短”节奏为核心，
命名亦源于朝鲜族打击乐器长鼓的节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节
奏变化和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使其在众多现代音乐作品中脱
颖而出，成为引领新潮流的典范，有效促进了朝鲜族音乐文化
的国际传播与认知。 

结论 
钢琴组曲《长短的组合》无疑是我国钢琴独奏作品创作历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成功地将朝鲜族音乐元素融入钢琴
音乐中，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更通过其创新性的音乐内涵
和创作手法，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探索树立了典范。该作
品首先展现出显著的开拓性意义，开创了一条将朝鲜族独特的
音调节奏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的新路径。权吉浩教授在
现代化的音高布置中巧妙嵌入朝鲜族传统民歌曲调和特性音
程，同时在传统民族节奏体系中融入西方现代派的作曲技法，
如“葡萄和弦”等，从而凸显了作品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
其次，《长短的组合》在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推进作用。在多元化的音乐创作背景下，该作品通过模仿长
鼓、伽倻琴等传统乐器的音色特点，生动展现了朝鲜族音乐的
独特魅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最后，我们期待未
来能有更多音乐家和演奏家深入挖掘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
内涵，通过创作与演奏更多蕴含民族特色的钢琴作品，为中国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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