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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民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发展历

史悠久，四川民歌的发展具有特征鲜明的地域性、民族

性和时代性的诸多特点。早在 19 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中

国社会经济建设百废待兴，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群

众开始对新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向往和追求，民间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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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积极的通过音乐作品的形式讴歌时代的进步，以

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当时的社会，由于西方音乐

风格和西方乐器也随之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钢琴乐器，

以及钢琴曲在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内，迅速

地在中国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中国本土的钢琴音乐家、

优秀的钢琴乐曲开始得以发展，开始出现大量的民族音

乐改编后的钢琴曲被国人所熟知和传颂。其中，由黄威

虎先生所创作的《巴蜀之画》就极具代表性，成为四川

民歌改编感情乐曲的经典代表作品，通过对《巴蜀之画》

的深入研究，对钢琴音乐的课堂教学，以及帮助高校学生

提升对传统民族文化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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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蜀大地，人杰地灵。四川民歌是巴蜀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古到今四川劳动人民智

慧和思想的伟大结晶。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音乐文化产生了更高的需求，四川民歌钢琴改编曲的

二次创作，是建立在四川民歌及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发展理念对其进行编曲的改革和创新，一方面，

保留了四川民歌的基本音乐风格和韵味，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音乐在旋律、曲调、音乐节奏等进行了创新创作，

保留地方民族音乐的同时，技巧性地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的精华和创作技巧。《巴蜀之画》就是典型的四川民歌所改

编的钢琴组曲，备受各界音乐爱好者的青睐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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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之画》作品简介

黄虎威先生来自四川内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

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钢琴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和近

现代音乐教育家。尤其是在民歌钢琴曲的改变的调性和

声、民族风格和声理论、以及民歌钢琴曲的改编实践等

方面都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

且黄虎威先生还始终坚持不懈的对地域性特征较为鲜明

的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进行创新创作。在 1958 年，黄虎

威先生回到四川家乡并到各地区进行风格采风，在巴蜀

大地各个地方收集和整理了很多特色的民歌素材，在结

束了这趟民歌采风之旅以后，他创作了《巴蜀之家》这

部经典的钢琴音乐组曲，完美地将四川民歌的特殊音乐

元素，通过西方钢琴乐曲创作技法的融合，进行了二次

创作。进而推动了建国初期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快速发

展。《巴蜀之画》的创作理念是建立在四川民歌的基础

上，通过六受不同的题材和主题的民歌融合成一部多元

化的钢琴音乐组曲，包括了四川地区汉族传统的民歌元

素，也包含了四川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歌经典曲目，《巴蜀

之画》当中的每一首民歌都体现了题目当中巴蜀大地的

优美“画卷”，例如，对巴蜀大地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

对本地传统节日中热闹欢快气氛的描述、对四川本地老

百姓精神生活的展示等等，《巴蜀之画》当中的每一首钢

琴曲仿佛是一副精致的画卷，给听众带去听觉和视觉的

双重享受。仿佛置身于画卷之中，感受到建国初期，四

川人们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憧憬。

二、具有民族性的特征

钢琴音乐艺术并非是中国传统音乐表现形式，而是

西方国家的外来音乐文化，通过艺术家的深刻演绎和创

新，使得钢琴这种外来的音乐演奏乐器，在歌曲创作中

融合了中国传统地方音乐元素，进而产生了全新的音乐

表达内容和模式。因此，在现代钢琴演奏课堂教学中，

帮助学生掌握民歌的二次编曲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

意义。

2.1 取材的民族性

在《巴蜀之画》的钢琴音乐组曲当中，民族性的音

乐艺术特征体现得较为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

数钢琴音乐艺术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本地音乐文化的承

载，可以说是对传统本土音乐歌曲以钢琴演奏的方式进

行二次编曲创作。不仅可以对传统民歌的歌曲风格进行

改编，同时也可以对民歌的演奏乐器进行不同乐器的应

用。四川民歌的歌曲形式、主题内容、音乐风格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中国各地民歌音乐元素极为丰富，为现

代钢琴教学中，钢琴曲的音乐作品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

的艺术创作源泉。在实际的钢琴教学中，通过《巴蜀之

画》加强钢琴课堂教学中选材的多样化，例如，教师可

以让学生全面的分析《巴蜀之画》选材的特点，根据钢

琴教学的需要从民族音乐和民歌中加强选材，《巴蜀之

画》包含了《晨歌》、《抒情小曲》、《弦子舞》、《蓉城春

郊》、《阿坝夜会》、《空谷回声》等六首不同风格的四川

民歌。不但包括了四川地区汉族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精神

思想状态，同时也包含了四川各地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

世界和自然生活场景等等。能帮助高校钢琴专业的学生

在进行钢琴乐器的系统学习过程中，打开创作思路，从

传统民族音乐、各地民歌的资源库中去挖掘创作灵感和

创作素材。

2.2 音响效果的民族性

乐器是音乐表现的核心载体，但是民歌的载体不仅

可以通过乐器来体现，还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

传播。从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传统的古筝这类的传统本

土乐器，而民歌的发展要早于乐器的产生时间，中国传

统乐器的音效表现效果符合传统文化的发展理念，而钢

琴作为西方引进的外来音乐文化，无论是演奏技巧、还

是从专业音乐层面的音色和音域来说，钢琴音乐的包容

较强，并且专业演奏技巧的学习，和本地民族音乐的融

合性都较为巧妙，中国绝大部分高校开设了钢琴教育专

业，社会上钢琴教学培训机构也极为常见，《巴蜀之画》

是经常被高校教师在钢琴教学中要求学生练习和教学素

材，例如，在《弦子舞》的钢琴音乐伴奏改编过程中，

钢琴弹奏者的右手要巧妙的利用“跳音和弦”，模仿藏族

音乐中的传统打击乐的音效表现形式，同时，还要给听

众营造一种是藏族人跳“锅庄舞”时候的身体和脚步相

互配合发出的节奏，使得整个音效氛围充满了欢乐和愉

快的节日氛围。另一首经典的藏族民歌《阿坝夜会》音

乐节奏更加的鲜明，舞步的旋律也更加的轻快。黄威虎

先生在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八分音符，以及

加入两个十六分音符作为音乐效果扩展的特殊改编。通

过左手旋律和右手旋律的位置调换，在音乐视听感受上

更加的轻快和形象。

2.3 弹奏技术的自然性

黄虎威先生在《巴蜀之画》的钢琴音乐组曲当中，

巧妙地利用了钢琴乐器的演奏技巧，对四川地区的民歌

进行了多种差异性音色的技巧性处理。例如，通过钢琴

音乐的演奏技巧模仿四川民歌的传统乐器，弦子、竹笛、

二胡等民间乐器，甚至包括大自然的声音等等。以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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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演奏的超强可塑性来展现四川民歌的丰富主题和文

化内涵。在《巴蜀之画》当中，第一首钢琴乐器演奏的

民歌曲子就是《晨歌》，是一首典型的四川汉族民歌，传

统的演奏乐器是唢呐为主，但是黄虎威先生的钢琴配乐

依旧延续了该首民歌的音色特征，在刚开始启奏的阶段

通过两个“极弱”的下三行三连音作为伴奏的“倚音”，

将其作为曲子的点缀，给听众的感觉仿佛是清晨荷叶上

的露珠，从别处“滴答”落下来，紧接着黄虎威先生在

《晨歌》的第一小节、第四和第五小节都加入了钢琴演

奏技巧当中的“倚音”，让听众感受到这是一种模仿四川

方言语调的音乐表现形式。通过钢琴节奏的起伏模仿语

言表达的形式，抓住听众的耳朵，并且呈现出极强的画

面感。钢琴演奏技巧对四川民歌的曲子有产异性的音色

处理，将四川民歌的地方性、民族性、区域性特征都有

具象的体现出来了。

2.4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特有的自由性

音乐创作要基于选材的自由性，黄虎威先生通过对

四川民歌的旋律、节奏以及每一首民歌背后所表达的人

文思想的深刻解读，钢琴乐器有着极强的音乐可塑性及

演奏技巧的融合，展现出四川民歌当中悠扬婉转、欢乐

热情、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和自然风光。例如，在《弦

子舞》这首典型的藏族民歌的改编过程中，学生们通过

学习，深刻的体会到黄虎威先生对这首民歌的风格定位，

并且在钢琴演奏的时候，通过伴奏音声部的跳跃音符、

连音音符等将藏族舞蹈中自由奔放、热情欢乐气氛表现

得十分的形象。

三、《巴蜀之画》作曲技法的中外合一

在新中国创立初期，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处于发展阶

段。因此在钢琴作品的呈现中，民族化、技巧化、本土

化的音乐改编形式极为常见。使得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和

西方钢琴乐器的弹奏技巧产生了创新的融合，积极地推

动了中国近现代钢琴音乐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1 旋律技巧方面

《巴蜀之画》当中所收录的六首歌曲，全部都是建立

在中国传统的民歌调式基础之上的，钢琴演奏技巧的融

合和改编模式也是充分的依据民族音乐本身的基本调式

进行的。例如，在高校钢琴专业的教学中，教师既要重

视理论教学，又要同时重点要求学生进行实践弹奏和反

复的练习。例如，《晨歌》是《巴蜀之画》当中的第一首

四川民歌改编的曲子，在改编创作中把“A 羽五声调式”

融合到了旋律声部的位置，并且未曾利用清角和变宫技

巧，从而使得整个改编的钢琴曲呈现出巴蜀大地早晨宁

静祥和的自然画面。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将左手伴

奏的部分利用了“七声调式”的弹奏技巧，将钢琴乐器

的和声音色展现得十分精准。第二个小节的伴奏部分，

是以 A 为主营旋律，在三级和弦上进行改编，过渡巧妙

而又自然。《巴蜀之画》当中第二首曲子是《空谷回声》，

在钢琴弹奏的过程中，用左手的七声伴奏弹奏技巧，充

分的配合右手的五声弹奏旋律，右手和左手最后落在 G

调的七级和弦上，让整个旋律充满了自然的气息。

3.2 转调技巧方面

钢琴作为西方外来的演奏乐器，和中国传统的乐器

演奏技巧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并且在音乐作品的音色

和音域的呈现上，都有十分鲜明的区别。钢琴乐器的演

奏技巧体现在和声创作技巧层面上，和中国民族传统民

歌的和声融合，从而给予了民歌更加广阔的音乐演艺

效果和艺术表达空间。虽然经过二次改编的民歌，在

其音乐的旋律上是基于五声调式为核心的，但是，在

钢琴和声弹奏技巧中，可以通过转调法的灵活性赋予

传统四川民歌更加丰富的音色变化，体现出歌曲丰富

的节奏感。

3.3 弹奏技巧方面

《巴蜀之画》的第三首曲子也是一首典型的四川民歌

中的汉族歌曲，黄威虎先生在这首曲子上体现了深厚的

钢琴演奏功底。在日常的钢琴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让

学生根据曲子的指法技巧，以及和弦的处理技巧进行反

复的练习。例如，在课堂实践的练习中学生可以把把第

六小结到第十一小节的音乐旋律进行了精彩的二次创作，

把其中主旋律的音乐弹奏声部的降低到低音旋律，和右

手演奏的高音声部进行完美的配合，形成稳定持续的六

连音伴奏，从而给听众营造出涓涓溪流汩汩流淌的音乐

氛围，同样的钢琴演奏技巧也运用到了《蓉城春郊》的

乐曲表现当中，和《抒情小曲》不同的演奏技巧是，这

首曲子的中低音声部通过黄虎威先生的二次创作，将中

低声部巧妙地转化为高音声部的伴奏旋律，用钢琴和弦

中的琶音来模仿四川郊外小溪流淌的水声，给听众造成

极强的视听画面感受，并且高音区还出现了颤音，是为

了模仿四川民歌当中最典型的竹笛和唢呐的音乐效果，

甚至还通过钢琴演奏技巧的变化将蓉城郊外树林里的蝉

鸣、飞鸟的歌唱声都体现出来了。让学生在练习中，左

手负责高音音色的变化和起伏，而右手则是向下通过弹

奏技巧的运用，巧妙地将和弦进行分解，模仿大自然清

风拂动、花草摇曳的自然景色。在通过中声部右手的三

连音，以及左手的和弦相互融合，把蓉城郊外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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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自然美好景象通过音乐的表达形式带给听众极强的

画面感。在歌曲结尾的地方，有非常巧妙的将高八度的

双音音效突显出来，带着欢快的音乐节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

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特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十分

紧密地联系，尤其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特殊历史时期，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有大量的民间艺

术家开始踊跃的尝试钢琴音乐和民族传统音乐的融合改

编，在社会新形势下，中国钢琴教育教学事业越发的成

熟，在钢琴乐器的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给学生

传授专业的钢琴演奏技巧，还要积极的将类似于《巴蜀

之画》的创作理念，以及对于民歌改编技法的研究与中

国音乐文化的精神传递给学生，促进中国民族歌曲的保

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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