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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传统风格的手风琴作品之发展与特点

林 卫 华
(广州大学音乐 舞蹈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中国民族传统风格的手风琴作品创作 ,经过近半个世纪广大手风琴艺术工作者们

的不懈的努力 ,由最初只是对民间小调简单的模仿改编发展到现在涌现了大量的具有民族传统

风格的手风琴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根据民族传统音乐的素材进行创作改编 ,借鉴了琵琶、古筝、

二胡、笙、笛等民族乐器的演奏手法 ,逐步使这一外来艺术形式与中国文化相交融 ,开拓了手风琴

创作的民族化道路。文章就这些作品在音色、手法、旋律上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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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风琴是一个外来乐器 ,很早就传入我国 ,主

要作为伴奏乐器流传。在上世纪抗战时期、解放战

争时期 ,尤其是抗美援朝时期 ,作为我军文艺工作

者手中的武器 ,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 年代 ,手

风琴作为一个价格便宜、携带方便、和声音色丰富

的乐器深受全国数以万计“乌兰牧骑”式文艺轻骑

队的喜爱 ,活跃在广大城乡、工矿、学校、部队 ,为社

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随着手风琴在我国的

日益普及 ,人们已开始不满足仅仅把它局限于伴奏

的地位 ,在各种演出中 ,独奏形式逐渐多了起来 ,但

当时主要是演奏外国乐曲 ,尤其是苏联乐曲 ,我国

民族风格的乐曲极少 ,只有少量的根据民间乐曲简

单的改编曲 ,如《花好月圆》《旱天雷》《四季调》等。

作为一件外国乐器 ,要真正在中国土地上生根 ,就

必须有民族风格的作品问世 ,但可惜的是当时并没

受到重视。进入 60 年代 ,在当时特定的“对文艺要

进一步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历史环境下 ,民

族风格的手风琴作品创作有了很大起色 ,涌现出一

批优秀作品 ,如《牧民歌唱毛主席》(王域平) 、《马背

上的东不拉》(李遇秋) 等。文革时期是一场浩劫 ,

对国内的各种艺术活动进行无情的限制与扼杀 ,从

事手风琴的艺术工作者们 ,为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

中生存 ,就大胆对样板戏进行改编、创作了《打虎上

山》(杨智华) 、《快乐女战士》(曹子平) 、钢琴协奏曲

《黄河》的改编曲《保卫黄河》(曹子平) 等一大批作

品 ,使手风琴艺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发芽开

花。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文艺创造的春天 ,涌现出大

批民族风格的手风琴创作作品与改编作品 ,如《百

鸟朝凤》(方圆) 、《天女散花》(李遇秋) 、《梁山伯与

祝英台》(周培贤) 、《京剧脸谱》(李遇秋) 等。这些

乐曲 ,取材多为广泛流传容易演唱的民间音乐曲调

或民间小调 ,其旋律流畅突出 ,和声简明清晰 ,民族

色彩鲜明 ,作曲家们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声语言与

手风琴技巧相结合 ,挖掘出深藏在这些传统音乐遗

产中的民族精神和气韵 ,体现了与西方迥然不同

的、独特深厚的艺术美学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

创作手法上主要采用将整首民歌或民间乐曲为题

材进行改编 ,使之既保留原曲的音乐特色 ,又具有

手风琴的艺术特点[1 ] 。或以部分传统音乐曲调作

为音乐主题 ,采用传统音乐常用音阶、调式旋律来

创作等等。下面 ,我就对这些手风琴作品 ,在继承

创新传统音乐独特的艺术特点以及演奏风格上 ,谈

点自己的看法。

一、音色

音色是中国传统音乐里非常重要的因素 ,具有

重要的表现功能 ,对形成音乐的神韵起着很大的作

用。中国传统音乐从理论到实践 ,对于音色都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国语》根据“和实生物 ,同则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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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 ,指出“声一无听”。强调音色的表现意义是

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多样性 ,首先体现在器乐

方面。中国的民族乐器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经过

长期的创造发展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共约 600 多种

乐器 ,根据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 ,谓之“八音”———

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按演奏方法又可

划分为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

四大组别。物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 :不同的发音

体 ,因振动方式、共鸣体材料与形制、发音方法等差

别而形成 不同的音色。即使同一种乐器用不同的

天然材料制作 ,音色也会不同 (例如用品种相同但

产地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笛子 ,音色就不同) 。我们

的祖先所追求的是“乐器求个性 ,音色求独特”,我

们民族所爱好的是音色多样化和个性化 ,而不是统

一化和标准化 ,这就使我国现有的每种乐器都具有

各异的音色和很强的个性 ,总体上形成了音色多样

化的局面。

手风琴要表现出中国民族乐器多样化音色所

造成的各种装饰润腔的独特性 ,无疑难度极大 ,但

手风琴有着钢琴等其它西洋乐器无法比拟的优势 ,

因为它本身是簧片乐器 ,而且它有 13 个变换各种

音色的变音器 ,可以模仿管、弦、笛、笙等乐器 ,尤其

是比较先进的管道型手风琴 ,模仿笙、箫、管等乐器

几可乱真。而且手风琴是以左手推拉风箱来控制

乐曲情感的起伏 ,这和民间弦乐的弓法控制很接

近 ,尤其是左手手腕可以揉风箱 ,使之演奏出的音

色达到弦乐揉弦的效果 ,这对演奏民族传统乐曲的

悲愤情节有很大帮助 ,所以 ,只要根据手风琴的特

点 ,通过特定的音型音色、适当的触键力度、完美的

风箱控制等方面来尽量模拟 ,就能取得满意的效

果。

二、手法

1. 装饰音

民族传统音乐中 ,装饰音不仅作为一种作曲手

段出现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反映出了中华民

族重视线条美的文化心态和思维特点。中国民族

音乐中大量采用了旋律装饰法来发展乐思 ———即

旋律的每一个音都可以被装饰 :如波动、振动、滑

奏、力度变化、音势动向变化等 ,而各种装饰音型的

运用往往能使旋律线条更见灵活 ,不协和音适宜地

使用亦能淡化刻板的感觉 ,甚至产生音调游移及滑

音的错觉。民族传统风格的手风琴作品中的装饰

音运用既源自于中国民族乐器的独特奏法和中国

乐曲演奏时一定的即兴性 ,也源自于乐曲中生动形

象的描绘性与写生性手法。这些装饰音 (或模拟某

种民族乐器的特性奏法) 运用之巧妙、手段之丰富

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往往用以营造特定的音

乐氛围 ,对民族风格、民族韵味的刻画起到了画龙

点晴的作用[2 ] 。如乐曲《扎西得嘞》中对装饰音的

运用就非常有特点 ,作曲家在右手加了一些“小二

度”碰音及各类装饰音来模仿西藏“弦子”的旋律 ,

使之增添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和亲切感。

2. 轮指

轮指技巧在演奏民族传统手风琴作品时主要

模拟一些民族乐器演奏手法。如在《天女散花》中

的运用 ,这里采用的轮指 ,模仿琵琶的轮指弹奏效

果 ,旋律以上行五度的跳进方式 ,加上渐强的律动

趋势 ,有着飘逸幽远的意境。

在《京剧脸谱》中 ,也出现了轮指奏法 ,在这里

主要是模仿戏剧打击乐里边鼓的奏法 ,使之演奏气

氛热烈 ,慷慨激昂 ,耳边似乎响起了锵锵的锣鼓、急

骤的丝弦和高亢的唱腔 ,再现了一幕幕戏剧的场

面。

3. 刮奏

刮奏也叫滑音奏法 ,在演奏民族传统风格乐曲

中 ,较多运用 ,主要模仿古筝“刮”“扫”的手法。如

在《天女散花》中刮奏。此处模仿筝的“刮”的手法 ,

利用黑键现成的五声音阶 ,大面积地在黑键上刮

奏 ,来表现天女散花的情景。

又如在《促织幻想曲》中模仿筝的“扫”的手法 ,

在演奏中指尖敏捷快速 ,如抹布般短促的“扫”向琴

键 ,来表达蟋蟀活蹦乱跳的情景。

三、旋律

中国画重线条 ,西洋画重色彩 ,中国音乐重曲

调 ,西洋音乐重和声。中国音乐虽然长期停留在单

音音乐阶段 ,但它的全部价值汇聚在旋律之中 ,又

体现在戏曲、民歌、民族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

之中。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和辉煌的宝库。

五声调式的律动产生了中国音乐风格的特色

与效果 ,蕴藏着历史的精粹。它是民族的奇葩 ,地

域的珍品 ,生活的浪花。民族传统风格的手风琴作

品都继承了传统音乐中主题旋律 (一般多直接采用

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音调、戏曲或器乐片断的曲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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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或作为作品的主题音调发展) 。如《天女散花》的

音调 ,具有江南丝竹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朴素、流畅

的风格特点。乐曲的第一段落 ,旋律因素是从江南

水乡的民间音调中孕育出来的 ,曲调婉然雅致 ,如

美丽天女手执一支曲笛 ,在缓缓倾吐对人间的钟

爱[3 ] 。

又如突出旋律特性音 ,中国的民歌、戏曲由于

地区、方言和剧种的不同 ,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旋律

风格。从旋律形态考察 ,它们往往可以从某些特殊

的音程结构、旋律活动中心音、调式变化音等去划

分风格特征。对于决定风格的关键音 ,我们统称为

“旋律特性音”。

《广陵传奇》中作者是这样应用的 ,在第二段和

第三段中分别运用特性音 bB 写出两种不同的情绪

来。第二段自第 72 小节起 ,其感情的基调是“悲”。

第二段自第 97 小节起 ,其感情基调是“怒”。这种

特性音在民族音调中具有抒情性、悲剧性甚强的可

塑性功能 ,尤能表现哀情愁绪。秦腔的“苦音”、京

剧的二簧、沪剧长腔长板、越剧基本腔、山西梆子

等 ,都广泛用它作为活动中心音[3 ] 。

手风琴有较宽的音域 ,当形象、感情表现需要

的时候 ,就可发挥其音域宽广的特征 ,使旋律“占

领”必要大的空间。《广陵传奇》前 9 小节的前奏 ,

是一段丰满有力、体现英雄气概的音乐。作者在旋

律上以民族风格现代感为基调 ,用大七度跳跃、半

音级进及模进等夸张的、戏剧性的演奏手法来表

现。

手风琴还可以奏出复杂的织体 ,像在《促织幻

想曲》中父亲的主题 ,作者就用立体 (多声部、全音

域)的思维去追求整体的完美 ,乐曲中伴随着古筝

式上、下行琶音的多次出现以及丰富多变的切分

音、三连音、六连音等特殊音型的频繁使用 ,分层逐

段地将音乐推向全曲的最高潮。作者利用丰富多

彩的织体一方面使原曲的单旋律得到不同的织体

支持 ,增添了层次感 ,进一步深化了乐曲的“意境”,

另一方面 ,也充分发挥了手风琴较宽的音域特色 ,

突破了原曲的压抑情感。

总之 ,民族传统风格手风琴作品的领域体裁十

分广阔 ,音乐语言极其丰富 ,扎根于民族风情 ,体现

民族特点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悠

久渊源 ,给人以美的享受 ,同时也验证了 ———只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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