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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王建民是中国当代 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古筝、二

胡作品。在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对其作品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他的音乐作品有一

定的创作理念与创新，本文通过对有关古筝研究的论文进行收集和整理，发现其

研究主要集中在流派的风格特点、演奏技巧与审美、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笔者对

其现状进行了思考，将通过乐曲《长相思》来解析王建民的创作思想为更完美地

演绎他的作品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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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是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中重要的成员之一，其音色典雅、细腻，韵味独特，

丰富的表现手法深受大家的喜爱，由于入门容易，近年来学习的人逐渐变多。 

  王建民，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多年来谱写了歌曲、舞蹈音乐、

电视音乐、器乐独奏、协奏、室内乐、交响乐等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在各种重

要的专业比赛中有三十余首作品获奖，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有二胡曲：《第一二

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天山风情》；古筝曲：《幻想曲》《湘舞》《长

相思》《西域随想》《莲花谣》《戏韵》《枫桥夜泊》等，其中一些作品成为二

胡和古筝演奏比赛参赛者的必奏曲目。他的音乐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特色与创新，

具有独特的构思与创造性思维，至使他创作的每首筝曲都独具特色，这些新的作

曲技法丰富了古筝的演奏技法，创造了全新的音色。 

  王建民的作品创作初始都有一个标准，就是难度要高一些，语言要新一些，

分量要重一些，让观众喜欢听，让演奏者喜欢练，并在学术界要具有影响力。王

建民之所以能够在筝曲创作上获得这样的成绩，与他的创作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就《长相思》这首古筝曲的分析入手，对王建民筝乐创作的思想进行剖析。 

  乐曲《长相思》是王建民一系列筝曲创作的早期作品，保留了中国传统筝曲

的许多特点，他的一些创作思想完美地演绎出李白对长安以及长安朋友的思念之

情，并且也表达出李白满腔的才华与抱负无处施展的悲愤之情。 

  这首乐曲的乐曲结构为三部曲式，由于其第二部分含多个结构相对完整的小

段落，所以又被看作三部曲式与多段联曲体的综合。其结构的方整性、段落的明

晰性和旋律的歌唱性，是乐曲结构和音乐材料陈述的突出特点。 

  一 雅俗共赏 中西合璧 

  “雅俗共赏，中西合璧”是王建民筝曲创作思想的自我表达。王建民认为中

西合璧是用系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结合一切可用的传统及现代作曲技法加

以融合、创造。雅俗共赏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结合，也就是说在作

品中，既有精美的艺术形式与语言结构，又具备较强的可听性，并为大部分专业

人士所接受。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作曲家所追求的共同思想。王建民非常强

调民族性，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他认为创作

应该源于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并且广泛涉猎优秀的中外作品。 



  1 古曲音调的运用 

  在筝曲《长相思》的创作中，灵感来源于李白的诗词《长相思》，引子部分

运用了古曲《春江花月夜》的音乐素材，以 6（1=F）为中心音展开（第一小节），

带有同音装饰音的短摇，每个音都加有强音标记，似乎将满腔愤懑之情喷发出来，

具有先声夺人的戏剧效果。音乐中的悲情，实际上是诗人思想矛盾的反映，作者

正是从李白内心矛盾基调出发，使乐曲一开始就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性氛围，表现

了浓郁的古韵风采，塑造了浓厚的人文精神，衬托了古筝独有的韵味与表现力。 

  2 传统素材的选用 

  作曲家将陕西民歌的一些旋律和中国古代歌曲中的音调融合，创作出了一部

具有浓郁传统旋律风格的作品。乐曲在主题出来之前，以左手的古琴音调为固定

音型演奏四小节，引出带有忧伤色彩的主题旋律，具有优美、抒情、淳朴的质地，

常常用以表现吟咏、礼赞、思念的情绪，其端庄、典雅的气质，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部分演奏在音色、力度上做出明暗、厚薄的不同处理，将音乐戴如惆怅、忧伤，

抒发了诗人孤寂忧愁的情怀。左手衬托声部的固定音型，时而穿插左手在琴码左

侧无音高的刮奏，不仅表现了“长相思，摧心肝”的凄清冷寂的愁绪，还使听众

很好地将乐曲与传统古诗词赋予的主题内容连接融合。 

  3 与西方音乐的结合 

  近年来，在民族器乐的创作数量上，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诸多新作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佳作，但是仍旧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民乐演奏群体

的需求。 

  一部分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新作品，在演奏技法以及音色探索上显得过于

“先锋”，导致演奏群体很难接受。而相当一部分由演奏家自己创作的民乐作品，

在可听性上被乐迷接受，但在结构布局、创作技法上又显得过于“保守”。 

  这就是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断层”。王建民认为这个“断层”相当于西方音

乐史中的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的浪漫主义。因此，在王建民的古筝作品创作

中，他特别注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强调“可听性”与“创作性”的并存。 

  在乐曲《长相思》中，王建民突出地表现了传统音乐素材的运用与西方音乐

的结合，既体现了乐曲的“可听性”，又不会使乐曲在结构布局与创作技法上显

得“保守”。一方面注重表现古筝独特的韵味，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创作思想，

把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创造性的使用在古筝演奏技术上，为筝曲的效果带来新的

层面。体现了王建民“雅俗共赏，中西合璧”这一创作思想，王建民正是遵循自

己设定的创作思想，在民乐的创作上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中”与“西”、

“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契合。 

  二 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 

  作曲家不仅要有严谨的创作态度，更要有不甘于寂寞的勤奋精神。纵观历史

长河，凡是能百听不厌，广为流传的音乐作品，必定是经典之作。在这些佳作形

成之前，作曲家们都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和不计其数的汗水。因此，只有脚踏实的

学习、勤勤恳恳的创作，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是王建民又一创作思想。王建民将作曲技法的运用

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技法简单而且效果不好，为 差；二是技法虽然“复杂”但

是效果也不好，为其次；三是用复杂的技法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是为良好；四是

用“简单”的技法达到 好的效果，为 好。这说明技术运用得当才是作品成功

的关键。 

 对于作品的创新来说，并不是越“新”越好，这里面有一个“创新度”的问题，包含了公



众的衡量标准。王建民作品的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所把握的“创新度”是“新而

不怪”。也就是说在作品中应有一定的新信息量，但不能太多、太杂，不能超出大多数人的

接受范围。王建民也非常讲究个性的存在，在他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独特的调式定弦、非传

统音色的追求和创建。 

  1 音阶调式的创新 

  中国传统筝曲的定弦法，主要采用五度相生律，通常定弦以宫、角、徵、羽的五声音阶

排列（D 宫调式 4 个不同八度无半音五声音阶的循环），古筝的和弦以四五度叠置为主，属

于协和和弦，难以表现复杂的音响。这种定弦的方式，使作曲家在创作乐曲时受到了限制，

不能发挥出 好的水平。 

  王建民在乐曲《长相思》的创作中，综合了古代歌曲的某些音调与陕西民歌的某些旋律，

采用了交替八度重复规律定弦，打破了传统定弦的规矩。音乐材料在这两个调性系统中自由

转换——清角为宫或变宫为角，为音乐的展开带来动力和色彩的新鲜感。这一两种调性结合

的双调性手法，使乐曲的音色更为丰富新颖，使古筝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作曲家在技法的海

洋中与想象的空间中驰骋。 

  2 新的演奏技法的探索 

  在筝曲创作中，对于琴码左侧无确定音高的运用，也不约而同地成为了当代作曲家们追

求新音色的一个重要途径。 

  筝曲《长相思》慢板中，作曲家运用了新的演奏技法，即主题旋律开始处，在左手声部

演奏的固定低音线条持续的基础上，同时辅之以琴码左侧的不确定音高的自由刮奏，而此时

右手演奏的是纯五声化的主题乐思，这无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点缀作用，为无具体音高的偶

然性刮奏音响和持续不断的固定低音之间形成错落有致的交替做了又一次融合，更能体现乐

曲忧郁伤感的色彩（第一部分第七小节至第三十三小节）。 

  王建民在看到别人作品时，常常能看到别人作品中的长处和自己作品中的不足，并对其

进行分析、思考、归纳与总结。他常常去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丰

富自己的阅历。可见，厚积而薄发、细腻而精致的良好品质在王建民的创作中起到了相当重

要的推动力。 

  以上两点体现了王建民“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创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完善自己的

作品，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 

  三 素材凝练 变化丰富 

  用简单精炼的素材衍伸出丰富色彩的音乐，这也是王建民的创作思想之一。 

  1 核心音调的运用 

  王建民在创作乐曲时，用广泛的音乐素材加以精简凝练，成为一种动机材料，然后根据

这一材料进行扩充，形成一个新的旋律型，王建民称其为“核心音调”，而核心音调就是建

立在核心音程上的。 

  乐曲《长相思》的核心音程为 6-1-2-3（1=F 在民族调式中），在谱例中的两个和弦里，

分别囊括了 5-6-2 和 2-3-6（1=F 在民族调式中），再根据此核心音程发展出无限的变化。王

建民 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持动机音乐风格不变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多的发展变化。 

  王建民根据这一核心音程创作出乐曲《长相思》，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展现出作

曲家自身独特的和声语汇，同时还可以在和声色彩方面富于更多的变化性，体现出多元化的

和声手法。 

  在传统的筝曲中，单一的线条因素（通常用右手演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左手多为

“润饰”作用，用来以韵补声，演奏按音、揉音、颤音、滑音、点音、泛音等烘托右手声部

的演奏技法；或仅仅以同音反复来加强乐曲的紧张气氛。 

  （1）右手泛音的使用 



  在乐曲《长相思》中，作曲家运用右手泛音，左手伴奏的演奏手法（第一部分第四十二

小节至第五十七小节）给人一种新的、美的享受。这样使得右手与左手声部之间起到了很好

的呼应作用，使音乐增添了流动的韵律感。 

  （2）三声部织体写作 

  在乐曲《长相思》的“激动地广板”段落，王建民运用了三声部的织体写作方式（第二

部分第八十八小节至二百零八小节）。第一声部为隐伏的主旋律线条；第二声部为音型化的

32 分音符的分解和声；第三声部则为主旋律声部的低八度重复。在此段落中，王建民运用

了古筝的快速指序的演奏手法（右手），在构思好这个具有难度的演奏技术的背景下，他采

用音型互相穿插的方式来发展主要旋律，使旋律与各种和弦自然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和弦音

型化、旋律器乐化的广板段落。整个部分音乐情绪是积极、活跃的，从不同侧面描述诗人对

人生理想的追求，虽然道路坎坷，但执着、坚定的追求着。 

  通过演奏、深入分析乐曲后了解，认识到王建民的作品充分体现出“素材凝练，变化丰

富”的创作思想，不仅在乐曲《长相思》中运用，还在《西域随想》《莲花谣》中体现了出

来。作品有各种表现技巧恣意发挥的空间，给人的感觉是：这首筝曲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

的。 

  王建民的音乐创作中，他始终坚持作品的“可听性”与“创新性”。既有歌唱性的旋律，

又能体现古筝非传统演奏技法带来的新颖性音色和音响；既注重古筝的韵味表现，又在演奏

上带来一定的炫技难度，体现了“中西并存、雅俗共赏”以“和”为美的创作思想。王建民

善于提炼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并通过核心音调的扩张、音型的贯穿、和声的融合、非常规

音乐的运用等方面来丰富主题音乐的多种表现形态，使人耳目一新。他把西方现代作曲技术

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进行融合，把外在感性形式的美与内在富有韵味的意境进行相辅相成，

他以东方人独特的深沉感悟和固有的民族审美感受去描绘作品，赋予了古筝演奏艺术领域里

新的视觉效果以及个性化的特殊音响效果，实现了“文”与“质”的统一，为古筝艺术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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