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家齐尔品对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的影

响 
 

  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那清新、流畅的线条，呼应、对答式

的二声部复调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中国竹笛的特色，向听众展示了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

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江南水乡，一位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自得地吹着牧笛。该曲具有典型的中

国民间风格，是驰名世界的中国优秀钢琴作品之一。  

  1934 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当时以专门弹奏自己的作品而享

誉欧美。他来中国本来只打算停留数周，然而在他抵达中国后的几个礼拜之中，他却对中国、

中国当时的音乐情况与中国的传统音乐产生了极大的感情。这种情感使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

延长到约 3 年之久，一向以专弹自己作品出名的齐尔品，居然向中国要求一首供他在“其他

各国演奏”之用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在当时上海的《音乐杂志》上就出现一则

“齐尔品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的启事。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绿汀以《牧童

短笛》应征，荣获头奖。从此，钢琴小品《牧童短笛》排入了齐尔品演奏会的节目单上，每

场音乐会必然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张己任著的《谈乐录》中《齐尔品与中国音乐》一文

中充分肯定了齐尔品对中国音乐发展所起的作用。而本人认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有其 历史 

的必然性，同时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也起着极大作用。  

  20 世纪，浪漫主义的音乐语言和风格占统治地位的西方音乐似乎走到了边缘，各种各

样的音乐语言和风格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主要原因是：20 世纪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社

会 动荡，矛盾加剧。世界的 政治 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必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从

而在音乐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反映。我们可以在巴托克、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等人

的某些作品中感觉到，他们的音乐所表现的不是恬静的田园生活，不是充满幻想的内在世界，

也不像印象主义那样追求瞬间飘忽不定的感觉，更多的表现为真实的、渴望自由的人类思想

感情。  

  20 世纪的音乐与其他文学 艺术 一样，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在音乐上，追求新的

材料、新的语言、新的技法、新的内容，即流派繁多，更迭迅速，而且许多流派之间关系十

分复杂：既有矛盾冲突，又相互交叉、影响和吸收。在音乐观念上出现了新的特点：一些作

曲家摆脱了浪漫主义的束缚，大力进行创新的倾向：作曲家采用 现代 工业 化的题材取代

浪漫时期音乐的题材，有的作曲家采用东方音乐语言，从印尼、印度、日本、朝鲜等非西方

国家和民族音乐中汲取素材，借鉴音乐的表现手法，用现代技法创作，除了在欧洲音乐基础

上增加一点“异国情调”，还采用了新的调式、新的和声、新的音程、新的织体以及新的记

谱法、作曲法和表演形式等。而 20 世纪初的 中国 音乐 ，在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汇，彼此：

中撞融合中，开始了自己的 历史 进程。当时的中国音乐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期，由传统的

封建 社会 农业文明中的音乐向 现代 工业 文化中的音乐转型。“学堂乐歌”运动是中国向

西方音乐借鉴 学习 的开端，新办的中小学校成了西方音乐向中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当时的

音乐人士纷纷攻击中国的传统音乐，提倡欧美音乐，他们认为西方音乐能够振奋民族精神，

提高国民志气。一些喜爱音乐的爱国青年，跑到日本去“取经”，将日本引进欧美音乐的成

功经验运用到中国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美留学的马思聪、冼星海、谭小麟、丁善

德等音乐家带来了西方的现代音乐；此时的中国，却呈西洋“古”乐流行，中国本身的音乐

传统备受冷落，“音乐”逐渐成了西乐的代名词。  

  此时，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欧美音乐家、钢琴家齐尔品的“欧亚合璧”的创作理念，



对中国作曲家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时的齐尔品正处在西方音乐的创新时代 ，“寻找音乐的

新资源”是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他认为一位作曲家的创作不应在音乐学院里，而应该在乡

间、市井小民聚集的地方，他希望在各地的旅行中能寻找一些在欧洲已经消逝了的东西—„

在抵达中国几个礼拜后，就已经注意到当时的中国音乐缺乏对 20 世纪音乐的认识，他认为：

中国已经吸收了许多我们现代文化的产品，而且与他们仍类似中古时代的社会结构融合得很

好，在音乐上，必须有中、西方共同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这个共同的语言就是 20 世纪的音

乐语言。齐尔品相信在中国作曲家把本国音乐与 20 世纪欧美的音乐语法融会贯通后，中国

音乐 自然 可以与欧美的音乐并驾齐驱，而不需要在后头追赶。他创作了许多具有中国风味

的乐曲：op51No3 中第九首江南的《紫竹调》、第十首河北的《探亲家》、op71 中的第四首

云南的《新年》、第六首内蒙的《虹彩妹妹》、op95 中第二、六首新疆的《马车夫之歌入《青

春舞曲》、《五首音乐会练习曲》，op52 成功地用钢琴来模仿中国的《古琴》(N02)、《敬献中

华》(N03)及中国的木鱼《歌谣》„„中国的琵琶代表作《敬献中华》就是齐尔品在研究中

国音乐与中国乐器之后的作品。而《牧童短笛》是一个中国人在学习西方音乐与西方乐器之

后的成果。这两首乐曲都是把中国音乐的特色与中国乐器的语法，在西方乐器中表现出来了。

这正是 20 世纪西方音乐“民族乐派”的创作途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音乐民族性的

觉悟，指明了中国音乐 发展 的道路，一条中国音乐创作的可行之路，中国传统音乐重新被

重视。台湾作曲家江文也在他的影响下创作了许多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在这以后的 17 年

间，中国音乐的民族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继承民族民间音乐优秀传统和借鉴西方先

进音乐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与世界先进国家发达音乐文化并驾齐驱的现代中国民族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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