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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箫支格剩琴作 品 《却
■

霓裳 羽表舞 》 的创 作特 色

吴 琳

摘 要 ： 《新霓裳 羽 衣舞 》 是萧友梅先生 回 国 后 创作 的一 首钢 琴作品
，

这首作品独具 民族特 色 ，
自 创作 以 来 常 常成 为钢

琴音 乐会上的保 留 曲 目
，
并广 受听众的喜爱 。 本文试从作品的 曲式结构 、 织体 、 旋律与 和声 等创作技法入手

，
来揭示这部作

品的 民族化特 色
，
进 而 为钢琴演 奏及当 代音乐 创作提供 参照 。

关鍵词 ： 萧友梅 ； 《新 霓裳羽 衣舞》 ： 民族化 ； 特 色

引 言

萧友梅 ， 字思鹤 ， 又名 雪朋 ， 广东省香山 县人 ， 作为中 国近现代音乐文化 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 他为 中 国音乐的发展与建

设做 出了 巨大的贡献 。
１ ９ １ ６ 年 ， 他以博士论文 《 １ ７ 世纪 以前 中 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宄 》 （ 又名 中 国古典乐器考 ） 获得莱 比

锡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成为 中 国首位音 乐博士 。 同 时 ， 他在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方面成就显著 。
在音乐教育方面 ， 他创立 了

我国第
一

所正规的高等专业音 乐教 育机构
一一

国立 音乐院 ， 开启 了我 国专业音乐教 育的道路 ； 在音乐创作方面 ， 除 以创作各

种形式的声乐作品外 ， 更是 当时我 国音 乐家之 中器 乐创作 的开创者 。

萧友梅 《新霓裳羽衣舞 》 最初是其于北平创作 的管弦乐 曲 ， 后 以 改编钢琴谱的形式正式发表 。 现在存留包括 由杨仲子题

签 、 萧友梅为此 曲所做序及作者为北京大学 附设音 乐传 习所的小型 管弦乐队编配的管弦乐总谱手稿第 ５ ９ 页 ， 并附上钢琴谱

草稿的于 １９２ ３ 年 ８ 月 以石印 出 版 。 其新版钢琴谱又存编入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
”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３ ０ 年 ７ 月 初版 。 封面

采 用彩绘方式并在封面 与版权页将原本 的 曲 名改 署为 《新霓裳羽衣舞 》 （ 内封与 曲谱仍署 《新霓裳羽衣舞 》 ）
， 内封载有 《广

寒 图 》 插页 ，
为杨仲子所珍藏的彩笔国 画 ， 并以此题赠 ， 此外还载有诗原作者 白居 易 《霓裳羽衣舞 》 全篇及 易韦斋序

一

、 萧

友梅序二 （ 本卷为 肖淑娴教授签名的谱本影印 ） 。 ４９ ２３ 年 １ ２ 月 北京大学 附设音乐传 习所的小型管弦乐队在作者的指挥 下进

行此 曲首演 ， 在这之后这首 曲 目 也成为音乐会上 的常用 曲 目 。

―

、 曲式结构与织体

《新霓裳羽衣舞 》 在 曲式结构的设计上 ， 与唐代大型歌 舞音乐 《霓裳羽衣曲 》 有
一

定的关联 ， 但 并不是直接采用唐大 曲

的结构 ， 而是在设计上受到 了 《 霓裳羽衣 曲 》 的影响 。 唐大 曲分为三 个部分 ：

“

散序
一

无拍无歌 ， 节奏 自 由 ， 由 器乐演奏 。

中序一入拍歌唱 ， 多 为抒情慢板 ， 由器乐伴奏 。 破一以舞蹈为主 ， 节奏逐渐加快 ，
在热烈气氛 中结束 。

”２

萧友梅先生 《新霓

裳羽 衣舞 》 在结构上 也分 为三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为序曲 ， 第二部分为主体 ， 第三部分为尾声 。 在节拍 的安排上 ， 除了序 曲 为

４ ／４ 拍 ， 随后 的主体部分十二段及尾声均为 ３／ ４ 拍 。

序曲速度较慢 ， 由六个 ４ 小节的乐句构成 ， 对 比式二声部织体为主 ， 内声部辅 以八度 、 五度 、 四度及三度音程的填充 。

第
一

段中速 ， 左手为柱式和弦 ， 右手为旋律 ： 第二段 由于每
一

小节 的第二拍均为休止 ， 这里演奏效果实 际上为 弱起的 ２／ ４

拍 ， 速度稍快 ， 织体与第
一

段相 同 ； 第三段速度 回 到开始处 ， 呈现出三拍子 的抒情性特征 ， 左手为柱式和弦 ， 右手为单选律 ；

第 四段左右手均为分解和弦式织体 ： 第五段在演奏上要求按
“

ｓｅｍｐｒｅｓ ｔａｃ ｃｏ ｔｏ
”

进行演奏 ， 使得音乐更加欢快 ， 柱式和弦

织体 ； 第六段的上方旋律声部以单选律和三度叠鬣音程为主 ， 左手为柱式和 弦 ： 第七段旋律声部每小节 的强拍均加 入双倚音 ，

由二度 、 三度和四度音程构成 ， 左手为柱式和弦织体 ； 第八段旋律声部 以十六分附点节奏为 主 ， 左手为柱式和弦织体 ， 七小

节之后两个声部织体互换 ； 第九段旋律声部的音域有所提高 ， 并加入 了
一

些颤音 ； 第十段则引 入 了三连音节奏型 ， 右手 以六

度音程为主 ， 左手仍为柱式和弦织体 ； 第十
一

段旋律声部引 入附点节奏 ， 增加 了旋律 的抒情性 ： 第十 二段 ， 旋律声部的
一

些

强拍 引入短倚音 ， 以单选律为主 ， 适当加入三度音程 ； 尾声改为慢板 ， 则采用 了展音的形式结束全 曲 。

在节拍 的安排上 以舞蹈性的三拍子为主 ， 各段速度稍有不 同 ， 序 曲与尾声 的速度与唐大 曲的结构安排是相
一

致 的 。 结构

安排正如萧友梅先生 自序的那样 ：

“

慢板散序之后 ， 始入舞拍 ， 分十二段 ， 各段 曲 调均有变化 ， 惟俱用快板 ， 尾声用慢板长

声 以结此曲 。

”３

而在谈及唐大 曲 中 的散序需要六次演奏时 ， 萧友梅先生认为这在近代作 曲家 的创 作中是不用的 ， 在西方音乐

中每段最 多重复三次 。 因此 ， 在这首作 品的散序部分 ， 也没有安排反复 。

二、 《新霓裳羽衣舞》 的旋律分析

这首作 品在旋律上如何体现出 民族性或者说是中 国特色 ， 萧友梅先生应该 是经过反复思考的 。 就全 曲整个旋律的调式来

说 ， 作 曲家 以五声音阶为主 ， 适 当加入偏音 。 具体如下 ：

１ 、

ｂ

Ｇ 宫调式旋律

这首作 品 的序 曲是全曲最具特色的部分 ， 由上方声部和下方声部两个对位化旋律构成 ， 中 间 以三度 、 四度等音程填充 为

主 （见谱例 １ ） 。 上方声部 ２４ 小节的旋律 ， 完全建立在
ｂ

Ｇ 宫 调式的五个音上 ，
８卩 ：

ｂ

Ｇ
－

ｂ

Ａ
－

ｂ

Ｂ
－

ｂ

Ｄ
－

ｂ

Ｅ 。 这
一

调式 的特殊性在于

这五个骨干音全部都在钢琴的 黑键上 。
上方声部的旋律进行 以二度 、 三度进行运多 ， 但纯四度的跳进也频繁使用 。 同时 ， 作

曲家对
ｂ

Ｇ 宫系统 的其他几个音进行了 强调 ，
如第 ２ 小节 结束在

ｂ

Ｅ 羽上 、 第 ４ 小节结束在
ｂ

Ｂ 角上、 第 ８ 小节结束在
ｂ

Ａ 商上 、

第 ２ ０ 小节结束在
ｂ

Ｄ 徵上 。 这些处理也是作曲 家五声性 民族特色之体现 。 下方旋律与上方声部形成对比 ， 从而使两个旋律声

部形成动与静 的特征 。 整个序 曲 的旋律 ， 在
ｂ

Ｇ 宫五声调式 的基础上加入了
一

个 Ｆ 音 （仅 出现
一

次 ） 。

谱例 １ ： 萧友梅 《新霓裳羽衣舞 》 序曲 第 １
－

４ 小节

？
１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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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随后段落中作 曲家大部分保 留 了

ｂ

Ｇ 宫调 式 ， 如第
一

、
二 、 四 、 七 、 八 ； 而在第三 、 第五段 中 引入了 偏音 Ｃ ， 第六段中

则引入 了 偏音 Ｃ 和 Ｆ ， 使得这
一

段构成 了完整的 ￥ 清 乐音阶 。 尾声 的结 束处再次转回 到
ｂ

Ｇ 宫调式 。

２ 、

ｋ

Ｄ 宫调式旋律

在这首作品 的第十 、 十
一

段 ， 由原先的 七 宫调式转入到纯五度调
ｈ

Ｄ 宫 调式上 ， 分别 引入 了Ｇ 音和 Ｃ 音 ， 构成
一

个完整

的 ％ 清乐音阶 （ 见谱例 ２ ）
； 第十二段仍然在

ｂ

Ｄ 宫调式上 ， 仅 引入了偏音 Ｃ 。

谱例 ２ ： 萧友梅 《新霓 裳羽衣 舞 》 第十段 第 １

－

８ 小节

Ｄ ＩＷ－

ｒｍｆｆｆ丨 ｍ
ｉｌｗｔｆｎ

ｆ
１３３ １

８
＾ ̄

－

ｇｇｆ
ｇｇｆｒｆｆ ｒ ｃｔｆＥｆｒｒｆｎ ｒ

３３３ ３３３

这里的转调 ， 从调性关系看 ， 相差 五度 。

ｂ

Ｄ 为
ｂ

Ｇ 的 厲音 ， 如果从和 声的进行上看 ， 第十 、 十
一

、 十二段的转调 ， 更像

是尾声 （

ｂ

Ｇ ） 前的属 持续 ， 为最后尾声的调性回 归做好准备 ， 从而强调
ｂ

Ｇ 的主音地位 。 这反映 出萧友梅先生在学 习 西方传统

作 曲技法的 同时 ， 注重 同 中 国题材作 品相结 合 。

三 、 《新霓裳羽衣舞 》 的和声分析

《新霓裳羽衣舞 》 在和声上仍然采用西方传统的 和声手法 ， 如在和弦结构上仍然采用三度赍置的和弦 ， 在终 止式 的处理

上仍然采用属
一

主的和弦进行 。 但作曲家做 了
一

些较为贴近民族化风格的尝试 。 具体如下 ：

１ 、 纯四度音程的频繁使用

纯四度音程在这首作 品 中 ， 不仅体现在横 向 的旋律进行中 ， 在纵向 的和声结构上也得到 了较为充分 的运用 。 如在序 曲 中 ，

虽然是对位化织体写作 ， 但纯 四度 音程 到处可见 ， 如第 ４ 小节 中 的 卞－１、 第 ５ 小节中 的 沱－卞
； 第二段 中运用

ｂ

Ｄ
－

ｂ

Ｇ 、

ｂ

Ｂ
－

ｂ

Ｅ ；

第三 、 第 四段 中频繁 使用
ｂ

Ｅ
－

ｈ

Ａ
、 第五段中使用

ｂ

Ｄ
－

ｂ

Ｇ
、 第六段 中使 用

ｂ

Ｂ
－

ｂ

Ｅ
、

ｂ

Ａ
－

ｈ

Ｄ 、

ｂ

Ｅ
－

ｂ

Ａ 、 第十二段使用 了Ｆ
－

ｂ

Ｂ 等 。

２ 、 基于大三和弦基础上的六度音程

《新霓 裳羽衣舞 》 中 的主要和弦采用 了三度费置 的形态 ， 作 曲 家在此基础上广泛运用 了在协和三和弦基础上增加六度音

程的处理手法 。 如在第 １

－

２ 小节 （ 参见谱例 １ ） 的左手声部 ， 音髙级依次是
ｂ

Ｇ
－

ｂ

Ｂ
－

ｂ

Ｄ ， 这是 七 大三和弦 ， 但第 ４ 个音高级 为
ｂ

Ｅ
： 以及在第 ３ 小节的旋律声部也 引入

ｂ

Ｅ 音 ， 与 这
一

小节的和弦形成横 向 音程进行中加六度音程 。

３ 、 三度关系的和声进行与阻碍进行

萧 友梅先生在这首作 品 的和声 进行 中 ，

一

方面保留 了西方传统和声学 中 的
“

力度性强功能和声
”

＇在和声进行中 以 四 、

五度根音关系 的强进行为 主 ， 如在 各个段落结束处 ， 则 以属七和弦到主和 弦的完满终止为主 ； 另
一

方面 ， 作 曲家较多地使用

了 色彩性 的和 声进行 ， 其 中三度和 声进行被频繁使用 。 如在第
一

段中较多使用 丨

－

ＶＩ
－

Ｉ 。

同时在这首作 品 中 ， 作曲 家也频繁使用阻碍进行 ， 以 Ｖ
－

Ｉ 的进行为主 ， 如在第二段的第 ２ 、 ３（见谱例 ３ ） 和第 ９ 小节 ，

第八段的第 ６
－

７ 小节等 。

谱例 ３ ： 萧友梅 《新霓裳羽衣舞 》 第二段 第 １

－

３ 小节

ｖ
－

－４^  

，

ｆｒｔｙ ｉｆ １；Ｘ ＝



＝
＿＿

ｎ
—－－ － －－

１
—

；
—

ｉｆａｆａｊｙｊｌ

ｂＧ ． ＶＶＩＶＶＩ

？１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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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四六和弦的频繁使用

在传统和声学 中 ，
四六和弦不可以单独使用或者是不能随意使用 ，

常作为经过 四 六 、 辅助四六 以及终止 四六和弦被使用 ，

并且 四六和弦 已经不 具有 原位 和弦的功能属性 ， 而成为其使用的前后和声功 能圈 中 的
一

员
。 如马勒在创作 《大地之歌 》 中 ，

在第三乐章 １３
—

２ ０ 小节 中
“

使 用 了 卞 大调的 ＾ 和弦 ， 伴奏采用 顿音演奏技法 ，
使音乐有如敲击之声 的音响效果 ， 音乐轻

快 并且体现 出 空四度的音响效果 。 歌词描写的是在
一

个亭子里 （ 是 中 国 的用绿色 和 白色的瓷建成的亭子 ， 也称 瓷阁 ）
，

一

群

文人在饮酒作 诗 ， 逍遥 自在 。 而用这样的和声恰好表达 出
一

种 悠闲 自 得 、 无拘无束的 自我生活
”

。

５

而四 六和弦由 于可 以产 生

出 四度音响 ， 这或许与 中 国传统音 乐有着
一

定的内在联 系 ， 在 中国音乐创作 中 也
一

直 受到作曲 家的青睐 。 如我国近代作曲 家

青主在其 《清歌集 》 中 ， 也频繁使用四六和弦 。 这些都体现 出作 曲家想要表现的 中 国元素或 民族特色 。

在 《新霓裳羽衣舞 》 中 ， 萧友梅先生也较 多地使用四 六和弦 。 如在第
一

段 、 第三段 、 第五段等中 有较 多的运用 。 下例为

第三段的第 １

－

８ 小节 （ 见谱例 ４ ） ， 在这里使用 了 丨

｜

和 Ｖｌ
｜

， 不仅使得低音声部的进行变得平稳 ， 还产生出 新的音响效果 。

谱例 ４ ： 萧友梅 《新霓裳羽衣舞 》 第三段 第 １
－

８ 小节

结 语

笔 者通过对 《新霓裳羽衣舞 》 创作技法的分析发现 ， 这首作品 创造性地将 西方作 曲技法与本 民族特色相融合 ， 与其幼时

对 中 国传统 文化 的学习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中 国 古典诗 词 、 文学元 素在他 的创作之 中 被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 并与西方作

曲技法完美的结合 。 在 曲式结构的安排上 ，
《新霓裳羽衣舞 》 的结构设计既受到中 国古代乐 舞唐大 曲 的影响 ， 同时 也保存着

近现代作 曲 家的创作形式 。 在旋律进行上 ， 作 曲家运用 了 很 多典型的中 国化旋律手法 ， 如对
ｂ

Ｇ 宫 调式旋律 、

ｌ
＇

Ｄ 宫调式旋律

的运用 与处理 ， 将旋律中 的五声性 民族特色在乐 曲中 体现 出来 。 同时 ， 在和 声上 ， 作曲 家进行 了中 国化的尝试 ，
如纯四度音

程的频繁 使用 、 基于大三和弦基础上的六度音程 、 三度关系的和声进行与阻碍进行 、 四 六和弦的频繁使用等 ， 都在西方传统

作 曲技法的基础之上体现出 了作曲 家想要表现的 中 国 元素或 民族特色 。

《新霓裳羽衣舞 》 中 民族化的 创作特征与尝试无论对作者所处的 中国近代时期的音乐还是整个 中 国音 乐的发展 ， 都有着

深刻 的借鉴意义 。 当代音乐创作也需要继承这种传统 ， 如何体现出 中 国特色 ， 也是当 下亟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

“

民族化
”

是指 ：

“

作 曲家 、 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和 发展本民族的独特的 艺术思维方式 、 艺术形式 、 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 ， 表现本

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 ， 使文艺作 品具有 民族气派和 民族风格 ， 是
一

个 民族的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之
一

。 文艺作品 要达到民族

化 ， 作者必须熟悉本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 思想感情 、 愿望和艺术爱好 ， 继承本民族文艺的优 良传统和 创造性地吸取其

他 民族文艺创造 的优点 ， 并把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 才能创造出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的 文艺作品 。

＾

萧友梅先生在创作这

首作 品时 ， 无疑也是思考过这些问 题 ， 并将其融入创作实践 ， 从而使其作品 更加符合中 国 人 的审美心理 。

课题项 目 ： 本 文 为 江 苏 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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