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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神韵　渐入佳境
——古筝协奏曲《入漫》的音乐分析

徐　婧

《入漫》是青年作曲家刘青创作的一首古筝协奏曲，其灵感及

创作元素来源于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标题《入漫》选自古

曲结构中“散起”、“入调”、“入慢”、“复起”、“尾声”的“入慢”

一词，作曲家将其演绎为“入漫”，意在表达梦境的甜美及其由浅

入深的过程。在基于个人音乐风格的基础上，运用配器、对位技法、

调性与调式变化以及和声色彩明暗对比等现代作曲手法，将《入漫》

的东方神韵和现代音乐气息演绎得淋漓尽致。本文将从作品的曲式

结构、调性与调式对比、对位技法等方面展开分析。

以浓郁的中国音乐文化神韵作为背景，融入现代作曲技法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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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曲家刘青的创作特点，在其创作的作品中总能表现出她在中国

民族音乐素材与西方创作技法相结合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入漫》

这部作品为“2008 年北京国际女音乐家大会”所写，于 2008 年 4

月 21 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与古筝演奏家邱霁联袂首演

于中山音乐堂， 指挥关迺忠。

一、乐曲的整体结构

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笔者把作曲家在节目单上为这首作品而

作的一首词摘录如下 ：“轻浅入，漫自开，云卷西风溅起千叠海，

雾散尽，清犹在，月拂尘埃唤醒意归来……”词表达了在梦境中情

绪由平静到热烈再到平静的过程，也暗含了作曲家为《入漫》而设

计的整体布局。

全曲是包含带有引子和尾声的三部结构 ：“渐入”（引子）——

“漫延”（A 段）——“弥漫”（B 段）——“漫衍”（C 段）——“散

尽”（尾声），《入漫》在梦幻般的氛围中展开（见下列图示分析）。

二、主题材料的运用及其贯穿发展

《入漫》主题材料来源于昆曲《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首句，

作曲家挑选了其中的几个骨干音作为全曲的中心音，也称为核心动

机，它在整首作品中贯穿始终，并且充满活力而“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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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分析

结　构 引子 A 段 B 段 C 段 尾声

小　节 1～25 26～64 65～111 112～131 132～172

主题材料
G → A → C

三音组动机

主题旋律首

次完整呈示

三音组动机

纵向多调性

叠置

主题旋律卡

农式模仿

三音组动机

再现

调性布局
多调性

泛调性
a 羽→ a 徵

多调性

泛调性
g 宫

多调性

泛调性

速度表情

=40

静谧地，

梦幻般地

=60

 恬美地，

歌唱地

=80

不平静地，

热烈地

=96

 激情地，

宽广地

=60

渐渐趋于平

静，幻想地

三音组动机的首次呈示采用古筝的泛音演奏，音色“优雅含蓄”，

即将把听众带入一个幻想般的世界。主题由（G、A、C、）三音组

构成，音程以 G 为中心音是“二度 + 三度”和“二度 + 四度”这

两个框架构成。在其后音乐发展中，几乎始终围绕着这个核心因素

展开。不仅多次以原型出现，而且将其以扩大、缩小、节奏变化等

多种形态出现。这些手法以点描的方式主题动机轮换分散在不同乐

器上，形成了不断变换的音色背景，使作品充满了灵动之气。

乐曲第 17 小节是主题动机双调性的紧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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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第 17～23 小节  

在以上引子的片段中，三音组是以片段、零散的形式出现，以

古筝的 C 宫调作为主句，颤音琴和扬琴在 A 宫调上对其紧接模仿，

这也正是“轻浅入”梦境开始的时候，让人无限期待。

A 段由三音组动机的延伸而构成的主题旋律首次在古筝的演奏

下完整呈示。

例 2. 第 29～38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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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例可以窥见，主题旋律一直是在引子营造的柔和与梦幻的

基调中展开，a 羽调式的小调色彩暗示着幽玄、恬美的梦境即将要

漫延开来。

B段的三音组动机主要始于第81小节，由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演奏。

例 3. 第 81～90 小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音骨干的基础上引入了降 D 音，因此 G—降

D 所构成的减五度的加入，增加了不协和感，让音乐产生“云卷西

风溅起千叠海”的压抑翻腾之感。随后这个附加了减五度的三音动

机在其他声部依次进入，不断叠加，直至高潮。

C 段中三音组动机以清晰的调性出现，并在各个声部构成卡农

式模仿，达到全曲的高潮。

例 4. 第 111～116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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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小节是 B 段叠入 C 段的部分，三音组的动机在笛、箫声

部和唢呐声部形成严格卡农式模仿，直到第 219 小节结束，是 G 宫

调式，这也是全曲的高潮部分。如果说前面是“渐入”和“弥漫”，

那么这一段开始就已经充分的“漫衍”开来。

同样在尾声的部分，三音组动机的回归也体现了出来。

例 5. 第 169～172 小节

在笙和马林巴游离的调性中，颤音琴和古筝以及隐藏在高音笙

声部的三音组主题动机开始回归，三音组的横向与纵向叠加完成了

主题材料的首尾呼应。结束部分的意境就像一滴墨在水中散尽却“清

犹在”，这种“形态”让人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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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声语言特征

1. 协和与不协和音响的整体布局

在该作品中，其协和与不协和音响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乐曲

结构划分的一种标志 ：渐入（以不协和音响营造虚幻梦境）——漫

延（协和音响为主进入梦境的恬美意境）——弥漫（以不协和音响

为主为高潮做铺垫）——漫衍（以协和音响为主全曲达到高潮）——

散尽（以不协和音响结束，达到意犹未尽的效果）。

2. 色彩性和弦的明暗对比

《入漫》中很少能够找出构建于调性基础上的和声，更多的是

色彩性和弦的使用。

例 6. 第 8～12 小节

第 13～15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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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两例可以看出，和弦的结构不是以调性作为基础，而是从

色彩方面考虑。中音笙 B → F 是纯五度，低音笙 G → B 是小三度，

都在较低音区，并且 B—B 的增音程由两个不同的乐器奏响，其色

彩变得更加幽玄。柳琴和琵琶在较高音区其音程关系分别是纯五度

和纯四度，力度是 pp，在高音区这样的音响显得十分柔美、轻盈。

同样在高音笙和中音笙的叠置关系分别是 ：大二度 + 小三度、纯四

度 + 大二度以及大二度 + 纯五度。由此可见音与音的叠置是建立在

四、五度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五声性调式的特点，强调色彩性

和弦使感觉“印象式”并且暗示朦胧、飘忽的幻觉，在似是而非的

气氛中，把听众领入一个幽玄的梦幻中。

这部作品的总体色彩处理并非是像油画或水彩画那样的色彩鲜

艳、对比鲜明，而是像中国画那样，在淡雅的基调上，通过墨与水

的浓淡调和、画面层次的疏密厚薄等方式，来含蓄地体现视觉上的

色彩微差。

3. 调式调性的游移渗透

仔细聆听《入漫》，不难发现调性的特点是在游移与清晰中转

换，这种转换新奇并不怪异。乐曲在引子前半部分和 B 段的前部

分是以泛调性为主，这种调性介乎于传统调性与无调性之间，是

一种新的调性思维方式，在乐曲中调性往往呈现出细碎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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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的调式主音不易被发现，以巧妙地潜在暗含的方式表现

出来。

例 7. 第 48～55 小节

古筝的一段旋律来自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中间的一句，

是 a 羽调式，色彩较为柔和，具有小调的色彩，而以高胡、二胡、

中胡组成的弦乐组以 a 徵调式开始，色彩就明显的温暖、明亮。古

筝以羽调式结束，而重叠的 a 音是徵调式的开始，调式由 a 羽调式

向 a 徵调式“柔和”渗透，在和谐的意境中“描绘着”恬美的梦境。

作曲家在《入漫》这部作品中所采用的调式调性的游移和转化，大

多数都是一种过渡性的手法，并不是突兀性的，这也就是这部作品

听起来细腻和充满虚幻意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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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第 65～67 小节

上例是进入 B 段的部分，由古筝六连音伴奏音型开始，笙和古

筝两个声部的特征音 F 和 B 能够判断出是 g 羽调式，而接下来的

旋律这些特征音开始消失，调性游移（见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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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第 68～70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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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是从 g 羽调式中游移开来的，其特征音消失，进入不确定

的、朦胧的调性中。但是其后的调变化主要都是在 g 小调为中心的一

种游移状态。B 段后半部分从第 81 小节开始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声部在

三音骨干的基础之上引入 D 音，增加了不协和感，这个附加了减五

度的三音动机使得调性朦胧，从 a 羽调式逐渐开始不明确，特别是即

将进入 C 段的部分，调性的游移与对比，更是为 C 段高潮做足铺垫。

而 C 段主要是 a 羽和 G 宫调式，调性稳定使得情绪变得舒缓，

音乐色彩也显色更加瑰丽，特别是唢呐、笙的充分使用，突出了东

方色彩，主题旋律在笛、唢呐、弹拨乐组和弦乐组的声部中，紧接

模仿和卡农模仿以及包括三连音、六连音，四个十六分音符的纵向

节奏对位，使 C 段的高潮迭起。

四、对位技法特点

1. 传统对位技法

对比式复调与模仿式复调是复调音乐的两种基本类型。《入漫》中

对比技法的运用主要是用在古筝和乐队之间，而更多的是模仿对位技

法的使用，特别是卡农模仿的运用。卡农模仿作为复调音乐中十分重

要的作曲手法，是指连续不断地模仿，模仿声部不仅模仿开始声部单

独呈示的那一部分，而且继续模仿对句以及以后的部分，直到进入终

曲或进入其他音乐形式。《入漫》中 C 段高潮的写作手法正是卡农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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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 第 111～122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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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例可以看出，笛、柳琴、古筝上方旋律声部以及高胡作为

主句，高音唢呐和古筝下方旋律声部对其进行卡农模仿，此片段是

C 段高潮段落。卡农模仿一直持续到 C 段的结尾，这种卡农式模仿

是持续推向高潮的一种手段。

2. 现代对位技法

1）双调性与多调性对位

双调性对位的特点是复调织体中的两个旋津声部分别建立在不

同主音的调性基础上，而其调式结构却是相同的，比如都用大调式

或小调式，再或者都用其他十分多样的调式中的一种。

例 11. 第 19～25 小节

上例是引子进入 A 段的片段，古筝所奏的以三音组为主题动机

的旋律，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特征音，以 G 为主音一直贯穿其中，

是 G 徵调式，扬琴所奏是以 G—D 音作为叠入音程进入 A 段，并且

反复出现了特征音 F，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确定为 G 宫调式。在调性

上都是大调性，而调式上 G 徵调式和 G 宫调式形成了调式上的对

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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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第 81～104 小节

从第 81 小节开始是 B 段的后半部分，以三音组为主题元素

开始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声部，然后相继以不同的调式呈示在笙、

弹拨乐、中（低）音唢呐和高音唢呐声部。其调性的对位关系见

下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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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宫调 E 宫调 A 宫调 D 宫调 E 宫调

5 高音唢呐

4 中（低）音唢呐

2 笙

3 弹拨乐组

1
大提琴

低音提琴

   

三音组动机轮换在不同的声部，从薄到厚为高潮做充足的铺垫，

情绪变得越来越紧张、热烈，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尾声的部分中，主要是以多调性对位的手法创作。以古筝在

明确的 a 羽调式中吟唱为主的旋律基础上，自远处依次飘入其他调

性片段的音乐（见例 13），好似多维空间的交织重叠。

例 13. 第 154～159 小节

第 163～165 小节

调性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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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的中高音笙的声部是引子的材料，在 b 宫调式上呈现，颤

音琴一直在 E—F 两个音上游弋，调性不是很明确，而在扬琴声部

呈现的是 c 羽调式，有一种“雾散尽，清犹在，月拂尘埃唤醒意归来”

的朦胧意境。

2）复节奏对位

当代作曲技法新观念的引入延伸了复调思维的定义，原来的秩

序与规则被充实进更多的表现手段。音高、音色、节奏、速度、演

奏法、语言文字等都可作为结构的参数。

例 14. 第 105～108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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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的节奏具有突出的表现力，箫的声部是一拍三连音，高音

笙是两拍三连音，颤音琴是十六分音符对应高胡的六连音节奏，笛

的声部在一个宽广的节奏中展开，在这些声部中，由于彼此强弱律

动的交错，形成了不同节奏组织的对位，也使这一段“弥漫”着恬

美的氛围。《入漫》所展现的是多样的创作技法，更由于乐曲直接

或间接地加入了中国元素，使其作品独具魅力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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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入漫》作为一首标题性音乐，它像一幅水墨画，色彩清淡、典雅，

以现代风格表达着东方女性的含蓄和细腻。无论从立意角度、主题

乐思、色彩对比、速度布局以及乐器配制等方面都深深植根于中国

文化和传统音乐，但在色彩性和弦、配器技法以及对位技法等方面

又借鉴了西方传统以及现代作曲技法，这二者的结合呈现了作曲家

的创作风格。在整体中，能够把东方文化和西方作曲技法两种看上

去似乎对立的因素融合起来的关键，就是作曲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扎实的作曲技术功底。从初期的步履蹒跚，到逐渐创新实践，再到

最后生成个性风格特征，这不仅是作曲家在时间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创作思维中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关联的内在思考。作

为中国的作曲家，文化积淀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创作理念正如刘

青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 ：“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旨在探索植根在

鲜明突出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及哲学美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民族

音乐。这也使我想起我欣赏的一位大画家吴冠中先生的一篇文章《风

筝不断线》，风筝无论飞得再高都有所牵引，音乐无论再抽象、现

代也有所根基，这将是我个人所不懈追求的创作风格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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