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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为基础，有着悠久而有影响力的音乐传统。 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有很大的不同。 经过百年的

发展，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与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他还培养了许多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钢琴家。 通过对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现状的分析，预测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将起到警示作用，促进我国音乐文化创新机制、音乐教育改革、钢

琴制造产业和营销发展机制的优势发展。本文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差异与交融的策略、技术和理念，并展望了未来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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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对音乐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直到 近，中国才把它看作是

一种专为娱乐而设计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它们受到西方

音乐的影响，但是传统民间音乐形式仍然存在。钢琴艺术作为音乐艺术

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然离不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滋养。 从赵元仁先

生 1915 年创立的“和平之旅”开始，中国的钢琴曲谱已有 100 年的历史。 

从那以后，中国钢琴艺术家们一直致力于将我国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继承

和整合到钢琴艺术中。 中国音乐家的不断探索，大大拓宽了钢琴音乐文

化的边界，有效地促进了世界钢琴艺术的发展，同时，他们也为钢琴演

奏引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高校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一

直采用西方教育体系的教学方法和教材， 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我们传

统音乐文化的传承。 民间音乐是中国音乐艺术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民族

特色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文化融合到钢琴

培养体系。这对于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艺术家和教育家尤为重要。 

1 历史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钢琴曲：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

动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大

学都成立了盾牌、音乐学科和音乐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钢琴家

的演奏技巧大大提高。 但是，受  新文化运动，许多音乐文化的倡导者

首先对外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欲望，然后开始探索中国钢琴音

乐的创作。 这一时期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音乐家主要

模仿和借用了这种西方音乐的技巧，如肖友梅的“新尼昌羽衣舞”和赵

元仁的“和平之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音乐创作与文化特征相结合。丁善德

的《春游》、《三言两语》、《中国民歌题材变奏曲》等钢琴作品表现了他

对光明、爱情的渴望、或者生活，渴望自由。 邵渊冲曾经说过：“无论

哪个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失去了国家信心，生存的愿望都被完全剥夺了生

存能力，注定要失败。 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在压迫和危险的条件下继续

战斗，都会在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同时带来成功。 中国钢琴曲所体现的民

族精神这一时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任何时期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主要通过模仿欧洲钢琴音

乐和。在那段时间里，流行音乐没有完全国有化和本土化，东西方审美

意识形态没有真正整合，大众没有真正进入艺术接受的过程，此时，中

国钢琴对音乐文化的探索弥补了中国音乐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

了强有力的建设。 新的生活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 这一时期

的作品大多是民间音乐，保留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特点，表现了人们

大胆朴素。 例如，丁善德的《新疆舞蹈》、王力三的《红竹花》和李英

海的《五十首民歌与歌谣》都是从创作的角度对中国钢琴的音乐文化进

行了探讨。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不仅在数量上有所提高，

而且促进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 

西方音乐的涌入使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为了防

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外国音乐元素所占据  一群作曲家通过赋予中国传统

音乐新的生命力，掀起了在中国音乐界拯救中国民族音乐的浪潮。从传

统音乐出发，以民间材料为基础，将传统民间音乐改编为具有西方特色

的钢琴音乐。钢琴音乐“二泉映月”充分解释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

和“东西方优势结合”的方法。 这是一首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中

国钢琴音乐，是结合西方乐器和作曲技巧进行改编和再创造的。随着中

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历史，这首音乐具有流行和民族的特点。 它用委婉的

曲调和悲伤的心情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听众，自然成为中国民族钢琴音乐

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2 结论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艺术，不仅要发扬本民族的优良艺术传统，还要

借鉴其他文明的优良成果。 既不应遵循旧的隐居之路，也不应摒弃其他

优秀的风格。要真正实现利用国外优势创造优势，创造人民群众喜爱的

文艺作品，培养振兴中华文化的人才，完成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

的转变。现在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迅速，在不同时期有高潮和低谷。 但

它总是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基础。近年来，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以其独特

的文化内涵、创造性思维和理论基础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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