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序曲一号——“告诉你……”，Op.4, No.1，（1955） 03’03 

02 序曲二号——“流水”，Op.4, No.2，（1956） 04’13 

03 《主题与变奏曲》，Op.6（1956） 14’46 

04 叙事诗《思凡》，Op.11（1958） 13’03 

 《云南民歌五首》，Op.15（1962）  

05 山歌 01’02 

06 牧羊腔 01’03 

07 猜调 02’30 

08 红河波浪 03’33 

09 西厢坝子一窝雀 02’04 

10 《摇篮曲》，Op.19 No.1（1965/1987） 04’14 

11 《小诙谐曲》，Op.19 No.2（1965/1987） 03’00 

 《南国印象》，Op.33（1992）  

12 花之舞 03’14 

13 哄娃娃调 02’51 

14 童嬉 02’59 

15 情歌 02’45 

16 阿哩哩 03’47 

   
  68’12 

 

 

 

一语天然万古新

朱践耳钢琴作品集

中国近现代钢琴作品创作已逾百年。早在 世纪上半叶，留学海外的学者如赵元任、萧友梅、

黄自便开始运用西方作曲技巧结合中国曲调进行写作。 年，美籍俄裔作曲家齐尔品出资在

国立上海音专举办“中国风格钢琴曲作曲比赛”，首次将中国风格作为音乐写作的关键词明确提

出。诠释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成为之后几代作曲家探索与实践的方向。五六零年代，中国钢

琴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丁善德、桑桐等作曲家的创作十分具有代表



性。随着八零年代新音乐浪潮的开启，老一辈作曲家吸纳现代技法，中青代作曲家积极开拓新

的表现手法，旅居海外的作曲家则努力寻求中西交融的创作模式，中国钢琴作品迎来了空前的

繁荣。

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的杰出代表，朱践耳的钢琴作品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早期

脍炙人口的作品到十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其人生轨迹可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较交响

乐而言，为数不多的钢琴作品被朱先生亲昵地称作“细针密线绣出的小花”。它们是更趋于私人

化的、更贴近内心的情感与表达；也是开拓音乐语汇的实验场，跳脱飞逸；既是主流交响乐写

作的重要构成，亦可独立而述，自成一景。

年，值朱践耳先生诞辰百年之际， 首钢琴作品首次得以全面梳理并由钢琴家谢亚双子录

制成唱片：时间跨度 年，体裁多样，每首皆提出新观、尝试新法。而今，它们被摆放一处，

不啻为一幅八景长卷。妙趣的立意、精准的技巧、不断衍化的创作思维徐徐开展，人们得以更

直观地体验朱先生音乐写作中对时间、空间的流动建构，以及塑造出饱满音乐生命力的精神内

核：一个作曲家的诚与真。

看舞

年，朱践耳来到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留学生涯。回望五零年代，

这个起点至关重要，且必须从钢琴这件乐器说起。朱先生在创作回忆录中写道，“我养成了与

以往完全不同的写作习惯，现在全都在钢琴上反复摸索，甚至灵感也是这样获得的。使感性的

自然流露和理性的严密构架尽可能地相辅相成、完美统一。作品的实际演出效果（包括大型乐

队作品在内），在钢琴上试奏的过程中就基本上把握了。期间所作的探索，在上世纪五十年的

中国，可算是相当超前的。另外，在音乐思维方面也有了质的变化：过去是平面的、单一的、

单色调的思维，现在是立体的、多元的、多色彩的思维。这五年是我在创作上第一次质的飞跃

，也是我的第一个创作旺盛期。”

作为音乐思维的实践场，该时期的钢琴写作集中展现了中国化的几种不同方向，包括《序曲一

号“告诉你……”》《序曲二号“流水”》《主题与变奏曲》，以及交响性思维方面的代表——叙事

诗《思凡》。前三部在创作手法上较多体现了五零年代中国钢琴创作上“民歌加和声”的普遍特

点。写于 年的《序曲一号“告诉你……”》是第一部正式发表的钢琴作品，结构严谨、用音

精炼细腻。虽是小品，感情层次和起伏变化却多，着重于细致入微的心理描述。翌年完成的《

序曲二号“流水”》，主题采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题为流水，实寓意生命的活力，生命

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用到了中国文人题材中的典型主题，比如“寄相思”、“寓

情山水”；古琴的文人意象自是不必多言，借以抒情言志。而文人书写这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特有的表达，成为朱先生日后写作中十分重要的思想触媒，尤其在晚期大型交响曲中彰显。

《主题与变奏曲》完成于 年，“信天游”主题与各具性格的变奏环环相扣，采用多样的和声

语言与织体刻画男女间暧昧、害羞、欲言又止的曲折过程。整部作品有着戏剧性的变化和着意

的布局。



写于 年的《思凡》是一部大型的钢琴叙事诗，采用了奏鸣曲式。音乐取材中国戏曲《思凡

》，为同名独幕芭蕾舞剧而作。作品“着重刻画了一个年轻的小尼姑的内心世界，从怯懦、屈

服走向挣扎、斗争，最终冲出庙门，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生活。”同时代钢琴创作中，如《思

凡》这般充分运用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的对比、声部之间的冲突、钢琴织体的变化、大量尖锐

的和弦进行创作的作品十分罕见，层次丰沛的多声部俨然交响乐队的缩影。如谢亚双子所说：

“从很多角度而言，《思凡》都不是一首给钢琴写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乐队思维，每个声部在

各个方向上都有所展演。朱先生职业生涯的定义主要在‘交响乐作曲家’这个层面。事实上，他

的音乐思维都是《思凡》这种体量的，也是他一直在建构的维度。”

文锦

六零年代，受国内环境影响，回国后的朱践耳未能大展拳脚，之后几年的创作以声乐作品为主

，钢琴方面唯有 年的《云南民歌五首》一部，由《山歌》、《牧羊腔》、《猜调》、《西

厢坝子一窝雀》、《红河波浪》五首小曲构成。“这是循着留学时开拓的路子走下去的。特点

在于完整保留原型民歌，不作任何改动和发展，‘逼着’自己只能靠和声、复调、织体等手段来

深化或强化其个性特征和思想内涵。在五首乐曲的总体设计上，手法由简而繁，感情由浅入深

。”

《云南民歌五首》凸显了和声方面的探索。朱先生的和声语言是典型的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法的

融合，和声中音响色彩的比重增加，块状逻辑在音响的明暗变化、张弛起伏的影响下，形成或

厚重或稀薄的音群。此外，作曲家将民族调式、民间乐器的音程因素与托卡塔、复调对位相结

合，使五声性旋律的和声绽放新姿，宛若缤纷又严密建构的立体织锦。

第三首《猜调》至为新颖。这里特别用到了微分音：“原民歌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音调：四分之

一微分音，介于两个音之间，在钢琴上并没有这个音，于是将 、 两个音一块儿弹奏，来代

表这个琴键‘夹缝’中的音，这个特殊音响形成乐曲诙谐、风趣、原始的的风味特色，并派生出

相差半个音的两个调性来。”最后一曲彝族民歌《西厢坝子一窝雀》则吸纳了滇南跳弦音乐中

的杂弦调。改编遵循杂弦调的特点——将每个乐句的尾音都落在富有特殊韵味的“角”音上，但

每次都以不同的色彩和声加以衬托。亦是朱先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作理念的绝妙例子。

叠韵

进入八零年代，六十岁的朱践耳开启了“找回自我”的漫长历程：“我经常去上海音乐学院和学

生们一起坐在课堂里听老师们讲课，例如桑桐关于多调性的系统分析，杨立青对梅西安作曲技

法的分析，弥补了我在苏联留学时所未能学到的。”此外，他还深入新疆、贵州、云南、广西

、西藏等地采风，探寻真实的民间音乐生活。朱先生发现多调性普遍存在于原生态音乐中，特

殊调式、微分音、频繁转调乃至无调性屡见不鲜。这些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中常见的手法和中国

的民间音乐“不谋而合”。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

曲技法的根，或说，找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点。”



完成于 年的两首小品突出在调性和节奏的设计。《摇篮曲》主题是民歌风味的抒情旋律，

曲调幽静、温存，在中、低、高三个音域出现，从头到尾贯穿着柔和的切分节奏，给人以轻轻

摇晃的律动和朦胧感。《小诙谐曲》采用了广东民歌，只有三小节的短小主题在不断重复中对

和声、织体、节奏和调性作了性格化的处理，音乐生动有趣，时而灵巧、时而俏皮，时而柔润

、时而粗壮。 年，作曲家又将此两首作品重新配器，分别构成管弦乐组曲《南海渔歌》第

一组曲中的第三乐章《摇篮曲》和第四乐章《嬉戏》。

年的钢琴组曲《南国印象》清一色由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歌改编而成，将西方现代技法与

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一组缤纷的民族意象集。第一首的含蓄、细腻与第五首的自由、活力首

尾呼应，如生命成长的演进，足见内部布局之精心。《南国印象》由钢琴家谢亚双子首演，此

后，又多次在国内外公演，成为中国当代钢琴曲库中雅俗共赏、认知度极高的一部。

通常，我们会把中期的《云南民歌》与晚期的《南国印象》相提并论，但就技巧、语言、立意

、个性化表达而言，后者自有另一番境界。关于《南国印象》，回忆录中提到的两点犹值得琢

磨：“其一，选材上必须是独特的、别致的、甚至鲜为人知的民歌，并须适合于钢琴的表达。

……其二，三十年前已写过《云南民歌五首》，如今必须要有新的手法、新的突破才行。对原

生态的民歌，在气质上、情趣上、作曲技法上都须有较大的突破和拓展。也就是说，个人艺术

创造的成分要大大增加了。”这两点触及了朱先生音乐写作的关窍——多层次的“叠”：首先是乐

器本身，如何利用好钢琴颗粒感的特性，让西洋乐器最大限度地发挥所长去诠释中国语言；其

次，如何将西方技法与民间风味相融的同时又注入个性表达，令民间音乐上升为原创性的表达

；最后，也是最微妙的一层，如何以当下的眼光去重述过去与传统，涵化过往的流脉。不论是

大型作品的恢弘建构还是小品的细密编织，可以说这个叠与化，朱先生琢磨了一辈子，他称之

为“和而不同”。 从《云南民歌五首》的写实到《南国印象》的写意，原生态与现当代合一的生

命力在钢琴上恣意舞蹈。

借这首作品，我们还可多说几句当代作曲家与演奏者的关系。就所有当代创作而言，作品势必

是作曲家与演奏者合力的结果，这是所有“叠”之上的又一面。朱先生在这部组曲中为演奏者留

有大量自由即兴的空间，在传递作曲家个人化语言之上又注入了诠释者的性格。谢亚双子曾言

，“朱先生很擅长与演奏者沟通，小到细节之处都十分专业，这种能力在中国当代作曲家中是

比较突出的。这首《南国印象》从练到公演到录音，朱先生听了好几次。可以说，朱先生是一

路看着我跟这个曲子从生到熟到变成自己的东西。当他说，你已经将这首曲子变成你的了，我

想，这是一种认可。”演奏者在演奏中不断释放着作品的幽微，继而打开更多有意义的空间，

音乐也随之扩大涟漪。作品在真正意义上被赋予了传递的可能与持续的保鲜，不仅是在作曲家

手中，更是作曲家到演奏者乃至听者间的精彩往返。

《朱践耳钢琴作品选集》中有述，这些作品，“就钢琴技巧而言，并没有什么精深和新颖之处

，只不过是想借钢琴这件乐器，在音乐风格的中国化方面做一些探索和尝试罢了。”两三言，

举重若轻。 首钢琴作品对“中国化风格”作了令人信服的诠释，尚有大量细节值得寻味。但说

到底，对朱先生而言，至为动人的必从诚与真中来，这与中国文士风骨冥冥之中有了交叠。对

真诚的生活、情感、智识的追求成为其一生写作的核心动机，被包裹进东西方兼而有之的技巧



、风味，成就了作曲家的一语天然。谢亚双子说，“那是一整代人的精神，这种‘真’弥足珍贵。

”当聆听谢亚双子的演绎时，我们的确是在经验精妙的音画表达，但也是在重温演奏者与作曲

家之间的对话，连同一个时代与今时此刻的回响。

（撰文：庄加逊） 

作曲家：朱践耳 

 

朱践耳（1922—2017），生于天津，幼时随家迁居上海，少时曾自学钢琴、作曲。作为新

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中的杰出代表，朱践耳的艺术人生堪称新中国音乐史的缩影。 

1955年至1960年，朱践耳留学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作曲。1959年5月15日，

其创作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引起巨大反响，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

选中并收购，同年7月25日由苏联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录音，作为永久性库藏曲目。 

1975年，朱践耳加入上海交响乐团任驻团作曲家，迎来其创作高峰期，共完成了十部交响

曲、一部小交响曲以及多部交响诗、管弦乐、室内乐、钢琴曲等。《交响幻想曲》和《第二交

响曲》先后在1981年和1994年两次全国交响乐作品评奖中荣获一等奖；《第四交响曲》获1990

年瑞士“玛丽·何赛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唯一大奖；《第一交响曲》获1992年中国唱片公司“

特别创作奖”(金唱片奖)；《第六交响曲》获1997年宝钢高雅艺术奖；交响诗《百年沧桑》获

1997年“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唯一金奖和第四届上海市文学艺术个人“优秀成果奖”等。

2002年5月，我国首部个人交响作品集《朱践耳交响曲集》出版，2006年《朱践耳管弦乐曲集

》出版，2010年《朱践耳钢琴作品选集》出版。 

鉴于多年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自1990年起，朱践耳先生被列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的《世

界音乐名人录》。 

 

 

钢琴家：谢亚双子 

 

一位极具个性的钢琴演奏家，多元的求学与演奏经历构成其独特的音乐轨迹。自德国留学归国

以来，谢亚双子致力于研究、演奏中外当代钢琴音乐及室内乐作品，并与国内外知名作曲家合

作，如朱践耳、古拜杜丽娜等，其课题《新时期中国钢琴作品创作与演奏》入选“上海市浦江

人才计划”。2009年至今，她在欧洲及国内各地成功举办多场中国当代作品系列音乐会。2011

年，其专辑《新时期中国钢琴音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此外，她参与了几十部中国作曲



家的作品首演，并在国内首演了众多近当代国外作曲大师的作品，如2014年与上海爱乐合作、

由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院长布鲁诺·曼托瓦尼指挥的梅西安的《异国鸟》等。 

谢亚双子在室内乐演奏方面十分活跃，曾与众多音乐家合作，并受邀参演于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音乐厅的音乐季。2017年，谢亚双子与同为钢琴家的姐姐谢亚鸥在柏林完成Duo Sisters 

Xie的首场唱片录制，由德国Telos唱片公司于2018年出版发行。2018年9月担任首届贵州省室

内音乐季艺术总监。 

2014年起潜心研究钢琴自由即兴，她参与创作、演奏的电影《318公路》于2017年入选华沙国

际电影节，获特别关注奖，并赢得2018年马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特别提名”。 

谢亚双子6岁半随母亲学琴，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学院和慕

尼黑音乐学院，获钢琴音乐教育学位、演奏艺术家学位及德国演奏专业最高学位“大师级文凭

”。留德期间谢亚双子的音乐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赢得多个奖项，如西

班牙卡列国际钢琴比赛、意大利马萨拉及圣尼古拉国际钢琴比赛。其演奏曾被德国巴伐利亚古

典音乐广播电台、香港音乐电台、深圳广播电台录制并播放。 

 

 

在此特别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无偿提供录音场地与钢琴，朱践耳先生的女儿朱卫苏女士授权我演奏并录制

这些美妙的作品。特别感谢郭允先生对于唱片制作的资助。 

（谢亚双子） 

 

 

 

录音时间：2022.10.16-17 

场地、乐器支持：上海交响乐团 

唱片赞助：郭允 

录音师：张远 

摄影：郭允、徐雯然 

唱片说明/翻译：庄加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