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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钢琴名曲解读》以标有指法和踏板的名曲及大量名曲解读构成。
附带两篇作者关于钢琴指法和踏板的获奖论文，包含作者多年从教的独到见解，是国内少有的关于中
国钢琴名曲及名曲解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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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乾坤，男，1968年生于四川德阳，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
长期从事钢琴教学工作，积极探索科学的钢琴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所教学生获全国钢琴比赛金奖、一等奖各一人，获省、市级奖项十多人，作者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等级
的钢琴指导教师奖、伯乐奖，培养的不少学生已成为高校及文化系统的新生力量。
　　作者长期致力于钢琴教学与钢琴表演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钢琴论文
近20篇，其中《钢琴作品中踏板的使用法则》获全国首届钢琴教学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并在全国钢琴
学术会议上宣读。
在国家一级刊物、我国唯一的钢琴专业杂志《钢琴艺术》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被《钢琴艺术》杂
志聘为第100期特刊撰稿人。
作者的论文《演奏巴赫作品的几点建议》《五声性调式歌曲的钢琴即兴伴奏》分别被钢琴论文专集《
怎样提高钢琴演奏水平》（2）（4）收录，并被全国众多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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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钢琴作品中踏板的使用法钢琴演奏的指法名曲解读《牧童短笛》《晓风之舞》《蓝花花》《卖杂货》
《旱天雷》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流水》《蓉城春郊》云南民歌五首舞曲《鱼美人》选曲《解放
区的天》《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红星闪闪放光彩》《山
泉》附录[音乐术语一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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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牧童短笛》　　1.曲作者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贺抱真。
1903年7月20日（农历闰5月26日）出生于湖南邵阳市东乡（今邵东县）罗浮岭马王塘的一户农家。
1923年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
曾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
1928年创作的《暴动歌》曾在海陆丰一带流传。
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著名音乐家黄自学习理论作曲，师从鲍里斯·查哈罗夫（B.Zakharoff，
？
-1942，俄罗斯著名钢琴家，原为圣彼得堡音乐院资深钢琴教授）、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
1934年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切列普宁
（A.N.Tcherepnine，1899-1977）举办的“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评选中分别获得头奖和名誉二等
奖。
此后进入电影界，为左翼进步影片《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其中《春天里
》《天涯歌女》等插曲广为传唱。
1937年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
后到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音乐组。
这时创作了《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等风格清新的歌曲。
1941年到新四军工作。
1943年到延安，创建了中央管弦乐队。
解放战争期间，继续教学和创作，合唱《新世界的前奏》、秧歌剧《刘德顺归队》、管弦乐作品《森
吉德玛》《晚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中国音协副主席，主要担任培养人才的任务，但仍坚持
创作，写有大量声乐作品和电影音乐等，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2.作品介绍　　《牧童短笛》是驰名世界的中国优秀钢琴作品，在中国钢琴音乐史上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
该曲原名《牧童之笛》，后来根据民谣“小牧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改名为《牧童短笛》
。
这首钢琴小品以清新、流畅的线条，呼应、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了中国民间乐器
——笛子的特色，从而向听众展现了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仿佛使人们看到了江南水乡一个骑在牛
背上的牧童，正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牧笛。
　　全曲为三部曲式。
A段为第1至24小节，B段为第25至52小节，A段为第52至76小节。
　　第一段（A段）：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笛子，在田野里漫游
，天真无邪的神情令人喜爱。
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两条旋律在纵向上的结合，是借鉴了欧洲复调技巧。
但它所应用的只是原理，具体的对位关系、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观念，则是完全按照中国音乐审美情
趣来安排的。
　　第二段乐曲中段（B段）：跳跃、活泼，右手模仿清脆、明亮的中国笛声。
这是一段主调音乐，运用了欧洲古典和声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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