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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一首承载中国改革开放历程

的钢琴曲及其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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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深入探讨了钢琴曲《春天的故事》的艺术价值、历史意义及其在音乐教学中的多重作用。作品以1979年至1994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背景，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展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深刻的时代内涵。文

章详细分析了该曲在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历史认知、情感培养及跨学科教学中的独特价值，强调了其在钢琴教学中的

重要地位及对培养全面素质人才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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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rtistic valu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multifaceted role of the piano piece 

"The Story of Spring" in music education. Set agains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from 1979 to 

1994, the composition blends ethnic music elements with Western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It shows 

a strong national style and a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The article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unique value of this work in enhancing students' musical literacy, historical awareness,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underscoring its crucial position in piano pedagogy and its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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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这部作品的背后，表现了我国从 1979 年至 

1994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前往深圳的艺术工作者看见祖国的

发展有感而发。这部作品也被很多著名的钢琴家演奏，其中， 笔

者查阅了大量与此作品相关的书籍、报刊以及论文，多方位的了

解前人的观点和分析理念，从而催生出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和认

识。这首作品技巧点比较多样，对于练习各种基本功都有很大的

帮助，在练习过程中也伴随着作者经历了技术方面的成长，所以

对这首作品笔者十分的热爱。

张朝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作曲家之一，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

限公司签约作曲家，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入选全国宣

传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荣获“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

号 [1]。他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伦敦圣三一音乐学院

和澳洲地区的钢琴考级首次选用作品的中国作曲家，曾应邀为盛

中国、郎朗、李云迪、 韩磊等著名音乐家作曲 [2]。 他出生在云

南，浸染了当地各民族音乐。从小酷爱美术、诗词和书法。曾任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多彩中华”世界巡回演出团音乐总

监，在近十年的巡演中访问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数十个

国家。 张朝追求民族化和个性化相结合的创作思想及本真、本色

的音乐风格。作品不仅荣获国内“金钟奖”“文华奖”“五个一工

程” 奖等奖项，还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际比赛中获得多

项大奖。澳大利亚 ABC 广播电台称其作品为 “无与伦比的现代

作品”。

《春天的故事》[3]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具有浓郁民族风格

的音乐作品，更是一部承载着深厚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的艺术瑰

宝。在教学领域，它展现出了多方面的价值，更是对于学生的音

乐素养、历史认知以及情感培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音乐教学的角度来看，《春天的故事》具有极高的

教学价值。这首曲目融合了民族徵调式与西洋自然调式的混合调

性，旋律优美、和声丰富，对提升学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音乐理

解能力大有裨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曲目的旋律

特点、和声进行以及演奏技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音乐作品的内

在逻辑和表达方式。同时，通过演奏实践，学生可以锻炼手指的

灵活性和协调性，提高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4]。

在演奏这首经过改编的钢琴曲时，应先听原曲，并将歌曲的

歌词部分写在谱面上，边弹旋律边听主歌部分，体会旋律的起承

转合，感受歌唱者在演唱时情感的表达。此曲演奏难点之一就是

在琴上弹奏时如何模仿歌唱者演唱，例如民歌的特点是甜美，是

雍容大气，所以在弹奏时音乐也应该呈现出柔美又不失气度的音

乐表现。在技巧上，歌曲演唱本身比器乐演奏更具有连绵不断的

音响效果，要展现出连绵不断的感觉手指应当大面积触键，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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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凝聚在指尖并推入琴中，同时腕子保持松弛将力量转移到下一

个指尖上，以此展现出滔滔不绝的效果。这首作品在音乐创作的

形式和手法上，适当创新性地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传统形式和经

验，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了我国独有的七宫调式，大大丰富了音乐

表现力。这首作品分为引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尾

声，主要运用了附加变宫的六声 G宫调式和附加变宫的六声 D宫

调式，运用了主到属的特性可以获得调性色彩的对比，丰富音乐

表现力，更好地表现音乐的内容、刻画音乐的形象。

作品开篇的引子速度极慢，主旋律在极弱的情况下慢慢过

渡，如同云雾被风慢慢吹散露出些许微弱的太阳光芒，低声部随

着根音不同变化的和弦，仿佛天空中的风微微拨动着心弦。

指尖微微发力将音乐不断引入下一段落，主旋律变得一样悠

扬起来，犹如置身世外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空气，以强烈的中国色

彩描绘出一幅独特图景。随后紧跟着大量的跑动，犹如惊天巨浪

一遍遍扑打而来，展现出在当时社会人们的生活困苦却又奋往

向前直到沉浸在主题之前的低音，我们进入了美好幸福和平的

时代。

在演奏主题段落的时候可优先听董文华老师演唱的版本，并

将歌词带入谱子中（见谱例1）

在演奏主旋律时，需要时刻注意指尖的控制， 尽量用指尖与

指肚中间的位置使音乐柔和温暖，同时要分清主旋律和装饰性旋

律，装饰性的旋律在演奏时更多展现出灵巧、轻柔和飘逸感左手

弹奏时主要注意铺垫与烘托，使春天的画卷拥有底色展现春意盎

然。踏板按小节踩无需频繁使用。

谱例1

进入第二阶段时音乐的风格再次发生转变，更多呈现出音乐

技巧与旋律特色，呈现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民撸起袖子大干

一场的决心！以一个极强的和弦进入，打开一幅崭新的画卷，大

量的跑动宛如浪花，一步步向前推进，展现出人们为未来生活不

断付出努力追求美好明天 [5]。在这之后低声部成为主旋律，极低

的低吟像大提琴般回响在耳边，仿佛在不断诉说，霎那间出现极

强的高音，那是人民的呐喊，人民的支持，是人民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在不断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一次又一次的奋力前

行。带有半音感的和弦不断强调着，不断宣告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即将到来。

随后来到作品的第三部分即歌曲的高潮，极强的力量不断的

宣扬着主题，主旋律中大量的和弦不断展现着新生活到来的美

好。大量的和弦创作出的旋律突出人民迫切的心情与渴望，弹奏

出如同太阳般明亮的和弦与极其坚定的三个八度讲个气势，全部

放出，艳阳高照，我们的未来会一直光明 [6]。

在弹奏和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了歌曲创作之初 -改革开放的进

程。在音乐中感受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得以改

善，经济快速发展，用春天的万物复苏表达我们国家的兴起。同

时通过分析张朝的《春天的故事》，作者发现张朝的这部乐曲有

着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张朝的个人特色。这部作品有着我国极

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同时有着宣扬我国美好未来的主题，华丽优

美的旋律和演奏技法，色彩的和声搭配，将深藏在乐曲背后的民

歌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从中感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的艰辛历程，认识到中国歌曲与西洋乐器的完美结合，也学习了

属于我国对于音乐表达方式的技法。

其次，《春天的故事》在历史教学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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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故事为背景，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

《春天的故事》，这是曾经红遍神州大地的歌曲，一度成为

描写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主旋律。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将这首词

当成自己人生的一段历程叙述的，因为那时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

命运正发生着一种奇特的交融 [7]。 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

《邓小平南巡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

的壮观场面。他去香港和亲人会晤时乘坐的火车驶入一片摩天楼

群，他一下子懵了，惊讶地想：我是又到香港了？回头一看，火

车站大楼上清晰地写着 “深圳”两个字，还是邓小平的手迹， 才

恍然大悟，原来深圳发展得这么快。在这 13 年间，突然在地球

上、在中国的南方， 耸立起一座现代化城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蒋开儒到深圳半年后，获得了一个较为适合自己的

工作岗位，也有了可以在深圳生活的家，他觉得自己已有能力去

解读深圳、学习深圳，寻找深圳发展变化的前进足迹了。 那时蒋

开儒已感觉到春天来了，但那是属于个人命运的春天。 1992 年再

到深圳时，他感觉到，一个国家命运的春天、一个民族命运的春

天来了，这个时候想写春天就不是写他个人的春天，而是写我们

国家的春天。 蒋开儒创作的歌词，被谱曲传唱开后，屡获殊荣，

这首歌曲展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指定珠三角为经济

特区的伟大构想后，深圳特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好局面。经过张

朝改编的《春天的故事》钢琴曲描绘出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春

潮涌动的景象，表达了对春天的感恩和赞美，展现了深圳朝气蓬

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令听者无比陶醉，深受震撼。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曲目背后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了解

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影响，从而增强学生的历史认知和文

化自信 [8]。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历史资料和教学素材，设计丰

富多样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再者，《春天的故事》在情感培养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这首曲目通过描绘春天的美好景象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传达

出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情感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深入体会曲目中的情感内涵，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通过演奏和欣赏这首曲目，学生还可以

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从而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和情感表达

能力。中国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独特的旋

律、节奏和表现手法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审美趣味。通

过学习中国音乐作品，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音乐的魅

力，提升个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水平 [9]。并且学习中国音乐作品

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音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学习

和传承中国音乐作品，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内

涵和精髓。这对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也

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而且，学习中国音乐作品

还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趋势。通过学习中国音乐作品，外国人可以

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增进中外人民之间

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同时，中国音乐作品也为国际音乐界提供了

新的元素和视角，有助于推动世界音乐的多元发展。

此外，《春天的故事》的教学价值还体现在跨学科教学的应用

上。在音乐教学中融入历史、文化、政治等元素，可以实现跨学

科的知识融合与交叉。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好奇心，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起全面的知识体系，提升综合

素质。同时，通过跨学科的教学实践，教师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综合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春天的故事》这首曲目还具有广泛的社会价

值。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反映

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 [10]。通过教学这首曲

目，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受中国的发

展脉搏和时代精神。这对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研究这部乐曲时，对于中国音乐演奏技法也在不断地提高

到新的高度，探索其音乐背后的故事，希望以此为基础，在今后接

触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去翻阅作曲家与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和背景，以

便理解和掌握作曲家的风格，演奏出属于我们与作曲家之间曲内的

交流与感悟。同时这首《春天的故事》在教学领域具有多方面的价

值。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巧，还能增强学生

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自信，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因

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这首曲目的教学价值，为培养具有全

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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