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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幸福渠水到俺村》中的意境和技巧

连会红

《幸福渠水到俺村》是一首著名的古筝曲，由沈立良、项斯华、范上娥于

1974 年创作。

幸福渠是人们对河南省林县（现在林州市）红旗渠充满感情的昵称，当地人

也称“生命渠”。红旗渠是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工程从 1960 年开始动工，主体工

程 1969 年竣工，林县人民苦干十个春秋，当年技术落后，条件极其艰苦，环境

极其艰险，在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上靠“一锤一钎，一筐一担”建成的。被国际

上誉为“世界八大奇观”，又被称为“人造天河”。此曲作者深入当地采风，写出

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古筝佳作，该曲不仅有河南民间音乐的特色，具有浓郁的地方

色彩，而且有现代古筝的手法。曲调清新，节奏明快，对比强烈，富有激情，描

绘了红旗渠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至今流传不衰。作者以小

见大，从几个侧面截取生活中的不同场景，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引漳入林工程给当

地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作者对林县劳动人民的景仰之情，听来令人

感慨万千。

乐曲开始的引子，为我们展示的是红旗渠建成，举行开闸放水时盛大的欢庆

场景。第一个刮奏就表现出了水的那种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壮观场面。演奏时

要热情饱满，充分地把古筝琴弦多的优势展现出来，把弦给振动起来。

引子结束后乐曲进入主题：

主题热烈、欢腾，有力地展现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红旗渠建成开闸

放水的盛大庆祝场面，人们期盼已久的生命水终于引来了，大家喜悦、兴奋、激

动，到处彩旗飘飘，人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一片欢腾的海洋。此段弹得要有

力度，准确、干净利索。这段里其中有几句按滑音的句子最具河南音乐特点，

如：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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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弦时音要按准，不要因为按滑影响速度，快板过后，一个过渡句将乐曲从

快板过渡到慢板：

此句演奏时速度应慢起渐快再慢，音量从强到弱，好像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从

远处过来，开始迈着小步，当一看到渠水就跑的越来越快，上前激动得捧着渠水,

眼含热泪，思绪万千。这句弹奏时开始几个发音要果断，到后边弱时，音也要实，

不能虚，用指尖音，最后的四个音 起个承上启下的作

用，为后面这段定下速度。

下段是深情地赞颂：

描写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满足，满怀深情地回顾党的恩情，感激那些为修渠奉

献青春和生命的人们。这段演奏时要非常深情，摇指靠弦中部，音色柔和，不能

太靠岳山，摇指稍微密一些，随着音乐的变化再慢慢往岳山靠近，稍加强，段末

再弱下去。

接下来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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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下行琶音奏法来描写水，可以随意一点，要有水的动态，让水荡起来，

不要太循规蹈矩地按节奏弹，句与句之间加上换气、呼吸、强弱对比，水就活了，

展现出波光碧影，水波荡漾，晶莹剔透的美丽景象。这段最后的四个音

也是很自然地把下一段：

顺利地接过来的。音乐由现在美好的生活，引发对过去艰难岁月痛苦的回忆。

林县过去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水的问题成为林县人民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这

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林县因为长期干旱，四处干涸，一个老汉到几十里外的山

里挑水，因为水量小，挑水的人多，老汉一直到天黑还没回家，家里儿媳妇着急，

就去接，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天黑，儿媳妇不下心把两桶水洒了。回家后，儿媳

妇羞愧难当，上吊身亡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因为缺水，地里不打粮食，这

里男孩找不来媳妇，女孩嫁到外地，有的因为一桶水，被逼的妻离子散。乐曲在

此段中表现了苦难沉重的过去，因此，这段的弹奏要低沉，痛苦，摇指要靠近岳

山稍用力，运用古筝特有的韵味和手法，来表现愤恨的情绪。

段末有几个泛音 就像黑暗中

出现了几颗闪烁的星星，寓意共产党来了，光明来了，人民有希望了。

下一段开始，作者运用了右手摇指，左手刮奏来抒发人们非常激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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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的意境是 1957 年林县县委提出“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号召，将山西

的漳河水引到河南林县，县委作出“宁可苦干，不再苦熬，宁可流血，不再流泪”，

果断开辟红旗渠的英明决策。

本段要弹奏的热情，饱满，摇指时不要因为换弦就渐慢，刮奏要有力度，展

现了人民群众激动地赞颂党的恩情，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

接下来是个旋律稍加变化的再现段，之后进入小撮段：

此段描写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从远处开过来，拉开了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序

幕。当时为了修建红旗渠，全县上下一条心，男女老少齐上阵，并且成立了青年

突击队，处处摆战场，人人逞英豪，就连放学后的孩子，都自觉地搬一块石头送

到工地上。

弹此段时，音量要从弱到渐强，但速度和力度要保持，奏出从远到近的感觉，

左手的附点展现了很强的节奏感，像敲击小军鼓，有进行曲的感觉。

下一段点指与前面旋律一样，然后接扫摇段：

到此把那种战天斗地，你追我赶的繁忙的劳动场景表现的淋漓尽致，催人向

上，使人振奋，仿佛身临其境。

最后一段，一个过渡句 ：

再现一个引子的主题音调，来了个前呼后应，要弹出向上的感觉，具有号召

力。我们知道今天的红旗渠，已不是一项单纯的水利工程，他已经成为民族精神

的一个象征，红旗渠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前进！

这段弹奏时，前几个音要有力而实在，速度由慢到快，音量由弱到强，越来

越激动，最后情绪达到极点，弹时要使整个琴都振动起来，刮奏也要用力，还要

有强弱、呼吸、速度的变化，以展现出气势的雄伟、宏大，音乐在热烈的气氛中

结束。

总体来说，从弹奏技巧方面，这首曲子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因为只要是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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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学习进度学习古筝的话，这首曲子里出现的摇指、托劈、揉音、滑音、按音、

琶音、扫摇、双手点奏等等技法，都是前面已经学过，演奏起来就轻松了很多。

只是到小撮段时，前边所学过的曲子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式。音乐素养能力强

的人，弹此段也很轻松，音乐素养差一点的，可能感觉有点难度，笔者以个人的

多年教学经验，建议弹奏此段左手谱子时，心里默默数着“强弱、强弱”或“一

二、一二”，数“强”的时候长一点，强一点，数“弱”的时候短一点，弱一点，

“一二”也是这样数的。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再配上右手，左手不要慌，稳住

节奏，双手经过多次练习就可以了，再把河南的风格韵味以及曲子的意境弹出来，

就是一首非常美妙、动人的乐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