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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改编筝曲要录 

发表刊物：作者:韩建勇 

论文内容： 

    古筝音乐是我国音乐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虽然是音乐艺术中一个细微的器乐分支，但与其它艺术

如戏曲、说唱、民歌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是在古筝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他积极吸取其他姐妹艺

术的营养，从而使自身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比如在演奏技法方面，在古筝乐曲建设方面等等。在古筝

音乐（乐曲）中，有的直接承袭了经古代、近代艺术家所创作的古老乐曲；有的从地方戏曲或说唱艺术

中派生或演化而来；有的是对其他有名器乐曲的借鉴移植；有的则出于对同名民歌或某些民间音乐曲调

素材的加工改编等等。从中可见，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对古筝音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厚了。 

 

    我国的民歌浩瀚如海，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就内容而言，有表达对旧社会的鞭挞和对新生活向往的；

有赞美劳动人民辛勤的田间劳作的；又表现青年男女纯朴无华的爱情的；也有的是歌颂各地区优美的自

然风景的等等。就形式而言，有山歌、小调、号子、长歌等等。作为直接产生于人民生活的实际，反映

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民歌，深受百姓的喜爱与欢迎。而古筝音乐对他们的改编无疑又使他们的流传更为广

泛，并且以独具特色的器乐形式、新的面貌展现于人们面前。在这种筝曲中，有些乐句特意追求对民歌

独具特色唱腔的模仿；有的则以某些民歌的主旋律为中心，以变奏等方式进行重新的诊释。由民歌改编

而来的筝曲有很多，涉及到我国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民歌小调，比如《绣金匾》、《花儿与少年》、《山

丹丹开花红艳艳》、《包楞调》、《茉莉芬芳》、《绣荷包》、《洞庭新歌》、《春到拉萨》、《阿里

郎变奏曲》、《凤翔歌变奏曲》等等。而其中某些歌调也是家喻户晓的，深受人们喜爱。 

 

    《绣金匾》是一首陕北格调的民歌。歌词是说丈夫出西口，外出谋生，不知归期遥遥是何时，跟为

妻索要个荷包袋，时时睹物思情怀；而家里男人走了西口的女子们，则施展手艺，绣出一个个精美别致

的荷包袋，里面寄予着女子们对丈夫的声声叮嘱与深深挂念。该歌曲悲泣高亢。由著名陕西筝派演奏家

周延甲先生编订的筝曲，突现了陕北音乐的风格与特色，比如在筝曲中多处用到下滑音，有似于对陕北

音乐哭腔的模仿；再加上古筝音色近人声，从而听来是那样的惟妙惟肖。筝曲中也多处用到花奏，但并

非是出于表现欢快的情感，演奏是要内敛，以现歌曲本意，将割舍不断、心心相连的离别愁绪完美的表

达出来。 

 

    筝曲《花儿与少年》是根据青海民歌改编而来的。“花儿”又名“少年”， 别名野曲儿，是流行于

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山歌。“花儿”形式短小，内容精炼，容易传唱；风格

质朴无华，曲调优美顺口，渗透着浓郁的西北山野气息。它是西北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歌中，男方

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后来人们就用“花儿”“少年”来代称这种山歌。之所以

称为“花儿”，还因为在歌中包含着许多花名。在歌中，第一句便提到了迎春花：“春季里那么到了着，

迎春花儿开”。“花儿”所反映的内容广泛，该筝曲则是一首爱情“花儿” ，表现了青年男女的青春气

息与爱慕之情。筝曲中用到 3/4 拍子，近于舞曲，洋洋洒洒，通俗流畅。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创作于 1972年 3月，并于 1974 年 8 月修订完善。筝曲依据陕西文艺工作

者集体填词编曲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来。该歌曲具有纯朴、高亢的“信天游”风格，曲调开阔奔放，舒展

自由，感情炽烈。筝曲伊始就是长摇技法，密度均匀，尽展辽阔悠远之意境。该筝曲是著名古筝演奏家

焦金海先生的代表之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经过几代人的精心诠释，

如今己是家喻户晓的民歌精品。在电视剧《长征》中被用作片尾主题歌曲。 

 

    《包楞调》是由著名山东筝派演奏家、山东筝派代表人之一的韩庭贵先生根据山东菏泽成武民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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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而成的，创编于先生于山东艺术学院执教期间。乐妙惟肖的描绘了旧中国的农村妇女起早摸黑纺棉花

的连绵不绝的楞楞声，就在这楞楞声中，蕴含着农村妇女的苦楚与哀痛，同时也饱含着她们对幸福生活

的向往和企盼。歌曲则以“楞楞”为衬词，曲调舒展开阔，尽现山东民间音乐的风格。该筝曲着重突出

了山东派古筝演奏技法，大指第一关节的灵活快速托辟所产生的效果，犹如珠玉落盘，清脆利落。但韩

庭贵先生的演奏视野比同代的演奏家更为开阔，而不拘泥于传统技法的寞臼。执教期间，他始终保持着

创新的精神，独创性地使用了左手快速上下刮奏、快速八度大跳等技法，使乐曲极具感染力。如今，该

曲已经在山东境内普遍流传，深受业内人士的好评。 

 

    《茉莉芬芳》创作于 1991年，是根据江苏著名民歌小调《茉莉花》的音乐素材创编而成的。《梁祝》

的作曲者何占豪先生对民族音乐语言进行了创新性的使用，从而他的音乐也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茉

莉花》在国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民歌曲牌，在全国有多种不同的、风格各异的版本，其中以江苏《茉莉

花》最为著名，在伟大的歌剧家普尼契的歌剧《图兰多》中，就用到了她的旋律，从而她也走上了世界

的音乐舞台。乐曲柔美流畅，赞美了茉莉花的洁白素雅、芬芳四溢。主题乐句则似一曲曲笛，将人们引

领进景色秀美的江南水乡。 

 

    《绣荷包》是中国音乐学院著名古筝教育家邱大成先生于 1981年，根据四川宜宾地区的同名民歌创

编而成的。在我国民间，流行着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互赠荷包以作信物的习俗。乐曲中连续的由疏而密的

快琶技法，细腻地刻画了绣荷包少女复杂的内心情感，表达了少女的温柔贤淑以及她们朴实而深沉的爱

情观。《绣荷包》是《巴蜀风情组曲》中的一章，生动地展现了巴蜀山川的风土人情。 

 

    《洞庭新歌》创编于 1973 年，由著名古筝演奏家王昌元与浦琦璋先生根据湖南民歌《洞庭鱼米乡》

的曲调素材创编而成的。乐曲描绘了碧波荡漾、层层涟漪、水天一色的洞庭湖美景，表达了勤劳朴实的

渔民们的欢欣喜悦以及热美好生热活的情景。乐曲中连托、连抹、双托、双抹弦的技法，得到了生动的

音乐效果，尤其是左手的吟揉按滑，生动再现了渔舟在美丽的湖面上轻曳的情景，旋律具有极强的歌唱

性，彰显着湖区人民的美好的生活情景与生活情趣。 

 

    《春到拉萨》 创作于 1961 年，它取材于藏族民歌《金色的太阳》的主旋律。乐曲一开始便通过摇

指技法由低音区向高音区过渡，气息宽广而沉稳，给人一种终于告别了黑暗的旧世界，走向光明的感觉；

接着是主旋律以及主旋律在较小范围内的变奏，短摇与快速的花奏技法下的弦音跳跃灵动，犹如人们的

欢跃歌舞。乐曲描绘了明媚春光洒落大地的美好景色，表达了藏簇同胞终获新生的欢悦心情。 

 

    由民歌或其他民间音乐素材改编而来的筝曲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这

样的改编筝曲，我们应该多听多唱并多揣摩不同风格的民歌小调，从而能在演奏中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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