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风格筝曲《包楞调》演奏解析 

——兼谈地域性风格筝曲演奏的注意事项 

文/韩建勇 

在我们国家，有九个古筝艺术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特有的演奏技巧、

代表性传承人物以及代表作品等。一个艺术流派能发展，仅仅靠对原有东西的继承、传承是

不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在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们根

据当地的民间歌曲、说唱曲艺或戏曲曲牌等音调，以及体现当地筝艺风格的演奏技巧进行创

作或改编，诸多方面的努力开拓了古筝艺术不断发展的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

某种艺术风格古筝乐曲的创作和壮大。比如《香山射鼓》（曲云曲）、《蜜柑红》（苏巧筝编曲）、

《包楞调》（韩庭贵编曲）、《夜雨思乡》（蔡文峰编曲）等，这些都是以当地流行的民间音调

为创作素材，结合以当地的音乐风格、古筝演奏技巧而创编的作品典范。今天，我们来探讨

下山东风格筝曲《包楞调》的演奏技巧与注意事项。 

《包楞调》又叫《包楞戏》，原是流传于山东菏泽地区成武县的一首民间小调，因歌曲

唱词中多处使用了“白楞楞楞”、“包楞楞楞”之类的衬词，故称《包楞调》。1963 年，由当

地文化馆干部魏传经在原来音调基础上改写填词、孙啸天记谱的《包楞调》整理完成，也就

是现在大家所熟知并广为传唱的《包楞调》。此歌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

空白。由此可以看出此歌在民歌领域中的地位和意义。此歌曲的一大特点就是“楞”字衬词

多达 60 余个，这在汉族民歌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二是它主题音调欢快、活泼，戏韵十足，

与鲁西南一带的地方戏如柳琴戏有某种亲缘关系。以下是根据山东柳琴戏音调创编而成的

《丰收锣鼓》曲节选（此处节选自整曲第 13 小节开始）： 

 
乐曲第 15 小节（节选谱的第 3 小节）开始到第 22 小节，是整首乐曲的主要音调之一，

这是从山东柳琴戏音调中提炼出来的，尤其是 两小节，这与《包

楞调》开始极为相似，而《包楞调》又是流行在当地的音调。在民间，戏曲、说唱、民间歌

曲互相借鉴、影响，是民间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由此《包楞调》与柳琴戏有某种亲缘

关系不无道理。 

山东筝派代表人韩庭贵先生就是以这首民歌音调为素材，创编出了《包楞调》这首新山

东风格筝曲。乐曲的演奏、编曲与一般的“咔歌”式照单演奏方式不同，而是更加考虑和发

挥了筝的表现力。筝曲分为引子和正调的一、二、三、四、五个段落。除引子外，主要是 A

（第一、二段）＋B（第三段）＋A´（第四、五段）结构，这与同样是山东风格筝曲《丰收



锣鼓》不一样。《丰收锣鼓》一曲严格遵循了 ABA´结构，《包楞调》一曲结构更为复杂些。

A 部分是主要曲调及其变化发展，曲调爽朗、刚健，朴实而优美，表现了纺线妇女劳作时的

愉快心情；B 部分是哀婉的抒情乐段，感情真挚，大量出现的按音、滑音及颤音微妙地刻画

了劳动妇女的沉重心情，又如对旧社会生活的一种回忆；A´部分同样是主题曲调的变化再

现，较 A 部分而言，此段更为欢快，旋律更为流畅自如，大段的摇指歌唱性十足，犹如纺

车嗡嗡的声响，具有模拟效果的意义。A´部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和信心。 

乐曲引子部分简短却干练，体现出山东筝乐的一些特点，如下谱： 

 

乐曲中按滑音的大量运用，商、羽二音上的重颤处理，都是山东筝乐的风格体现。我们

来看一下山东筝曲《四段锦》中《清风弄竹》一段，曲谱如下： 

 

在上面的曲谱中，第 2、4、6、14、17、18、22 小节中，商音上都注有重颤音的标记，

第 8、9、16、27、33 几个小节中，羽音上也注有颤重音的标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

二音重颤所产生的音、韵，可以说是山东筝乐中的典型风格音。此二音上对左手颤音功底的

要求，是掌握好山东筝乐风格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包楞调》一曲的引子就注意了对此的

运用，是对山东筝乐风格的一个继承和运用。 

 



以下为乐曲第一段，也是该曲的主题曲调： 

 

从以上谱面来看，编曲者更加考虑了古筝的表现力，而不是对原歌曲照单全搬的“咔歌”

式改编。以上段落在技法上，最典型的就是大指密摇的运用，如： 

 

无论是从其运用的密度上，还是从密摇所产生的“珠玉落盘”的音色效果，都体现着山

东筝乐的风格。密摇指的是大指小关节快速托劈技法。这是乐曲使用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

的技法之一。在山东筝派中，大指小关节的快速托劈被称为密摇，其效果颗粒清楚，声音结

实，听来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与河南筝乐中大指掌关节密摇技法不同。乐曲原是在

歌曲基础上改编而成，风格朴实优美，虽然乐曲中很多处是对声音颗粒清晰的基础上的托劈

技法的贯穿，整体上还是需要讲究连贯，注意旋律本身的歌唱性。 

其次就是对花奏的运用。花奏是古筝演奏中最具特色和容易识别的演奏技法之一了。花

奏技法在山东筝派中运用是较为广泛的，而且主要是占时值的正板花指。有的占据一半时值，

有的则占据一整拍时值。花奏技法是大指在臂力的自然带动下顺指而下弹奏而得。另外一个

特点是，多数花指处在一拍之中的弱拍的位置上，由此需要特别注意力度的拿捏。在技术层

面上，则要注意其连贯性和音乐性。 

乐曲第二段是主题曲调的变奏，情绪较之第一部分更为欢快，左手伴奏音型的加入增添

了乐曲的层次感，演奏音区移高至八度音。该段较第一段更为欢快，要注意左手伴音力度的

渐变，不能呆板，把此段奏活。如下面的谱例： 

 
 



 

山东筝派代表人韩庭贵先生虽出自民间，但其艺术的视野一点都不局限，除了改编乐曲，

他还尝试进行古筝的改革。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发现传统的 21 弦筝在音域上稍有局限，

遂着手 26 弦古筝的研制。而这首乐曲正是根据 26 弦古筝作曲演奏的。26 弦古筝较 21 弦古

筝多了一个音区，由此某些高音区包括主要音调或花指在内弹奏起来特别方便，而在 21 弦

古筝上，某些音符就弹不出了，由此在某些地方需要相应地做降低八度的处理方式演奏。第

二乐段的这段变奏更加能体现出古筝的表现力。 

乐曲中邻弦同音的弹奏也是该曲的一大特色。“邻弦同音” 是著名山东筝乐大师赵玉斋

先生提出的一种演奏技巧。它指的是相邻的弦达到同样的音高，右手在同时快速弹完两根弦

后，左手快速将低音位的弦按滑至高音音位音高，从而使单一的音粒变得更加饱满，成为有

弹性的音块儿。“邻弦同音”可以由双托、双劈、双抹、双勾、小撮等技法实现。这种技巧

在山东筝曲的运用是很常见的，这首乐曲中也多次出现。如下面谱例（节选自第二段）： 

 
上面节选的乐谱第 4-5 小节中，运用了双抹技法。花指紧接在“双抹”技法之后，是借

助双抹指法弹奏的惯性而得，从而得到连贯的效果。在第 6-7 小节中，运用了小撮技法来获

得 sol 音同度音，也可以用双托技法演奏获得。力度要讲究变化，可以根据乐曲的力度符号

提示演奏。弹奏时，触弦的时间要快，按音变化要一步到位，滑音过程要快，而不能弹成一

般性的上滑音。若以小撮技法弹奏，需要避免指甲尖的碰撞，由此要注意大指食指间的一个

角度，或者要特别控制好两指的指尖，尽量不要碰到一块。 

山东筝派与河南筝派同属北方筝派，因其发源地相邻，故在艺术风格等方面或多或少

有些相近之处。比如，相对于南方筝派的细腻、柔婉而言，北派筝特有的奔放、刚健的艺术

风格在这两个派别中都有所体现。在演奏方法方面，两个派别都非常重视大指的运用，而且

对大指的运用也是体现该流派的特色性技法。如河南筝派中的大指大关节密摇，山东筝派中

大指小关节快速密摇。除了大指小关节密摇运用之外，连托技法在本曲中运用也很多，从中

可以看出山东筝乐对大指运用的重视。如以下谱例： 

 



在以上节选的谱例中，第三小节 中，全部运用了大指托指的奏法，前三

个 la 音托指演奏运用的是提弹法，la、sol 二音运用大指连弹，sol 音提弹。诸如此类的演奏

技巧，在曲中还有很多处，至于运用夹弹法还是提弹法，要根据乐谱具体情况和运指方便与

否而定。 

乐曲第三段是优美抒情的慢板。如下谱： 

 

该慢板段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犹如人们间言辞恳切的交谈，对过往旧社会生活的一种

回忆。该段在左手，主要是按变音的技巧。按变音既有 fa、si 两个基本按音，又有固定按音

的弹奏，按音音高和力度方面都要有所讲究。该段中四级、七级音出现较多，除了注意音高

音准外，还要注意此二级音的按颤。按颤，顾名思义，在按音的基础上要加颤音效果，要注

意左手在做韵时，音高要稳定，力度要随着右手变化而变化，而不能过于平淡。 

固定按音的按变则讲究快速而准确，要避免上下滑音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求左右手高度

配合。在古筝的弹奏中，同样是一个音高，但弹奏原位音和按变音在音色上是不同的，在乐

曲所讲究的连贯性与韵味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在同一根弦上按变获得多个音变化的效果也正

是山东筝曲的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这更需要左右手的高度协调，包括时间、音高音准方面

等等。 

一弦多音多韵在此段中体现也尤为明显。乐曲在快速托劈的同时，常伴有左手快速按滑、

颤揉技巧，从而达到一根弦弹出多个音的效果。比如在第三段开始第 9 小节开始，即

三小节中，la 弦上音韵变化丰富，首先是 la 音上滑，接

下来是由 la 按滑至上方音 do 的连续弹奏，在左手按压到位的基础上，还要施以颤弦动作；

继而是 si 音基础上的按滑，而 si 音同样是基于 la 音按出，按滑过程要比 la 音按滑要快；最

后一个 la 音上要加以左手的揉弦润饰，从而使 la、sol 连接圆润而不呆板。在这三个小节中，

在“6”上得到了如此多的按变效果，不仅在此处，在全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段结尾句弹奏要注意松紧，有一个渐慢的过程，为第四段做好铺垫。第四段是主题

曲调的变化再现，该段较之第一、第二段更加热烈欢快，左手低音区的伴奏音型力度要饱满，

体现出低音区特有的厚重；此段的摇指是大指长摇，要讲究抒情与歌唱性，可以根据音乐需

要对弹奏的小结进行变化，如原本曲谱上弹奏两小结，但为了更加体现气息的宽广，可以做

拖长处理，比如可以弹四个小结。如下谱： 



 

 

在有些曲谱中，音符上标注有>即强奏记号，谱例： 



 
双托音（或重撮音）要强而有力，效果饱满。六连音、五连音等连托音可作自由处理即

用花指弹奏，力度上讲究由弱到强，舒展流畅，而不能急躁触弦，以免音色太刺。 

乐曲第五段正如戏曲或民歌中常用的拖腔技巧，对原曲调进行变化发展，曲速较第四段

更快，力度也更加强些，音响饱满，左手大幅刮奏的运用将全曲推向高潮。乐曲尾声收尾要

干净利索，大指指关节托劈技巧灵动，音色明净悦耳。乐曲在柔和的琶音中结束，意犹未尽。 

 
纵观全曲，速度变化丰富，演奏时要注意每个段落间衔接自然，有的是在速度渐慢基础

上另换一段，有的则是在某个速度上更为推进，由此要特别注意。 

 

对于地域性风格筝曲及演奏注意事项的思考： 

地域性风格筝曲与其发源地的各姊妹艺术如说唱、戏曲、民歌等紧密关联，往往具有浓

郁的民间音乐色彩。韩庭贵先生出身于“戏曲曲艺之乡”——菏泽，自幼深受民间音乐文化

的熏陶，同时又出身于古筝艺术世家，习于韩绍龄、韩绍运二位家师，《包楞调》作为他古

筝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正是用筝声筝韵表达着浓郁的乡音。《包楞调》这首山东风

格筝曲旋律源自山东同名民歌，其旋律本身带有浓郁的山东民间音乐特点。这同根据柳琴戏

音调创编而成的《丰收锣鼓》，根据老八板音调为素材创编的《庆丰年》一样，都是源出民

间，通过艺人们高度的艺术化整理、改编和体现又高出民间，乐曲继承了它们原材朴实优美

的格调以及原香原味的神韵。 

地域性风格筝曲因其发源和流传地的不同，必定在其演奏方法、技巧方面遵循着一定的

章法。《包楞调》一曲时而刚健爽朗，激情奔放，时而朴实委婉，优美抒情，可谓刚柔并济。

该曲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山东筝在演奏技法上的某些特点，尽显山东筝乐之魅力。这也是该

曲被公认为山东风格筝曲创编新作的关键所在。《包楞调》一曲在演奏技巧方面，右手最重

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指指关节密摇技法的继承，左手则是二变之音快速按滑以及一音数韵技



巧的运用。 

大指指关节快速密摇是山东筝最为典型的演奏技巧之一，那么演奏中怎样才能达到“清

脆如滴”、“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呢？很多人在演奏时，大指指关节要么用不上力，要么密

摇的速度提不上来，由此达不到完美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去练习能弥补这些弱点？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弥补： 

首先，该曲作为中高级的演奏曲目，在演奏技巧上，必须深谙山东筝派在演奏技巧（包

括右手取音、左手做韵）、音乐旋法、音乐格调等方面的一贯传统，由此，我们作为筝乐爱

好者一定要注重学习的连贯性和积累。尤其是学习传统的流派古筝乐曲或风格性筝曲。这些

乐曲不像流行歌曲，能在古筝上弹出流畅的曲调就可以了，它需要学习者尤其是演奏者了解

某个流派的运指习惯、出音技巧、旋法规律以及做韵的风格。要学习好某个流派的乐曲，有

必要一点一滴学起，比如从这个流派的开手小曲学起，再到代表性的乐曲，然后扩展到以此

为依据的创作性风格筝曲。有必要有一个完整的积累过程，要从点滴的学习和感悟中“举一

反三”。 

其次，要特别注重对大指指关节快速活动的训练。练习时，不能单纯性练习拇指小关节

的活动性，而是要注意技巧，这个技巧，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找支点。支点的作用就是给弹

奏的手指提供力气的支撑，是通过借助某些部位而进行的弹奏，从而使得弹奏更加得力。我

向大家主要介绍两种。第一种是以小指、名指扎桩在近处琴弦上，提供大指指关节快速托劈

的力度；第二种是以食指为支点，大指在弹奏托劈时，食指轻捏大指指根，从而加强大指运

指力度。我认为这样的练习很有必要，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刚接触某件弹拨乐器，手指肯

定不怎么灵活或者听使唤，都有一个慢慢接触和熟悉的过程。对于弹古筝，这样的练习在最

初可以帮助学习者锻炼起大指指关节的运动，然后在今后不断的深入学习，慢慢去掉扎桩或

者支点帮助，就像摇指从扎桩摇到悬腕摇这样一个过程，道理是一样的。建议在弹奏大指指

关节运动托劈的乐句或段落时，不妨运用这两种有支点的运指方法，以保证关节更加便利的

运动，弹奏出所需要指力以及丰富的力度变化。 

地域性风格筝曲必定在音乐的旋法、情绪上有一定的品格，并带有某种地域性的特色。

我们在欣赏一首地域性风格筝曲的时候，往往能够从其旋律走向、做韵技巧、旋法以及其音

乐本身所蕴含的情绪听辨出它属于那一个流派。比如河南筝曲的高亢泼辣，山东筝曲的刚健

爽朗，陕西筝曲酸楚抒情又不乏激越，客家筝曲的古朴典雅以及潮州筝曲的清丽细腻等等，

这些都是特定流派中最为典型的风格写照。又如陕西筝曲欢音、哭音音阶调式，潮州筝曲里

轻六、重六、活五等音阶调式，以及它们在做韵、旋法上的不同，无不体现着它们与发源地

姊妹艺术的紧密关联。《包楞调》是我国著名的民间花腔女高音歌曲，所谓花腔，就是在高

音区进行炫技演唱，演唱中，音域的弹跳性很强，在筝曲则是通过大指指关节密摇和左手快

速按滑技巧体现，别有一番风味。改编后的乐曲在乐曲速度上的弹性变化以及音乐情绪上的

不断高涨体现出山东风格筝曲刚健爽朗的特色。 

上面所提到的由“点滴积累”而“举一反三”，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强化训练，适

合所有的地域性风格筝曲。要演奏好地域性风格的筝曲，风格把握得到位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方面。在形式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乐曲本身所需要的轻重、缓疾和音色的对比等一系列

的要求，而在内涵上，则一定要抓住其风格神韵和乡土色彩。同时，轻重、缓疾、音色以及

各具特色的运指技巧和方法等一切形式必然要为内容（表达音乐内涵）服务。当然，上面所

列区区几点并不能涵盖一个流派或者乐曲在风格上的特点，只能说抓住了一些最主要的矛

盾，一些关键性的细节问题还是需要在丰富的民间音乐中领略和体悟。 

初稿完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 

二稿完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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