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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筝曲《汉江韵》的艺术特色研究
吴思思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古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弹拨乐器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齐、秦等地区，并在盛唐时期经历

了显著的发展。随着文化交流与传播，古筝逐渐遍及全球。东汉时期刘熙在其著作《释名》中记载：“筝，施

弦高急，筝筝然也”，因此得名“筝”或“古筝”，用以形容其特有的“铮铮”音色。古筝的音质甜美圆润，

高音部分清脆悦耳，低音则深沉有力，其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使其成为极具特色的乐器。《汉江韵》作

为河南古筝曲的代表作之一，其风格与河南方言紧密相关，融合了慢板与快板的节奏，体现了河南地区的文化

特色，并彰显了当地人民对劳动的深厚情感。本文旨在通过剖析《汉江韵》的演奏技巧与乐曲结构，追溯河南

筝派的发展历程，探讨其与河南曲剧的关联，并从技术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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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研究

1962 年，作曲家乔金文为享有“铁指甲”美誉的演奏

家任清芝创作了筝曲《汉江韵》。由于任清芝先生对演奏河

南筝曲有着精湛技艺，且有多次为河南曲剧团伴奏的丰富经

验，乔金文巧妙地选取了《汉江》与《书韵》这两曲牌，并

提取精髓，创作了这首筝曲。此曲中，《汉江》部分洋溢着

活泼与欢畅的气息，而《书韵》部分则流露出柔美和深沉的

哀愁。作品以快-慢-快的结构布局贯穿始终，首尾呼应，欢

快热烈的旋律生动展现了人们春耕的辛勤与秋收的喜悦，独

具河南地域文化特色。乐曲中欢快的节奏、张扬的滑音以及

地道的颤音运用，更快地引导听众融入这浓郁的河南筝曲氛

围中。

2 曲目段落结构及风格特点

筝曲《汉江韵》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河南地

区的深厚文化内涵及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该曲结构紧凑，

节奏明快，融合了河南筝派的独有演奏技巧，生动地描绘了

劳动人民在工作中的愉悦与活力。在对这首筝曲进行深入剖

析时，可将其结构细分为三个乐段，即“书韵-汉江-书韵”。

乐曲伊始，第一乐段“书韵”以热情洋溢的快板形式呈

现。该段落的旋律源自“河南曲子”中的《书韵》，以每分

钟 152 拍的快速节奏，引领听众迅速融入音乐氛围。它生动

地再现了劳动者辛勤耕作的场景，仿佛能听到他们爽朗的笑

声，感受到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整个乐段一气呵成，

直至结尾处，音乐突然放缓，经过四小节的过渡，在长摇技

法中结束，为下一乐段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继而，第二乐段“汉江”以抒情而细腻的慢板形式展现。

该段落的旋律以每分钟 46拍的节奏演奏，取材自“河南曲

子”中的《汉江》。它融合了汉江的唱腔与间奏音乐，通过

叙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人们相互问候的

温馨场景。音乐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描绘

了劳动者在田间劳作间隙的温馨场景，如妇女送饭、

孩童嬉戏、邻里问候等，充分体现了劳动者与乡亲

之间的情感纽带。在演奏该段落时，以广板的速度

起始，逐渐加快速度，并巧妙地运用左手的按音、

颤音等技巧，使旋律更加丰富饱满，以表达真挚的

情感。在过渡小段中，采用戏曲中跑圆场的手法进

行处理，使速度由慢至快逐渐过渡，直至达到急板

的速度高峰，力度也随之增强，使整首曲子在结尾

处达到高潮，引人入胜。

最终，第三乐段“书韵”作为第一乐段的变化

重复，在速度和情绪的处理上进行了巧妙的调整。

该段落的旋律在速度上更加轻快，情绪也更为激昂，

力度进一步加强，音符稍有变化而篇幅更加紧凑。

在演奏时，需要充分表达出感情与韵味，使听众在

音乐的感染下产生共鸣。结尾部分逐渐放缓节奏，

给予听者无限的遐想空间，使整首筝曲在回味中达

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汉江韵》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深刻的情感

内涵，成功地展现了河南地区的文化特色与劳动人

民的精神风貌。通过对三个乐段的深入分析与演奏

技巧的探索，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首筝曲的艺术

魅力与价值。

3 曲目技法分析

3.1 作品的右手演奏技法分析

（1）游摇

“游摇”技术是河南筝曲演奏中一种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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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其在《汉江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技术要求

演奏者利用右手拇指执行一种特殊的左右摇摆式演奏动作，

即在摇指的同时，从琴码右侧向琴弦右侧的前岳山处移动。

在此过程中，音量的强弱逐渐增强，音色由初始的模糊逐渐

转变为明亮，从而使得乐曲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同时，随

着节奏的加快，乐曲所传递的情感亦被推向高潮。在右手执

行“游摇”动作的同时，左手需与右手协同，从“按变音”

开始，边滑动边颤动，最终返回至“原位音”。此过程中，

滑音的音程为下行小三度。综合来看，“游摇”是一种融合

多种弹奏技巧的复合型技术，它使得乐曲的情感表达更为完

整，并赋予作品一种深沉而悲壮的艺术风格。为了达到更佳

的艺术效果，左右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显得尤为关键。在演

奏过程中，左右手必须形成有效的互动，以确保音色与力度

的变化能够精确而鲜明地呈现。这种协调不仅提升了古筝演

奏的表现力，也使得作品的艺术魅力得以充分展现。

（2）夹弹

在演奏过程中，首先通过右手的无名指进行扎桩，弹完

一个音符后需要迅速而精准地搭上下一根琴弦，进行下一个

音符的弹奏。河南筝曲中大拇指的托劈与山东筝曲中的托劈

演奏技巧有所不同，河南筝曲中的托劈更多的依赖大关节的

力量来完成，这也是河南筝曲与山东筝曲在托劈技巧上最为

显著的区别。右手的"夹弹法"以及运用大关节的力量，可以

使演奏出的音色更加饱满，声音更有力。这种音色不仅充满

了穿透力，而且带有浓郁的河南韵味，曲子在表现上更加生

动和立体。

3.2 河南筝曲《汉江韵》的左手技法分析

河南筝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乐器，其历史渊源

深远，最初在河南地方戏曲的演唱中，作为伴奏乐器使用。

随着时代的演进与艺术的不断发展，河南筝逐渐展现出其独

特的魅力，特别是在模仿声调唱腔方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表现技法，这也成为河南筝派与其他筝派音乐相区分的重要

标志之一。在河南筝曲的演奏中，左手技法尤为关键，它体

现了河南筝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左手技法中的“按、揉、

滑、颤”等技巧，演奏者能够表现出丰富的“上下滑音”和

“大小颤音”，不仅为筝曲的旋律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和韵味，

更强化了河南筝曲的地方特色和艺术表现力，做到了“以韵

补声”。

（1）滑音

在本曲中，大量运用了上滑音的技巧。乐曲的开头第一

个音并非普通的八度双音，而是高音 la迅速上滑至倍高音

do，构成了一个小三度与八度音程的叠加音响效果。这一手

法要求左手的上滑音必须迅速且直接，没有过渡，小三度的

音准要精准无误，以此展现出河南方言中特有的语调特点，

仿佛一位性格豪爽的河南人，用独特的方言热情地

喊出一句“中！”，这与小三度的音响效果非常相

似。

同样在演奏河南音乐时，第一句的重音很重要，

音头需强而有力。由于弦位于第二根上，比较细且

易断，所以演奏者要控制好左手的按弦位置，稍偏

左则音高不足，稍偏右则弦易崩断。左手按弦时，

应使用二、三、四指靠近指甲的部位，重心靠向四

指力量会更强，同时手腕和手掌稳固支撑，手指呈

半圆形弯曲，发力从小臂下方，大臂保持放松，整

体动作需敏捷而自然。这一演奏技巧具有一定的难

度，需要演奏者精心把握和体现其独特的风格。

下滑音与上滑音相似，同样不加过渡，蕴含了

浓郁的地域特点。这里的下滑音并不是普通的滑半

圈的下滑音，而是一种婉转流畅的下滑。演奏时，

左手开始时重心放在食指，随后借助手腕的力量，

带动食指滑到无名指，完成一次从右到左的半圆形

回滑，这样就可以表现出一种圆润饱满的音色效果，

充满了韵味，而非直来直去的生硬音色。

而下滑音可细分为慢下滑与快下滑两种形式。

在乐曲的第二段慢板中，慢下滑音的运用非常丰富，

彰显了“以韵补声”的音乐美学特色。而在快板部

分，下滑音则需要快速，为音乐增添粗犷与奔放的

感觉，使人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这种演奏技巧

也是河南筝曲左手演奏风格的独特之处。

（2）颤音

颤音，核心在于颤动的特性，所以演奏过程中

音符也会游移。在筝曲《汉江韵》的慢板演奏中，

此时，右手的“游摇”与左手的颤音技巧需同时进

行，两者相辅相成。

曲目中的颤音分为密颤与大颤，这是河南筝曲

的艺术特色。密颤要求快速而短促，即频率高、幅

度小，以此营造出一种细腻而紧凑的韵律。由于颤

音具有升高音高的效果，因此在弹奏 fa和 xi时，

音高会微微提升，但不超过小二度。此外，密颤的

演奏不宜过于稳定，需要适度的游移，因此左手肌

肉要独立练习，让曲子的旋律富有弹性和起伏，每

一个按音都加上密颤。

而大颤音则用于渲染氛围、激发情感。在演奏

大颤音时，左手的揉颤力度需加大，通过手腕带动

手指进行大幅度的上下颤动，形成大波浪式的揉弦

效果。这种夸张的揉弦技巧为乐曲增添了大小三度

的装饰和润色，当演奏者全身心投入演奏中会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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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热烈的氛围，进而有效地调动观众的情绪。

（3）点音

在音乐作品的演绎过程中，点音技巧的运用不仅为乐章

注入了幽默元素，而且赋予了其深长的韵味。演奏者必须展

示出极高的敏捷性，即通过左手迅速地在弦上进行上下按压。

这种点音技巧在慢板乐段以及乐章的尾声部分均有所体现，

在乐章的结尾处，它将音乐推向高潮，生动地展现了河南人

民直率、豪放的性格特征，成为乐章中的亮点。相较于颤音、

滑音等技巧，点音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操作过程要求迅速而精

确，尤其是左手的动作，必须保持敏捷，不容许有任何迟疑

或拖沓，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颤音效果，从而影响整体演奏

的纯净度和表现力。

4 结语

河南筝乐，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曲目繁多，体裁多元，

旋律优美动人，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

河南筝乐在发展中广泛吸收各类音乐元素，筝曲《汉江韵》

便是河南筝派音乐风格日渐成熟的典范，它标志着河南筝乐

在长期艺术实践中脱颖而出，是演奏家们经过反复实践、精

心打磨的艺术结晶。该曲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河南筝乐流派，

也为我国传统筝曲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启示。《汉江韵》蕴含了浓郁的民族艺术气息，

它深刻地体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情感和鲜明个性。

其旋律质朴而接地气，音调与风韵独具特色，深受

人们喜爱，广为流传。这首筝曲的发展不仅丰富了

河南筝乐的表现力，也推动了现代筝曲艺术的进步，

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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