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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到湘江》的概述

（一）《春到湘江》简介

古筝独奏《春到湘江》由古筝著名作曲家、古筝演

奏家、国内第一位世界级演奏家宁宝生先生创作于 1976

年。音乐取材于湘剧，是一首湖南民歌，在湖南具有独

特的音乐风格。旋律优美，时而激昂，时而热烈，音乐

旋律又伴着轻柔的鼓点。近年来他们的唱片也被提交，

很快成为许多古筝演奏名家的必弹经典曲目。去教。同

时，近年来被列入社会音乐学和艺术类考试的中高年级

必修曲目。它很快成为中国古筝十大经典歌曲之一。

乐曲表达了庄治川两岸春意盎然的景象，表达了庄

治川两岸人民建设家园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未来的美好

憧憬。音乐分为几个部分，如介绍，歌曲和板，欢呼快

板和尾声。这首音乐代表了作者对松荣川的敬仰之情，

它时而歌唱，时而吟唱，宛如江河的波涛。泛舟江上的

韵律相得益彰，生动地描绘了湘河两岸的人们对未来充

满无限憧憬的欢乐场景。

（二）乐曲创作的社会背景

《春到湘江》1976 年成立，是不平凡的一年。这是

中国的灾难。三个伟大的中国人相继死去，中国东北爆

发流星雨，唐山地震来袭……但这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

一年。灾难的十年结束了。人们精神阴影的长期压抑和

长期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人

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在所有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中，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

基于对政治斗争、抒情歌曲和圣诞颂歌的顺从，而另一

方面，则是积极乐观的审美思想的体现。《春到湘江》

正是这种审美理想主义的体现。歌颂伟大的祖国，唱响

为守江人建设家园的热情，唱响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愿

景。

二、古筝曲《春到湘江》演奏中的情感表达特点

（一）音乐表现

这首乐曲表达了正治川两岸美丽的春景，以及建造

房屋的人们的喜悦和远大志向。因此，它辽阔而充满激

情，以碧波荡漾、烟雾缭绕的山水，展现出蜀江的壮丽

景观。有时轻快的旋律像歌曲的装饰一样唱出，有时又

上下唱着，所以很轻柔动人。中心由春天模式变为同宫

模式，艺术构思清新。湘花鼓戏迷人欢快的快板，是鼓

点和爱的混音的飞跃，自由、轻松、自由、幽默和乐观，

还有钢琴声。就像一卷曲子，一些曲折的上升旋律将情

绪推向高潮。表演需要体现柔和与激情的互动，以展现

深厚的友谊和魅力。乐曲表达了正治川两岸雄伟的春景，

表达了正治川两岸人民兴建房屋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未

来的美好希望。音乐分为几个部分，如介绍，歌曲和板，

欢呼快板和尾声。

（二）情绪表现

筝曲《春到湘江》用词句表达了他独特的风格和个

性，就像是松荣江两岸人民生机勃勃的景象，让听者看

到春天的景色。盖房子的音乐从心底里表达了作者对正

治河的赞美，像河水的波涛，时而动人的高歌，时而深

背的歌声，还有船的韵律。划船相得益彰，形象地表达

了一件事。是对正川两岸人们的未来生活和歌声的幸福

充满无限憧憬的场景。它表达了为湘河两岸的人们建造

房屋的热情和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憧憬。

三、《春到湘江》的演奏技巧分析

（一）摇指技巧

古筝是一种弹拨乐器，因其听觉和声乐的特点，常

被称为“点乐器”。之后，为了产生长长的线性音效，竹

笛在弹奏古筝时通过“抖指”长时间呼气来实现。从

《春到湘江》的长音符到《春到湘江》的句子，《雪山春

古筝曲《春到湘江》演奏中的情感表达

术蓉宇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教育与艺术学院　257000

摘　要：中国古筝演奏艺术源远流长。在民族乐器中，古筝以往只是作为伴奏乐器使用，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

国古筝大师古筝以独奏者的身份带领古筝登上舞台。从此，古筝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的大家族。从那时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古筝演奏家，许多奠定古筝音乐地位的经典作品被采用和创作。而《春到

湘江》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古筝曲《春到湘江》，对其演奏风格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从面对作品的内涵有

深刻、正确的理解。浅析古筝歌曲《春到湘江》中情感表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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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月儿高》等作品的长颤，颤指的及发展由以上派

生的扫、扣、勾、二指、三指等，都是古筝表现长音的

主要形式。

在《春到湘江》的作品中，从介绍开始就使用了挥

动手指的技巧。前奏是一块松板，在连接和弦分解、琶

音、划痕等各种乐句的过程中，修长而颤抖的手指融合

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这首歌表达了正治川

两岸美丽的春景和建造房屋的人们的喜悦和远大志向。

因此，它巨大而富于激情，以碧波荡漾、山河烟雾缭绕，

展现了蜀河的壮丽景观。有时轻快的旋律像歌曲的装饰

一样唱响，有时唱的上下唱得很温柔，很感人。中心由

春天模式变为同宫模式，意境清新。湘化鼓剧迷人而欢

快的快板，是鼓点与爱的飞跃，自由自在、自由、幽默

与乐观，以及钢琴音色的混搭。像卷发一样，曲折上升

的旋律将情绪推向高潮。表演需要体现温柔热情的互动，

才能展现深厚的友情和魅力。这首乐曲表达了忠济河两

岸壮丽的春景，表达了忠济河两岸人民兴建房屋的热情，

以及对家乡未来的美好希望。音乐分为几个部分，如介

绍、歌曲和表格、快板和欢乐的尾声。使用柔板第一段

的长扫和晃动手指的技巧，使第一段演奏流畅，速度几

乎是竹笛的两倍。

然而，在王中山的作品中，挥指技法的运用并不仅

限于传统挥指技法的遗留，而且挥动指法的运用令人惊

叹。第六虚小结用“#5”作为颤动手指“6”的饰物，运

用挥舞技巧，最大限度地发挥竹笛的效果，保持原有风

貌。如果摆动技巧是表达装饰性声音的巧妙方法，那么

多指摆动是将摆动的手指变成“圆柱形”和声效果的好

方法。大指、食指、中指同时敲击“5、1、3”三根琴弦，

左手按压所产生的滑音，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

（二）快速指续

高速指法系统是赵曼哈塔先生开发的一种古筝高速

演奏技法，其研究成果由王中山率先学习并集中呈现。

1986 年，王中山用此技演奏《打虎上山》，轰动全国，一

举成名。起初，一些古筝玩家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新

玩法，认为会失去古筝游戏原有的简洁优雅，破坏传统

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通道系统已被证明是复

杂和科学的。这是古筝游戏技术的一大发展和进步，正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掌握。传统古筝演奏基本以无名指、

食指、中指为主，除琶音外，无名指很少使用。高速手

指延续系统问世后，将无名指以娴熟的姿势灌入旋律中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快速指续的本质是快速、密集的音符的有序放置。

所谓有序排列，是指相邻两个音符的指法不重复，而且

对应了古筝的弹奏机制，可以使手指得到释放，弹得更

快。这种方法大大增强了古筝演奏过程中的表现力。

四、结束语

分析古筝的歌曲《春到湘江》可以看出，《春到湘

江》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古筝独奏。对作品意义的正确理

解是表演中情感表达的基础。否则，你不能谈论情感表

达。只有演奏者对乐曲的含义有深刻而正确的理解，才

能更清晰地表达所演奏音乐的完美情感。所以，在找工

作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时间的背景、特定的环境、工作

的风格和话题，以及时间背景和特定的环境对工作的情

感影响。对作品意义的理解程度不同，表演对表演的影

响也大不相同。只有充分理解了作品的意义，才能正确

地感受作品的内心情感，只有有了情感，才能感受和感

动有情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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