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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演奏新疆木卡姆音乐中的技法分析

李 杨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 要】 现如今，琵琶的演奏技法已经发展到极为丰富和成熟的境地，使用琵琶演奏新疆音乐本就存在着一定的
自身优势。从历史源流来说，琵琶是从新疆经丝绸之路传来的乐器，注定跟新疆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用什么样的演奏技法才能使琵琶更好地诠释新疆木卡姆音乐，更准确地表达出木卡姆音乐的韵味、特点，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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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琵琶音乐作品在创作上真正应用新疆少数民族
本土韵味的匮乏引起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在现代众多
琵琶乐曲中，新疆风格乐曲占的分量并不大，以新疆维
吾尔木卡姆音乐元素创作的琵琶作品更是少之又少。
现代的新疆风格琵琶曲多以民歌改变或移植其他乐

器乐曲的方法进行创作。王范地先生大胆地吸取新疆民
歌的精粹，将《送我一支玫瑰花》改编成琵琶曲后，大
受好评。此后他又大受鼓舞，改编乌斯满江等创作的热
瓦普独奏曲《天山之春》为琵琶曲。陈音先生则将小提
琴独奏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移植为琵琶独奏曲，
突破了琵琶演奏的技术性难题。
琵琶独奏曲《春蚕》是刘德海先生“人生篇”作品

之一，是一首原创的新疆风格琵琶曲。此曲表达了一种
“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牺牲的高洁品质。此曲在创
作上可分为《牧羊曲》《艾介姆》《你的天上没有月亮》《自
由的生活》四个主题。第三部分的旋律在创作上的取材
于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在第 94小节至
第 120小节的演奏技法是用右手小指抵住琴弦，在靠近
扶手的位置弱奏，这段发出的音响效果近似于维吾尔族
弹拨乐器热瓦普的演奏音效。
王劲梅老师《我爱新疆·琵琶曲三十首》的出版填

补了使用琵琶演奏木卡姆音乐的空缺。书谱中的第二部
分的 17首乐曲皆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乐曲。第一首《恰
尔尕主题随想》是根据十二木卡姆中第四木卡姆《恰尔
尕木卡姆》乐曲的再创作，此曲容后细述；第二首《纳
瓦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十木卡姆的散序部分唱
段。乐曲中运用了游离音的技法更加凸显了木卡姆的音
乐韵味；第三首《且比亚特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第
二木卡姆的《太孜间奏曲》，曲中大量出现了演奏维吾尔
族音乐所需要的润音、捺音、带音、擞弦等技法；第四
首《且比亚特木卡姆》也是十二木卡姆中第二木卡姆的
太孜尾声唱段；第五首选自《且比亚特木卡姆》的《怒
斯赫间奏曲》，乐曲中出现了 5/4拍的特殊节奏型；第六
首选自《纳瓦木卡姆》的《怒斯赫间奏曲》，整首乐曲是
由 6.5/4拍的节奏来演奏；第七首《乌兹哈勒木卡姆》是
十二木卡姆中第六木卡姆的《大赛勒克》，这是一首 5/8
拍的乐曲，此曲中运用顿音的演奏技法；第八首和第九
《木夏乌然克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三木卡姆中小
赛勒克的部分唱段，曲中有运用游移音、1/4下滑音等技

1  木卡姆艺术综述

木卡姆艺术是新疆维吾尔族涵盖歌舞、器乐、戏剧

三种艺术的大规模综合古典民族文化，起源于民间。后

经过各代艺术家的整理，逐渐发展形成了维吾尔族独特

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即兴性、大众

性等艺术特点。

“木卡姆”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就单从“木卡姆”

的名词解释来说，它有多个译名。该词在阿拉伯语系内

含有“法规、曲调、模式”之义，而欧洲著名音乐家伊

德松将其译作“最高的位置”。还有许多音乐家和学者认

为“木卡姆”是一种特定的旋律和节奏模式。

维吾尔木卡姆中所沿用的乐器主要有拉弦类：沙塔

尔、艾捷克，吹管类：苏乃依、巴拉曼，打击类：达普

（手鼓）、纳格拉，拨弦类：弹布尔、都塔尔、热瓦普、卡

龙。其中拨弦类的弹布尔、都塔尔都是梨形曲颈，在形质

上有中国琵琶的缩影，与琵琶有着同宗异流的历史关系。

《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代表。享有 
“维吾尔木卡姆之母”之称谓的十二木卡姆诞生于 15世
纪左右，是此时期西域地区音乐艺术的最高造诣的代表，

木卡姆是由 360个调，四千多句歌词组成的。《十二木卡
姆》是由《恰尔尕木卡姆》《潘吉尕木卡姆》《乌孜哈勒木

卡姆》《艾介姆木卡姆》《乌夏克木卡姆》《巴亚提木卡姆》

《纳瓦木卡姆》《斯尕木卡姆》等十二部大型套曲组成。其

中每一套木卡姆中均包含琼乃额曼、达斯坦、麦西热甫三

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若干首歌曲、器乐曲、歌舞曲组成。

《十二木卡姆》从头至尾的完整演唱需要二十多个小时，

每一首都绘声绘色、内容丰富、风格独特，让人仿佛有一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十二木卡姆》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文

化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中

珍贵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最绚丽的“瑰宝”。

除此之外，维吾尔族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还包括

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和吐鲁番木卡姆等，这些木

卡姆都是由 12套套曲组成。2005年 11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将其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代表着我国传统民族艺术受到了世界关注。

2  琵琶曲中木卡姆音乐元素的运用

在历史上，琵琶在新疆曾有过高度的发展。近些年



- 140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0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法；第十首《木夏乌然克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
三木卡姆中的《小塞勒克间奏曲》；第十一首《木夏乌
然克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第三木卡姆的《朱拉塞乃
姆》；第十二首《且比亚特木卡姆》选自十二木卡姆中
第二木卡姆的第二达斯坦部分；第十三首《且比亚特木
卡姆》选自《第三达斯坦间奏曲》；第十四首《潘吉尕
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五木卡姆《第三达斯坦间
奏曲》；第十五首《纳瓦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第十
木卡姆的《第四达斯坦间奏曲》；第十六首《乌兹哈勒
木卡姆》，属于“弹布尔”演奏风格的 7/8拍乐曲。最后
一首是《乌兹哈勒木卡姆》中《第四麦西热普》，曲中运
用顿音的演奏技法。
这十七首十二木卡姆小乐曲在创作、技法编配、演

奏韵味等方面为琵琶演奏木卡姆音乐奠定了基础。为后
人总结出了一套用琵琶演奏维吾尔族木卡姆音乐所需要
的演奏技巧和方法韵味。通过与新疆少数民族弹拨乐器
技法上的对比和音色上的模仿，同时丰富并拓宽了琵琶
的艺术表现力，更加显现出了琵琶在演奏新疆维吾尔木
卡姆音乐上存在的自身优势。

3  新疆音乐的特点

新疆不仅拥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且也是一个多民
族、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新疆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乌孜别克族等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这里的每个民族都
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结构。新疆少
数民族文化受阿拉伯文化和东亚、西亚、中原文化碰撞、
交融的影响，具有“多元一体”“混成性”的特点，我们
通常把新疆的音乐文化分为三大体系：中国音乐体系、
波斯音乐体系和欧洲音乐体系。此外由于长期以来新疆
音乐受不同地区、不同地貌和不同环境的或多或少的影
响，致使其中还掺杂了一些游牧音乐和绿洲音乐的特点，
这就是新疆音乐拥有特殊音乐风格的根源所在。
在新疆音乐当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在旋律上增二

度音程的使用。而这种增二度音程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
式中是根本没有的，另外，中国传统音乐中也不存在六
声、七声调式，但是，在欧洲的和声大调和和声小调中
却存在增二度音程，这也能够说明新疆音乐带有欧洲音
乐体系的特征。
在新疆的音乐中通常会融入和声小调，这种和声小

调的主要特点：在第六、七级音之间存在增二度音程，
因此，在乐曲中的增二度大部分就是来源于和声小调。
当然，也有一些通过变化音级形成的增二度。由于增二
度音程的存在给旋律带来了更强烈的起伏感，丰富了情
感，突出了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

4  针对琵琶如何演奏新疆木卡姆音乐的思考

现如今，琵琶的演奏技法已经发展到极为丰富和成

熟的境地，琵琶演奏新疆乐曲本就存在着一定的自身
优势。从历史源流来说，琵琶是从新疆经丝绸之路传
来的乐器，注定跟新疆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用什么
样的演奏技法才能更好地诠释新疆音乐，更准确地表
达出木卡姆音乐的韵味、特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课题。
新疆音乐以维吾尔族音乐最具代表性。弹布尔是演

奏木卡姆音乐中较为重要的乐器，经过对新疆维吾尔族
乐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发现琵琶在音响、音色
上最近似于维吾尔族乐器弹布尔。那是不是意味着琵琶
和弹布尔在演奏技法上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借鉴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新疆找到了一位教弹布尔的维吾尔
族老师，经过跟这位老师共同研究和反复推敲之后。我
发现要想用琵琶弹出新疆人俗称的“羊膻味儿”和“皮
芽子味儿”，弹奏的重点必须放在对左手的“滑音”技
法的分析与研究。现就学习和研究的结果做出以下 
分析。
在演奏弹布尔的时，左手运用了大量的滑音，这些

滑音里又包含了两个八度之内和一个八度之内的大滑
音，还有三、四度和一、二度之内的小滑音。小滑音在
演奏中的运用相当频繁，有时经常在一小节之内出现多
次的小滑音；有在一个半度音程之内快速地进行多次的
小滑音；还有一个二度音程之内，在奏响一第一个音
之后，左手中指迅速地向上滑到比它低二度的音位上，
在快速的滑回到第一个音的音位上，所占时值不超过 
一拍。
尝试着把这些滑音技法运用在琵琶演奏中，我发现

这一技法在维吾尔族乐器中使用较为容易，因为维吾尔
族乐器品的高度较低，而琵琶品的高度较高，滑音的技
法在琵琶中运用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经过加大琵琶左
手滑音的使用频率，演奏出来的乐曲在音响效果上更加
靠近弹布尔，在风格韵味上也更富有维吾尔族音乐的灵
动感。
用琵琶演奏“原汁原味”的新疆木卡姆音乐，仅仅

依靠机械化的弹奏旋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结合技法
上的研究，音色上的模仿，真正地融入新疆少数民族的
生活中去，感受当地纯正的传统民间音乐和文化。逐渐
在内心里建立新疆少数民族旋律特点以及音响中所内含
的“原生态韵味”，去学习、聆听、感悟音乐中的“羊膻
味儿”，避免用习惯的音响去诠释作品，才能在演奏和创
作中更加准确地表达新疆木卡姆音乐的真正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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