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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笛曲《向往》的创作演奏及艺术表现特征

陈晓光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1

【摘  要】竹笛属于中国的传统乐器，它是勤劳且智慧的先辈们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使用这种乐器，人们能演奏各种各

样的曲调，既登得了大雅之堂，也能为普通百姓欣赏和喜爱，是真正能愉悦人们生活的一种乐器。目前也有很多竹笛喜爱

者，凡是学习竹笛的人一定对《向往》这首笛曲不陌生，它由我国著名音乐家曲祥先生创作而成，运用了很多演奏方式，

融合多种技巧表达出真挚的情感。本文就曲祥先生的笛曲《向往》，从创作、演奏和技术表现特征方面谈论该曲被喜欢、被

借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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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te song "y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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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flute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it is made by the industrious and intelligent ancestors 

with natural bamboo material. Using this instrument, people can play a variety of tunes, not only to the elegance, but also can 

appreciate and love the ordinary people, is an instrument that can truly enjoy people's life. At present, there are also many lovers of 

the bamboo flute. Those who learn the bamboo flute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e flute song "Yearning". It is created by Mr.Qu Xiang, 

a famous Chinese musician. It uses many ways of playing and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skills to express their sincere emotions. In 

this article, Mr.Qu Xiang's flute song "Yearning", and discusses why the song is liked and borrowed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on, 

performance and technical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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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和现代新型乐器不一样，竹笛产生年代久远，而且

是由天然木材制成，很多年轻人较少机会接触竹笛，这

也许可说明为何喜欢竹笛的人大都集中在中老年阶段。

然而，不必担心我们的传统乐器会过时，后继无人等问

题，因为我们国人越来越拥有文化自信，而且有很多年

轻人在学习竹笛，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竹笛会和之前一

样或者比之前更受大众欢迎。学习竹笛，听笛曲的人一

定不能错过《向往》这首看成笛曲典范的著名乐曲，无

论从创作层面还是从演奏层面和艺术表现特征层面欣赏

这首笛曲，都可发现它的价值。

一、笛曲《向往》的创作背景及价值

（一）创作背景简介

想要听懂《向往》这首曲子，那就得会欣赏它，欣

赏的第一步则是了解它的背景，知道它来自哪里，才能

站在作者的角度看到这首曲子的闪光点。那么，我们了

解这周曲子的背景，可从其出处，即作者、创作地区、

创作环境方面和作者的灵感来源方面谈论。

1、出处简介

我们将从作者、创作地区、环境这三方面简单谈论

该曲子的出处。首先，作者为我国著名音乐家曲祥，他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成长在北方的山东地带，童

年就接触到了竹笛，这一学就是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

的演奏，从学生到老师到专家，曲祥先生学习笛曲的每

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为我国竹笛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笛曲作品，有丰厚的底蕴和演奏

经历，它善于融合中西方演奏技巧，善于将中国南北两

方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其次，从创作地区谈论，曲祥先

生生于山东，长于山东，对当地的民俗文化非常了解，

而《向往》就创作于山东，但它不仅包含着山东的民俗

文化特色，还融合着其它地域特色，任何地方的人听到

这首曲子都能感同身受。最后，从创作环境方面谈论，

此曲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对

未来充满希望，其感情在这首曲子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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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感来源

关于《向往》的灵感来源，没有太多资料具体说明，

但是我们了解了它的出处，就是了解了创作背景的基本

知识。要完全深入作品理解作品，就要去探究它的灵感

来源，就像学习古诗一样，人们会根据某句诗展开想象，

想到作者当时所在场景，想到故事情节，将这些故事情

节描述成完整篇章，就会完全理解这首古诗。那么，我

们听这首曲子时，也可以想象到作者当时所处的场景和

场景中的情节故事，比如，当时正是改革开放时期，农

村人口众多，经历了多年的奋斗，农村人们终于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山东人本身勤劳、朴实，拥有很多优秀品

质，我们可以想象到作者当时经过一片麦田，看到劳动

人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有说有笑，作者的眼前仿佛呈

现出未来的生活场景，那是自由、幸福的国度，由此引

发了作者创作灵感，这首《向往》便诞生了。

（二）创作价值

创作品因为有价值才受人追捧，著名音乐家曲祥希

望自己创作的笛曲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无论是为竹笛

文化做贡献还是给人的生活带来正能量，《向往》这首笛

曲都是上乘之作，它的确发扬了民族乐曲的特色，听这

首乐曲能听出民族乐曲自由和振奋人心的地方，从而实

现用音乐鼓励人们热爱生活的价值。

1、发扬地方民族乐曲特色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祖先在每个历史阶段

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国有56个民族，每

个民族拥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色。所有的民族的文化中都包

含乐曲文化，不同民族的乐曲风格各具特色，人们一听就

能听到哪首曲子属于哪个民族，有些人甚至都能听不同乐

曲所属民族的具体区域。优秀的民族乐曲既有振奋人心的

功能，又能起到宣传地方文化的功能。《向往》这首曲子，

创作于汉族北方地带，融合着南方文化特色，北方人能听

出豪爽大气的意境，南方人能听出温婉、安详的意境。虽

说它属于“山东派”竹笛，但也是革新后的“山东派”，

即被丰富化了的北方民俗乐曲。所以，《向往》融合南北

文化，具有发扬地方民族乐曲特色的价值。

2、用音乐鼓励人们热爱生活 

音乐具有教化作用，教人向上，教人向善，教人保

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现代音乐种类很多，质量参差不

齐，年轻人喜欢使用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软件听自己

喜欢的歌曲。有些音乐听第一、二遍还觉得很好听，听

得次数多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立刻按下停止键，

切换到下一首音乐，不再喜欢该音乐。一般人认为，人

们不喜欢一首音乐是听多了、听腻了，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该音乐只适合消遣，不适合教化，因为它们没有让人

感觉到正能量，所以人们才按下暂停键，切换到下一首

乐曲。《向往》这首笛曲可不同于流行音乐，会欣赏音乐

的人越听越喜欢，越听越能听出其中蕴含的意味，因为

它是作者创作出鼓励人们热爱生活的民俗音乐作品，具

有教化作用，告诉人们只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奋斗，

自由美好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近。

二、笛曲各段《向往》的演奏方式及表达情感方式

（一）引子

每一段乐曲都有开头和结尾，这个开头就是引子，

顾名思义，引导人们进入这首乐曲的世界，从一开始奠

定感情基调，循序渐进地引导着人们理解这首乐曲。《向

往》一开始的曲调是缓慢的、悠扬的，如流水一样连绵

不断，勇往直前地静静流淌，人们脑海中构建出无限的

空间和时间，构建出一副自由宽广的辽阔原野图，这是

因为它的自由宽阔，人们深陷其中回想起美好过往，越

想对明天越有希望。通过这部分简短的赏析，我们已经

能够理解这首曲子的演奏方式及表达情感的方式。演奏

方式可分用呼吸、力量、颤音三个字概括，刚开始自由

延长的音段，演奏者平静地做深呼吸，声带和气息的力

量以及强弱都在演奏者的控制中，力量和强弱大小适度；

随着曲调进程的变化，颤音越来越快，演奏者呼吸也愈

加紧凑。关于表达情感的方式，除了演奏者运用演奏技

巧带动听众之外，演奏者也融入了自己对这一段曲调的

理解，即结合创作背景的理解。

（二）中版

在引子部分，听众已经被演奏者代入了《向往》的

世界，主要是用过勾起听众对过往美好生活回忆的方式

调动起听众的情感。到了中版这一段，曲调变得舒缓，

人们起初在脑海中构建的广阔原野变成了“小桥流水”

式场景，好像是夏天一个凉爽的午后，人们躺在凉椅上，

享受着微风的吹拂，看着河边树叶浮动，这惬意的画面

勾起了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该部分曲调舒缓，情感浓厚，

这是作者最容易和听众产生情感关联的一个片段。通过

以上画面的想想，可得知中板段的演奏方式没有使用太

多的技巧，演奏者的心情很平静、很轻松。这就需要演

奏者掌握演奏的速度，平衡气息，绝对不能出现断断续

续，气息不稳的情况，很显然，演奏者经过长期训练，

演奏没有任何失误。中版段的情感表达方式主要是作者

通过联想和想象把个人对生活的坚定意志融入其中，从

而带动听众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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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板

快板属于《向往》的第三部分，从引子部分的宽阔

自由，到中板阶段的惬意安稳，快板阶段演奏者尝试带

动起听众的情绪，节奏活泼、欢快，充满了力量。很多人

脑海中出现类似这样的画面：丰收的季节，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都在金黄色的麦田里个割着黄灿灿的金色麦子，大

家有说有笑，小孩抱着麦子不停地在麦田与地畔上奔走，

这是在帮家人运麦子。家家户户收完之后，整个村的人聚

在一起欢呼，还高兴地手拉手跳起来舞，这就是丰收的喜

悦。所以，快板的部分是作者表达喜悦和欢快情感的部

分，是很有力量的部分，激励着人们向前拼搏。这一部

分的演奏方式对演奏者来说是有考验的，它需要演奏者

的手指能灵活地在笛孔上自由变动，就像小精灵一样自

由跳动，同样，也需要演奏者控制气息的弹跳性，把音

“吐”出来，吹出活泼欢快的乐曲。情感表达方式则主

要以旋律带动气氛，表达作者的喜悦和对生活的向往。

（四）尾声

《向往》笛曲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已经很详细地说

明了其演奏方式和表达情感的方式，那么，到了最后一

部分，演奏方式和表达情感方式又有了新变化。听尾声

先感受这段曲子的风格，想想其中画面，尾声曲调风格

采用了“倒叙法”从欢快的快板部分回归到平静的中板

部分，遥想过去，站在现在，遐想未来。最后这一部分，

人们脑海中又构建了一副新画面：正在金黄的麦田里收

割小麦，人们很兴奋、很快乐，镜头一转来到了“小桥

流水”式风景中，躺在躺椅中看桥上人来人往，想到自

己的过去和未来。通过这部分乐曲描述的画面来看，其

演奏方式是中板和引子部分的结合，前后呼应，完整收

尾，那么，其表达情感的方式和引子部分同样。总体上

来看，这首曲子曲风较多变，情感丰富，具有教化作用，

教人们珍惜眼下生活，对明天充满希望。

三、笛曲《向往》的艺术表现特征

（一）感情丰富细腻，引发听众共鸣

有些作品能被很多人喜好，而且长久地喜爱，是因

为这些作品在情感上与人产生共鸣。不同的人听这首作

品有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都是结合自己的生活过往被

酝酿出来的，正好有这么一首作品让听众感同身受，该

作品好像是为听众而写，这就是优秀作品的力量。笛曲

《向往》就拥有引发听众共鸣的力量，它的引子、中板、

快板、尾声四段中的每一段都蕴含着不同的感情，而作

者非常对每一段的感情把握得十分准确，甚至每一个音

程的感情表达需要演奏者用多大的力度演奏都写得明明

白白。而演奏者合作者在对这首作品的理解上已经融为

一体，演奏出的情感丰富细腻，正好与听众的心情契合，

听众也因此完全理解了这首作品。

（二）融入地域特色，展现民俗民风

文化建设是我国很重要的一项事业，提高全民文化

素养是全党全人民奋斗的目标，只有文化素养高了，才

会拥有辨别文化差异性的能力，主动去吸收优秀文化，

保持文化自信。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富，每

个民族都有民族乐曲，这些乐曲融入了地域特色，展现

着不同的民俗民风。《向往》是“东北派”笛曲，但融入

了南北文化、中西音乐特色，形成独树一帜的曲调，这

正是这首作品在文化上的表现，也是通过融合文化多样

性表现这首曲子的独特魅力。我们常说：“民族的，才是

最好的。”我们应该热爱本民族文化，学会欣赏本民族乐

曲，《向往》的诞生激发了民族文化自信心。

（三）运用多种演奏方式，使曲调饱满有内涵

在艺术表现特征上，《向往》除了在情感上引发共

鸣，将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还运用了多种演奏方式，

使曲调饱满有内涵。前面详细介绍了引子、中板、快板、

尾声部分的演奏方式，引子部分自由绵长，需要演奏者

呼吸平静，气息稳定；中板部分舒缓放松，不需要太多

技巧，气息稳定、身体放松即可；快板部分活泼欢快，

需要演奏者手指灵活变化，吐音舒畅；尾声部分是中板

和引子的再现，和引子及中板的演奏方式一样。每一部

分的感情表达也是通过演奏方式体现出的，这样能使曲

调饱满，而且表达出感情，引发听众共鸣，也展示出这

首作品的内涵。

四、结束语

竹笛乐器是我国的传统乐器，用它演奏出的音乐有

意境深远、韵味丰富，难度相对较高，但是真心喜欢竹

笛演奏的人还是愿意下功夫学习这类乐器的。曲祥先生

便是“下过功夫”的音乐家，他创作出的这首《向往》

演奏方式独特，融合着南北方民俗文化特色，具有教化

作用，是值得欣赏和借鉴学习的好作品。本文从笛曲

《向往》的创作演奏和艺术表现特征方面，详细谈论了

这首曲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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