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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川情》作品简介

《秦川情》是我国著名笛子大师曾永清先生所作。以秦

腔、碗碗腔等戏曲音调作为创作素材，充分的利用竹笛的表

现技巧来进行编写的，是作为陕西地域风土人情的一部代表

性曲目。这首曲子表现出了八百里秦川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

情，并且还展现了秦川的大气和苍凉，同时也将秦川人民的

朴素和热情进行反馈，还直观的表现出了陕西地域风情。

2　《秦川情》的情感处理

2.1 引子部分—赞美秦川

该笛曲的引子部分充满了对秦川地区的赞美之情。其作

为带动这部笛曲的开始部分，在引子处其更为广阔和富有激

情，展示出了秦川的土地广阔和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色。在这

一段的演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吹奏的力度，要缓吐重吹，从

而使得每一个音符都能够十分结实的演奏出来。不仅如此，

最开头的5突强变弱，强不能破音弱不能虚同时注意音准，然

后接下来的吐音节奏由慢变快，吐音轻巧。紧接着，气息加

强，一系列的指揉音气势恢宏，有一种很浓郁的秦腔风格，表

现出了一种豪迈的气势，但最后的一段滑音好像想到了什么

痛苦的回忆，最后结束在了 2 上，引起人们的思考。

2.2 慢板部分—思念家乡

在慢板部分的处理上，皆是由秦腔里的“苦音”写成。

因为苦音调式善于表达细腻的情感，听起来情绪悲苦无比，

却蕴含着非强大的感染力，主要表达了一种思乡之情，时而

高亢，时而低沉，生动形象的表现出秦川地区和秦川人民的

思念。

2.3 快板部分— - 歌颂秦川

在快板的情感处理上，有一个过渡部分，使整首曲子过

渡自然，让听众赏心悦耳。正式的快板部分相对比较明快，音

符轻巧灵动，除了保持音色的明亮也要注意节奏的沉稳，在

以碗碗腔音乐素材的基础上一定要注意该乐曲之中的情感，

要让情绪能够递进的走向高潮。在演奏快板的时候，一定要

将这一部分的情绪进行注重，层层递进，要让整部曲调能够

在高音区保持良好的回旋，因此气息一定要好好的控制。

2.4 垛板部分—深情倾诉

垛板的演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垛板部分，主

要是营造秦川地区的那种豪迈热情氛围。第二部分为哭腔部

分。哭腔是戏曲演唱中表示哭泣的一种强调，发出一种类似

痛苦的声音。演奏时每个音都应当作与人倾诉一般，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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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比较稍显低沉，但抑扬顿挫都不能缺失。第三部分与第

一部分相似，但结尾要求渐慢，收音大气干脆，使听众能感

受到该地区豪放的气质，产生画面感。

3　《秦川情》的技巧运用

3.1 引子部分

《秦川情》的调式主要以 D 和 G 调为主，指法为全按作 6

演奏。演奏时需要对音量的强弱进行良好的控制和掌握，不

仅如此还需要对音准效果进行严格的掌控，避免忽高忽低的

问题。在引子部分上，演奏者要保障气息跳跃的要有力度，对

气息的统一性进行严格的控制，保障演奏过程中不存在任何

的杂音，要让整个演奏过程的气息都保持着柔和饱满，这样

有助于让引子部分的情绪得到更好的掌握。不过在气息的跳

跃控制上还需要做好气息的收放、平缓、在不突变乐曲风格

上保持良好的乐曲节奏衔接。

引子部分要注意引子部分是一个慢起渐快的部分，在

此演奏过程中，吐音与手指的配合尤为重要，只有竹笛发

出干净、断顿、有力的顿音效果，才能够保障竹笛演奏的

良好发展。

在引子部分的吹奏上，其风格还比较独特，就是这首曲

子的风格音，要注意重音的处理。在引子部分的技术处理上，

可以采用揉音，手腕带动手指进行均匀快速的上下扇动，从

而实现对气势上的塑造。

3.2 慢板部分

这部分的演奏需要注意滑音和揉音以及气揉音的运用，

此片段是慢板部分的情绪铺垫，要柔美，气息实而不强，风

格音 5 运用不仅是手指的滑音，更要与气息配合，在开始滑

音时气息应稍微弱一点，滑音完成后再增强。其第一节可谓

是正宗的秦腔，这节要记得拖腔，从而营造出戏曲的韵味来。

慢板的第二节与第三节类似，采用碗碗腔作为素材，其

主要的表现为细腻和流畅,高音 2 强奏,强度为 mf，小滑音做

出。 高音 2 5 之间上滑音,这里最好能够做成直接手腕带动手

指直接滑出,实际上气息是连续的,不断开的,高音 3 像从云层

里钻出来一样,注意一个2 一个7的颤音,6 6 32,这个地方的切

分音,需要伴随着气震音同时来完成,而且气震音要均匀明显,

32,和前面一样,连音做出,不能吐。

第三节前面和第二节要求一样,6 2是上滑音做上去下面连

续两个十六分音符的 6 都用吐音分开,4 开半孔用气揉音（宛

如连续叹气一般，效果与指揉音相似）的方法连接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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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5 6 1 ,5 小滑音做出来直接连上去,1 需要吐一下,

用 6 连上去,实际效果为 5 6 61 .后面 3 2 有讲究,3 是 53 下滑

做出,2,是特色小滑音,做出之后这两个音还要连贯.后面半节,

连奏,6 开六孔,4 半孔,最后停上 2 上,吐出，并做出小滑音。

第五节，5643,4 要做出指揉音的效果来。可以说在慢板

部分四节和五节比较重要，要描绘出秦川男子的野性气概，

第五节的第二小节需要注意的是指法要稍作处理，从 5 开始

由筒音划上去，62 部分的 6 轻吐，12 处的 1 吐出，有高音 2

直接滑向筒音 6 作为过渡，一定注意狂野气势的演奏。

慢板的最后一个片段吹奏力度为 p，但由于是高音区，对

气息和口风的控制非常严格，需要嘴唇的配合，风口要紧缩

并向上，才能使得音量弱音高准。

3.3 快板部分

第二部分为小快板的形式，在吹奏上，52 的演奏同上，

2 稍微用气压一下，吹实在点，1，带点下滑音 6161，之间是

上滑音，别全打开，声音吹的虚一点，加上上滑的效果，这

样模仿板胡的音色就比较像，61616，一个整体，然后 5 有个

吐音位置，后面一节 45456 后面接的 sao 的音，吐一下，听

上去比较规则和统一。 后面的 45432561，一定要注意，这节

虽然是衔接乐节，但容易有两个小问题，一是，“发”的音准

控制不到位，二是，2561，上行时手指里多出如“西”的杂

音等。

后面接几小节吐音，要注意的是这一小节的第一个音，一

定要把这个 5 吹清楚，送上面一小节过度下来，这个 5 经常就

省略掉了，

再下面一段是极宽广豪迈的乐节，就好像八百里秦川尽

收眼前，从 661 4 45  65 43 2，这里旋律转成活泼嬉戏的

情景。

3.4 垛板部分

3.4.1 激情的垛板

垛板富有激情但不外放吹奏强调强度为 f。这里 5 的滑音

应与上文的滑音相区别，上文出现的滑音更多的是体现一种

婉转和柔情，此处的滑音要刚劲有力，营造出一种秦腔的武

场场面。气息的运用需要使用气冲音，短暂而富有气势。垛

板的节奏型多是二八前空，切勿因拖沓而显得拖泥带水。

3.4.2 深情的哭腔

哭腔部分属于《秦川情》的华彩部分，是整个曲子的升

华。其第一个音是特色音 5，演奏时应加上滑音，但由于情绪

的渐进性，在此处滑音的技巧处理上应该做一个小滑音，幅

度偏小，然后再加上轻微的气震音，营造出一种小声哭泣的

感觉。在接下来的高音 1 上加一个 61 的滑音，使得情绪连贯

起来。高音 4 的处理上，一是气息强度上由弱渐强再到弱，二

是指揉音在后面部分加上。

高音 6 和倍高音 1 的出现把情绪推到了顶点。为了保证音

质效果，此处的演奏技巧除了气息下沉，还应将口风缩紧并

上扬。由于音区高而且长，所以建议开循环换气，使得此处

与上下乐句融为一体。这一乐句的结束部分在 2 上，但打破

了以往结束部分减弱的惯例，这里的 2 要保持一定强度的气

震音到结束第一部分的倾诉。第二阶段的哭诉与第一段大致

相似，整体要求不变，线条感依然需要保持，但气势上较第

一阶段稍弱。

4  结语

《秦川情》之中的豪迈与秦川人的奔放密不可分，与秦腔

的粗犷紧密相连。在进行《秦川情》的演奏时，一定要控制

好自己的感情投入，要让悠扬的笛音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要

让笛声能够传递出更多的情感，让秦川的风土人情以及秦川

的风光情怀都能够从笛曲之中展现出来，从而为了更好的推

动秦川情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竹笛演奏的发展上还需要深入的进行研究和探索，要鼓励

发扬传统文化，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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