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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胡发展

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坚持拉弦乐器的本土说，但击弦还是弹拨

一直是本土说喋喋不休的话题。源于弹弦乐器的观点是主流。

记载中国传统弦乐器如胡琴、琵琶都与弦鼗有关。

在古代，西域的匈奴人和突厥人因为民族发展的需求，进

行着民族的大迁移。这些在中国古代被成为“胡人”的民族，在

漫长的旅途中许多战士手持胡琴，用悠远的琴声表达着激情与惆

怅、欢乐与忧伤。就这样传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再由这些

地区传入汉民族地区演化成当今国内各种形制的胡类弓弦乐器。

二胡的远祖奚琴大约产生于唐代，以拉弦乐器的形式来演奏又以

弹拨乐器的形式来演奏。奚琴这个名字在宋元时期改叫嵇琴。嵇

琴自唐代形成以来，到了宋元时期在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取得快速

发展。宋代随着市俗音乐的兴起，唱赚、涯词、戏曲等商品化艺

术形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嵇琴演奏空间和演奏技术都有不

小的进步，南宋时期进入宫廷，成为重要的旋律乐器。元代对嵇

琴的外形加以改进，用马尾琴弓，琴头加以装饰雕花。明清时期

改叫胡琴，以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梆子腔和皮黄腔戏曲的增

多，使得胡琴的地位有所提升及作用越发重要。20世纪，胡琴在

沉寂千年后，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中，作为一个抒发民族感情

的媒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是二胡艺术

发展的黄金期，其形制、演奏技巧、作品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周

少梅是率先对二胡形制进行改革的大家之一，其后刘天华制作琴

码、改进琴筒规格、增加琴杆的长度、改良弓子并固定二胡弦的

音高等手段将二胡形制进一步改进，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随后

王乙研制出油煎码，张韶与张子锐富有划时代的将二胡丝弦改钢

丝弦，极大突破二胡演奏的局限性并研制出多种材质的弦等多种

材质的弦，随着二胡形制构造的不断改进，其音量、色彩、音域

以及演奏方法也不断变化发展，各种演奏技巧得到发掘，如轮指、

连顿弓、颤弓、跳弓、抛弓、快速换弦、揉弦、滑音、打音等。二

胡演奏艺术家的阵容也日渐强大，出现了周少梅、刘天华、阿炳、

孙文明、蒋风之等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二胡作品的体裁和

题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有江南风格：《水乡欢歌》《江南春色》《吴

歌》《苏南小曲》《姑苏春晓》等；东北风格：《节日欢歌》《江河

水》等；蒙古族风格：《战马奔腾》《拉骆驼》《赛马》《草原新牧

民》等；地方戏曲风格：《秦腔主题随想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河

南小曲》等；江淮风格：《赶集》；藏族风格：《金珠玛米赞》；湘

楚风格：《湘江乐》。移植作品：《流浪者之歌》《春天》《引子与回

旋》《野蜂飞舞》《a小调协奏曲》等。大型作品：《如来梦套曲》《双

阙》《火祭》《卧虎藏龙》《太阳祭》《曾侯乙传奇》《弦歌吟》《第

一二胡协奏曲》至《第四二胡协奏曲》《第一二胡狂想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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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二胡狂想曲》等。使二胡这件‘乞讨’的代名词

的民间乐器变为专业独奏乐器，成为国乐的代表，并将其纳

入高等音乐学院与艺术院校的器乐教学中[1 ]。以研究演奏

理论、演奏理念、演奏技法、演奏风格、教学方法来实现二

胡鼻祖和所有二胡事业着共同理想“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

齐驱”。

2　二胡流派的形成的必然

中国民族乐器的流派，最早记载的是古琴。在宋时已产生

汴梁、两浙等特点鲜明的演奏风格流派，尤其是浙派，在传

承、整理旧谱，推动古琴新曲创作和传授古琴艺术方面成就突

出。明清时期记载的古琴流派，除了浙派外，还有川派、广

陵派、虞山派等，其中在浙派基础上产生的虞山派。其后有记

载的中国民族器乐流派是琵琶，18 1 9 年《华秋苹琵琶谱》问

世，当时的琵琶流派可分为南北两派。20 世纪以来，杰出的琵

琶演奏家多处于江南，代表流派主要有江苏无锡派、浙江平湖

派等。还有古筝，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多方面的影响造成

了河南、客家、潮州、山东、陕西在演奏技法和地方风格的特色。

这三种弹拨乐器形成流派的的特点：一是音乐色调的不同，二是

对美的理解和演奏技法风格表现，三是地区特性，四是对传统乐

曲的变革。古琴和琵琶的流派多以开创者所处的地区命名，但地

域性的音乐符号和技法风格特点并不是其流派的代表性因素，而

是代表人物富于传统乐曲新的思考。中国弓弦乐器在20世纪以前

并无流派记载，弓弦乐器虽历史久远，但发展是缓慢的，处于伴

奏地位，独立性很弱。20世纪以后，二胡艺术迅速发展到民族乐

器的领先地位，这与刘天华先生是密不可分的。他成功的开创二

胡学派并为中国乐器走上专业化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二胡流派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突然横生在二胡这颗大树上的枝

条，它是在已有的传统上，传承、融合、创新中形成的艺术思想、

艺术风格相近的群体。一个艺术流派得以确立不仅需要具有独特

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的代表作品还需要有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突

出的人物和作品，有艺术家而没有作品，流派的发展是空壳；有

作品没有艺术家，显得没有灵魂。当今可称二胡流派的有：以鲁

日融为代表的秦派；以俞鹏为代表的蜀派；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金

陵派；以宋国生为代表的冀派；以陈振铎为代表的鲁派；以甘柏

林为代表的东北派等等[2]。

3　秦派二胡的发展初始

秦地，战国时期秦国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占据重要位置。典籍中将以秦为中心的秦、晋、陇沿黄河流域的

主流行音乐称为“西曲”，原作哲在《‘西曲’与陕西曲子》认为

历史上的“西曲”音乐是指陕西、晋南、甘肃东部的民间音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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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秦为中心的秦、晋、陇三地的音乐是富有高昂激楚、粗

犷憨厚、明朗豪放的。秦派二胡是在几千年的“西曲”文化

中孕育的。早在1956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油达民先生创作

的《欢度新春》面向全国听众播放，引起很大的影响。1 9 6 1

年，《文艺汇》《新民晚报》在对首届二胡教材研讨会上鲁日

融创作的二胡曲报到时，提出“陕西风格流派”的观点，1963

年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秦腔主题随想曲》《迷胡调》

引起二胡界不小的反响，标志着陕西二胡风格正式的确立。然

而一个流派的完全形成，不是短时期内或者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

的力量形成的。是要靠多数人，甚至是几代人来共同完成的。

不仅要有特色的代表作和显示此流派的人物、系统的理论，更

要有能传承下去的群体。“秦派二胡”经历了从 20 世纪 50 年

代的萌生，60 年代的兴起，80 年代的形成，90 年代的成熟，

21 世纪到现在在二胡界的风靡的发展历程[3]。

4　秦派二胡的组成部分

4.1代表人物

秦派二胡风格流派的开宗立派者是鲁日融先生。而先生培养

的丰芳先生、关铭先生、张怀德先生、金伟先生、呼延梅文先生、

牛苗苗先生是“秦派二胡”传承中的骨干力量，任何艺术流派的形

成都离不开代表人物，但只靠一个人又不能形成一个流派体系，拓

荒者与奠基人周围形成的群体是支撑这个流派发展的坚实力量。可

以看出“秦派二胡”艺术流派是代表人物和众多人物形成的群体，

并不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而是一个具有大量有与奠基人传承关系

的且具有高水平艺术素养的艺术群体[4]。

4.2代表作品

流派的诞生需要靠作品来支撑，作品更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得

到承认。民间的音乐智慧，音乐思维，音乐技术是秦派二胡的

养料，“秦派二胡人”用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民族民间音乐

作为创作的源泉，用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料理”做

基调，加以对外来优秀文化，科学的技法理念，前沿的信息知

识的消化。继承刘天华的“中西兼融”的发展道路，用质朴

的语言创作出具有浓郁的乡情、动人心弦的旋律、时代性的精

神反映的作品。代表作品是从油达民先生的《渭河畔》和鲁日

融先生的《迷胡调》为始，后面有《秦腔主题随想曲》《迷

胡调》《曲江吟》《蓝花花叙事曲》《秦风》《曲江随想》

《黄土情》《欢庆》《望长安》《心香》《山梁梁上的歌》

《黄土恋歌》《西秦王爷》等陕西二胡代表作品相继问世。

4.3代表风格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秦人秦韵、激慷、富有

声腔化歌唱性、深度表现音乐形象，从风土人情、风俗习惯、

人文、历史、习俗上不断地孕育出具有秦风秦韵的二胡流派，

更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在，淳朴的人做实在、淳朴的

音乐的地域文化。取材于民间音乐，戏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

到秦腔、碗碗腔、迷胡、信天游、腰鼓社火等代表的豪放、

委婉、粗犷、质朴、浓郁的秦地风韵，体现了秦地的民俗和

民趣。在乐曲的音阶和调式上，它的独特风格是在音阶中把山

陕甘宁地区的民间音乐中的7 和 4 以不同于平均律的音高来处

理，“欢音”与“苦音”运用在不同的调式里，不同的骨干

音左右乐曲的风格和色彩（苦音表达可谓是“秦声之苦，哀怨

盈耳，热耳酸心”）成为秦派二胡的特色因素[ 5 ]。

4.4代表技法

不同的地域风格流派的作品，是通过不同的演奏技法来体现

的。由于秦派二胡特殊的音阶、调式的运用，为了更加凸显其

乐曲的秦风秦韵，形成了特殊的演奏手法。

（1）秦派二胡中运指使用中指定位，保证风格性技术在特

性音上的体现，保证音准，使用内外弦同指异音的处理，突出

音色的对比。大量微分音 4 和微分音 7 的运用、风格性指法、

各类滑音的使用（为表现音韵浓郁深涵伸指滑音多用于同一指滑

音），秦派二胡表现出现了实音与泛音色彩对比的“泛滑”。

而各类滑指在乐曲特定风格内涵中以其独有的个性色彩有机的融

合与整体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2）揉弦在秦派二胡中大多为复合型揉弦，在秦腔音乐中

常常有四度上行跳进、下行级进的音型，把这种压弦奏出的效

果叫“搂揉”，使音波出现齿状的波动，压弦产生的松紧张力

使音色富有浓郁的民族地域韵味，以“保留指压弦变音”的

“搂弦”和“搂揉”，是借鉴板胡特殊技法演变而来。

（3 ）换把，在三度或二度下行的运指换把中，使用同指

异音的腕式换把，把回滑音加下滑音的风格性运指在换把中同步

完成是独特的，也是唯一的。力的传导要有对总体力感和细微

力感的层次分明，了解秦派特点，通过旋律线的运动特点形成

力的联系，才成使音乐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6]。

（4）在秦派二胡对音色的把控，与做一部美术作品相似，

演奏好乐曲应利用多种色调来“绘制”音乐。不仅要对左手的

技法掌控，更要使用右手控制音色的变化感。抑扬顿挫的变化

通过弓长、弓速的变化来体现，混合弓法要游刃有余，弓子恰

到好处，展现乐曲的表现力与精神内涵。

5　关于秦派二胡的考思

随着二胡的发展历程必然形成的秦派二胡艺术，在今天已经

有了强烈地域标志的代表作品；人才辈出的演奏队伍；内容丰

富且内涵层次分明的理论基础。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保持不

衰、打破常规、推陈出新成了新的思考。

（1）秦派二胡艺术运用的音乐元素如秦腔、碗碗腔、信天

游、迷胡、道情等已经成了此流派的基本素材。而如果不采用这些

已有的元素，而采用一些前人没用过又能体现此流派音乐特色的或

者在这些原有的元素的基础上嫁接全新的音乐元素，成了新的思考。

（2 ）虽人才济济的秦派，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演

奏技术和人才标准的不断提高。在人才培养的怎样继承优秀的演奏

技巧，怎么在保持特性又能为秦派带来发展和创新成了新的思考。

（3）原有的秦派技法中大多以左手的搂揉、压弦、回转音、滑

音等和右手的抑扬顿挫来表现，而现在二胡界大量的借鉴提琴的

演奏技法，秦派怎样将提琴技法与地域特色相融合出一种全新的

二胡诠释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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