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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笛协奏曲《走西口》演奏技巧分析
邵奕栋　曹　昆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本文以“竹笛协奏曲《走西口》演奏技巧分析”为论题，注重从音乐创作发展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探究其创作背景，深入研

习其写作手法和演奏技巧，探索总体音乐风格与技巧风格之间的艺术特点。用不同竹笛的音色表达情感特点，用特定的技巧体现当地的

人文风情。也是为人们有温度、有感情的感知竹笛，感知音乐的表现方式，为推动竹笛演奏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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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笛是中国民族乐器，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中国

民族音乐表现艺术上较为重要的一种演奏乐器。从黄帝时期发展

至今，多用于戏曲演奏和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元朝时期笛子按

伴奏剧种被分为梆笛和曲笛。随着时代的变迁，竹笛又有了不同

的种类，每支笛子固定一个调，以用来演奏不同调的乐曲。在《走

西口》中就用到四支不同的笛子，曲笛和梆笛交替演奏传递着笛

子不同的表现能力。本篇论文以竹笛协奏曲《走西口》为例，结

合《走西口》的创作背景及音乐风格，来讨论竹笛协奏曲《走西口》

的演奏技巧。

一、竹笛协奏曲《走西口》的介绍及背景

（一）作曲家与《走西口》的创作背景

《走西口》是由南维德、魏稼稔和李镇三人共同创作完成的

一首竹笛协奏曲。

竹笛协奏曲，是一种新形式的竹笛表演方式，该形式于 20 世

纪70年代末出现，表演方式为竹笛以独奏乐器的身份与乐队竞奏，

突出竹笛与乐队的对比。

《走西口》的创作打破了传统曲目中竹笛的应用，采用的是

由多支竹笛演奏的形式。其中，曲笛在这首乐曲中加入“增叠打

颤”的效果，运用气息加入气震音，凸显曲笛声音的优美。梆笛

部分有着梆笛短小精悍、声音高亢明亮通透的特色，加入灵巧的

吐音让曲子有欢快、轻巧的感觉。用不同的笛子表达不同的情感，

张驰有度，收放自如。

乐曲的演奏方式以及艺术手法，更是将竹笛艺术推到了一种

新的高度，成为后世创作的标杆。作为较早期的协奏曲作品，此

曲广为流传，更是成为了高校本科生、研究生必学曲目，也是竹

笛比赛、考级经常被用到的乐曲。

二、竹笛协奏曲《走西口》的演奏技巧

竹笛协奏曲《走西口》共有“新婚”“哭别”“相送”“盼望”

四部分组成，有序地讲述了一个凄凉悲怨的爱情故事。《走西口》

在故事情节发展上具有明显的叙事性乐曲结构表达方式。对此，

文章将以此乐曲的发展顺序，对每段中的演奏手法以及技巧做出

分析。

（一）引子

乐曲在开始，便采用“强吹”的技巧，使气息灌满整根笛子。

打破了传统曲目多以弱起开始的传统，引子部分没做过多的修饰，

开始便是强吹，直接将听者带入故事中。

演奏时注意起始句的音头需要表现出粗犷有劲的力量感，同

时需要加上花舌技巧演奏，因此要注意力度和速度上的控制。这

也是在演奏时的一大难点，需要多加练习，控制好气息，保持好

力度。

第二小节的小二度复滑音，采取的是“半孔”的滑音，强调

手指自然灵活，音色圆滑利索，而后八拍得长音则是一个整体的

由弱渐强，需要大量的气息支撑，并且要用气震音大幅度的快速

震动以达到悲壮震撼的音乐效果，有力渲染出“走西口”发生的

氛围。做到音色结实、有力。

（二）“新婚”部分

第一部分“新婚”。这一段总体的情绪效果以喜悦、欢快为主，

目的在于表现新婚夫妇喜结连理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

这一部分是再现的单三部曲式，采用 a-b-a1 的曲式结构。a

部分，D 调曲笛演奏，此处的旋律为慢起渐快，把听者缓缓带入

到新婚的快乐之中。b部分，则切换用了A调梆笛进行吐音演奏，

充分体现梆笛所特有的音色与特点。在这里，连续的双吐音既要

保持吐音轻巧、急速的特点，还要保持音与音之间的连贯性。以

十六分音符的吐奏为准，采用了新的主题与动机，听着坚定有力，

与 a部分的主题以及调式、音色上形成对比。

al 部分是第 a 部分的再现，是 a 部分尾部的呼应，在演奏技

巧处理上基本一致，但是需要注重第112——114小节的演奏效果。

第 112 至 114 三小节的演奏方式采用鲜明的“二人台”音乐

表现手法，此处运用的“半孔”技巧演奏“la”与“do”两个音，

演奏时，对连续八个上、下滑音做到渐强化处理，在这里，既要

注意时值的把控，还要在不影响时值的情况下完成“滑音”的演

奏，还要注意半孔音的音准，很多演奏者在这里会因为速度较快，

而忽略了音准问题。

（三）“哭别”部分

“哭别”部分，单一部曲式结构，F调梆笛演奏商调式。此部分，

运用了大量的传统技法，如历音、花舌、滑音、颤音等，巧妙地

演奏出哭别时的悲愤，并且，此段节奏较自由，演奏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理解，适当调整速度，去描述夫妻二人被迫离别的悲伤情绪。

在传统调式中，商调式是一种悲伤的调式，在此曲中“哭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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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更是巧妙地相结合，表现出夫妻被迫分离时悲愤的情绪。在演

奏过程中注意强弱对比明显，情绪夸张化，色彩明显。运用竹笛

演奏的技巧传递夫妇的哭泣，整体上表现着凄楚、悲怨的声调氛围，

强有力的渲染出悲剧到来前夕的无奈。

因为乐曲中需要大量运用滑音演奏，作曲演奏者创新性地开

了第七孔（位于竹笛第六孔下方）有效地解决了“do”音到简音“re”

无法实现滑奏的问题，进一步表现出“哭泣”离别的悲伤之情。

开七孔，解决了滑奏的同时，更加丰富了竹笛的演奏技巧，影响

深远。

演奏高音“do”到“re”的滑音时，通过手指的自然滑动以

达到滑音效果。这样大胆创新的演奏技法不仅仅增加了乐曲特色，

更加烘托出悲伤的情绪，丰富了竹笛演奏的张力，也为听者留下

了些许想象的空间，用自己的想象去丰富这首乐曲。

（四）“相送”部分

“相送”部分无再现单二部曲式。第一部分由降 B 调曲笛所

奏，富有悲痛情感色彩的慢板，大降B调曲笛低沉、饱满的音色，

演奏出人物内心伤感的情绪。第二部分为快板，运用 F 调梆笛进

行演奏，与大降 B 调曲笛形成鲜明的音乐对比。两者在整体演奏

过程中注重表达表现出哀怨、悲痛的情绪，烘托依依不舍、难舍

难离的氛围。

曲笛部分，主要是描述夫妻分离时的难舍难离。在演奏上气

息应注重委婉，强调声调的变化；在技巧上需大量运用滑音，使

得音色听上去圆润；气震音的运用的频率与幅度要根据乐句表达

的不同而要丰富多变。如谱中标明大气颤音，就好像人在哭诉一

般的，大幅度使用气震音。

当结束了前边的大气震音，便重新进入一个新的乐段，“re”

音弱奏的演奏技巧，加之少量泛音的使用，烘托出人物痛哭一场后，

逐渐平复的心情。

转入F调梆笛演奏时，如谱例 7，运用大量吐音的演奏技巧，

高音“do”运用“新派”技巧中“半孔”的演奏技巧，在使用“半

孔”技巧时，应与正常指法的高音“do”保持音准的一致。气息、

手指、吐音相互配合是完成这个乐段的重要性之一。

“华彩”乐段在演奏时，气息的控制对于音色、音高是极为

重要的前提条件。开头第一小节承上启下，由慢起渐快的速度进

入“华彩”乐段，连续的高音对笛子演奏者的气息来说是需要进

行合理的分配及控制，气息的位置要做到沉稳，收音干净利落。

可适当运用循环换气，已达到乐曲的连贯性和旋律性。“华彩”

部分最后几个小节，是整个部分的结尾，最后一个音就有着多种

变化，在气息的控制下，强吹，弱保持，强收音，结束整个“相送”

部分。

（五）“盼望”部分

“盼望”部分是全曲的最后一段，单二部的曲式结构，利用

D调曲笛和慢板表现出妇人激情与盼望的情感。

“盼望”部分主要利用竹笛的演奏技巧再一次表现了凄婉的

第二主题，同时与乐队或者钢琴演奏出的悲恸曲调相互呼应，入

木三分地表达了夫妇离别时对社会不公的指控，更深层次地表现

出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第二部分，共十三小节。前九小节强调表达内心激动的层层

递进，注重情感的堆积，因此要求演奏者在演奏时注意力度控制

在中弱之间，最后四小节再将演奏节奏逐步加快，强调每一个音

符力度的逐步渐强，将音乐情绪一步一步地推向最高潮，强奏结

束全曲，使音乐情绪在既充满悲剧性又留有期盼感情中戛然而止。

乐曲在尾声的部分，运用了许多长音，将音乐的幅度大大的

拉宽，营造出一种期盼和渴望，以此来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

及得以团聚时对幸福的无限憧憬。

全曲进入最后的乐章，中板的速度，运用 D 调曲笛浑厚、绵

柔、圆润的特色，加入大量滑音、气震音体现一位妇人内心的激

动、盼望丈夫归来的迫切心情。在第一部分最后做到渐慢渐弱，

利用气震音独有的特点表现妇人的哭泣。运用气息的控制加上较

多演奏技巧，如“滑音”等，极具“二人台”特色。在最后乐段里，

全曲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结语

竹笛，是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乐器，历史悠久，传统技巧众多，

所谓推陈出新，正是在传承并且熟练运用了这些技巧后，再去不

断开发新的技术技巧。增、打、叠、颤，都是一些极其细腻的手

上技巧；气震音则是对气息是否把控的考验。竹笛协奏曲《走西口》

在继承了以上所述的传统技巧的同时，创新性地开发了新的演奏

形式与演奏技巧。

本文在对竹笛协奏曲《走西口》的演奏技巧分析中也是在以

听者的角度感触“走西口”故事的温度，聆听作曲者、演奏者对

竹笛的呓语，在演奏技法上主要选择“新婚”“哭别”“相送”“盼望”

片段的特色性演奏方式，例如对于民族吹奏乐器，传统技法的展示，

对于民族化曲体结构连接的分析等方面进行有顺序、有章节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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