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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曲《天山之春》的艺术风格分析 
刘馨远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新乡  453000） 

摘要：琵琶曲《天山之春》以欢快的节奏型、不断变换的和弦，结合琵琶特有的演奏技法，借鉴西方奏鸣曲式结构，保留了新
疆民族音乐元素。这首作品开阔了少数民族音乐移植、改编成琵琶曲的创作道路，是我国著名琵琶教育家王范地先生改编创作的最
具新疆音乐风格的代表性琵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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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中国民族乐器演绎深受人民的欢迎，琵琶这个古老的

民族传统乐器，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甚至 2016 年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上，琵琶演奏家赵聪以《春
江花夜月》和《采茶舞曲》两首琵琶曲惊艳开场，吸引力世界的目
光。在众多琵琶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演奏者们喜爱弹奏带有浓郁少
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如《草原小姐妹》、《天山之春》、《彝族舞曲》
等。其中，《天山之春》这首作品没有复杂的演奏指法，但通过旋
律、富于律动的节奏型，彰显出新疆少数民族独具一格的音乐风格。
本文重点从艺术风格展现上分析琵琶曲《天山之春》，为演奏者更
好的演奏作品提供方向。 

在我们研究分析一首艺术作品时，往往会谈论到它的风格。风
格包含了作品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等多种含义，
因此将艺术作品表现出的艺术家思想、气质、审美、文化教养和作
品表达的时代、民族特性相融合所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整体艺术特色
统称为艺术风格。新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由王范地老师改编的琵琶
独奏曲《天山之春》上，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分析这首曲子时，应当
从作者所隶属的社会、自身个性、艺术素养等方面探索；从作品本
身所采用的题材、创作结构和手法进行分析；从作品延伸出的民族
特性和时代意义理解分析。 
《天山之春》的创作背景 

一、作品来源 
琵琶曲《天山之春》是琵琶演奏家王范地先生根据新疆弹拨乐

器热瓦普独奏曲《天山的春天》改编而成，原曲《天山的春天》是
新疆著名热瓦普演奏家乌斯满江同作曲家俞礼纯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初共同创作下完成，描写了天山南北辽阔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热
情开阔的新疆人民歌舞乐融为一体自由自在的生活。1961 年对新疆
维吾尔族音乐传承浓厚兴趣的琵琶演奏家、教育家王范地老师在乌
斯满江和俞礼纯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学习了热瓦普乐器的演
奏，将《天山的春天》这首器乐曲在保存原曲基本音乐素材的前提
下，对乐曲的结构进行适当的压缩和扩充，利用琵琶演奏技巧的多
样性，编创了华彩乐章，改编成小乐队伴奏版的琵琶曲《天山之春》。
王范地老师也在 1961 年参加的“全国青年独唱、独奏音乐会”上
演奏了这首作品并获得好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王范地应琵琶演
奏家刘德海的邀约，合作将此曲改写为无伴奏琵琶独奏曲。《天山
之春》这首作品也成为多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琵琶曲艺改编热潮的代表作，为之后的少数民族琵琶曲移植
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作者简介 
王范地（1933-2017）上海人，因家境贫寒，年纪轻轻辍学务

工却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17 岁加入民间剧团学习民间音乐和南方
戏曲后结识多才多艺的马林生并拜其为师系统的学习了琵琶十三
大套曲和刘天华的二胡十大名曲。1953 年考入北京电影乐团开启了
北京之旅。在北京乐团王范地有幸得前辈引荐跟随汪派琵琶传人李
庭松老师学习琵琶演奏。1953-1957 年王范地的琵琶演奏艺术进入
成熟阶段，成为国际独奏演员。1954 年王范地开始教授学生琵琶演
奏。1960 年王范地在北京举办了琵琶音乐会宣告回复演出，此时的
王范地已经改编出琵琶曲《送我一枝玫瑰花》。1984 年成我国第一
位琵琶专业硕士导师。王范地老师的音乐核心是爱与真诚，他的艺
术带有一种深刻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中国古典美学的朴素单纯之
美。 

三、《天山之春》音乐风格分析 
在艺术风格的众多类型中，对音乐作品本身进行探索被称为音

乐风格，即指在作品本身的音乐范畴内的曲调、和声、曲式等个性
结合的音乐要素。《天山之春》这首作品在曲式上为变奏曲式，全
曲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曲子前 7 小节为引子部分，节奏舒缓、音
调低沉，从 F 大调主音开始结束在属音上，给人营造出积雪高插云
霄的天山，仿佛是准备起舞头戴银冠透着神秘的维吾尔族少女，从
而引出全曲主题。主题材料共 15 小节，是两个乐句构成的平行乐
段，以“摇指”和“轮指”演奏主题。从 23 小节开始进行去第一
次变奏，在速度和演奏手法上进行装饰变化，采用模进和重复的手
法。第二变奏转入 C 大调，速度持续递进呈示主题，展现了天山万
物复苏的美好风光和牧民们放牧歌唱自由生活的场景。 

第二部分转入 D 大调，为全曲的对比段，节奏紧凑，激情昂扬，
运用缩进、扩展、重复、模进的写作手法三次变奏。华彩乐段，在
主干音上横跨三个八度音阶，进行十六分音符快速模进，音乐情感
更加激烈。再现部分，变化再现第二部分主题和快速模进，进一步
强调主题使全曲在高潮中结束。以此可见，整首乐曲的曲式结构如
下： 

 
整首作品按照“呈示——展开——对比——结束”起承转合的

曲式结构，由 F 调—C 调—D 调二次转调，在转调位置，采用同
音反复的旋律写法，使得乐曲在转调上平稳进行，增加乐曲流线性，
使音乐情感逐渐递增。主题旋律的主要动机贯穿全曲，从 F 大调开
始到 D 大调的结束，运用同名大小调的对比，使音乐更加丰富。 

全曲在音乐旋律上也有着浓厚的新疆音乐风格。在音阶上，运
用了#1、#4、b7 等新疆音乐中极具特色的变化音；在节奏上，采用
了表现新疆歌舞节奏的弱起、三连音、切分节。 

四、演奏技巧的运用及情感表现 
（一）“弹”、“挑”的运用 
“弹”、“挑”是琵琶演奏中最基本的演奏指法， 在“弹”、“挑”

指法的基础上琵琶发展出“双弹”、“扫”、“拂”、“勾”等演奏指法。
《天山之春》整首曲子运用大量的“弹”、“双弹”的演奏技法，突
出了 3/4 拍音乐节奏“强——弱——弱”的强弱关系。引子部分旋
律分布在相把位和第一把位，音色低沉，搭配“双弹”、“弹”的演
奏技法，音乐舒缓，宛如天山上融化的雪水，蜿蜒流淌，拉开全曲
的音乐风格。 

在第二变奏中，采用“双弹”、“弹”、“挑”的演奏技法在旋律
上进行大小三度弹奏，节奏感强烈，展现出少数民族女孩在天山脚
下踩着鼓点翩翩起舞的曼妙身姿。（例下谱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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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山之春》这首曲子中，还运用到 “快速弹挑”，增
加演奏难度，也是演奏者演绎这首作品的炫技部分，同时烘托欢快
的音乐情绪，体现新疆音乐风格。 

（二）“摇指”的运用 
“摇指”音色上介于“滚指”和“轮指”之间，对于“滚指”

而言较为柔和，相对于“轮指”则较为强劲。在本首曲子中，“摇
指”运用在引子部分之后，巧妙地与引子紧密相连，音色含蓄，旋
律浑厚低沉，模仿热内普乐器，带着浓厚的新疆民间音乐特点。仿
佛是远处的美妙歌声又或者是带着神秘面纱缓缓走来的曼妙少女。 

（三）“轮指”的运用 
“轮指”是琵琶演奏技巧里区别于其他弹拨乐器最具特色的演

奏技法，在手型上被分为“龙眼轮指”和“凤眼轮指”两种。“龙
眼轮指”虎口成饱满圆状，善于演奏快速圆润柔美的音乐。“凤眼
轮指”虎口较为细窄，手指张开幅度达，音质扎实，音量较强。白
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到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正是形容 “轮指”
发出的声效，流畅舒展，善于表达乐曲中的抒情和歌唱部分。 

“轮指”根据出指顺序和指数，可以分为“半轮”、“全轮”、“长
轮”、 “挑轮”等指法。在本曲中，运用了“半轮”、“长轮”和“挑
轮”三种演奏指法。弹奏此曲时手型为“龙眼轮指”为佳，可以表
现出曲子主题旋律的歌唱性，曲中“挑轮”指法，运用复调的写作
手法，“挑”起的二三四弦为一弦上的主旋律进行伴奏，凸显三拍
子的节奏舞蹈特点。描写出天山脚下热情洋溢的牧民们踩着鼓点欢
歌载舞放牧劳作的情景。 

（四）“扫弦”的运用 
“扫弦”是“弹”的扩大化指法，指食指同时快速拨三根或四

根线后一齐发出的声音，触弦速度快、声响大，善于表现 激动、
震撼、宏大的场面。 

本曲在第二部分使用大量的“扫弦”，速度逐渐加快，将热情
高涨的情绪烘托到最高，把听众带入到少男少女舒展、矫健、刚劲
有力，有着浓郁西域风格的舞蹈中，表达了维吾尔族人民对春天到
来的喜悦和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五）特殊技法的运用 
在《天山之春》这首曲子中， 运用了两组特殊的组合技法，

“挑”、“弹”、“弹”组合和“挑”、“弹”、“带”组合。这些特殊的
组合演奏技法模仿新疆维吾尔族独特乐器热瓦普的音色，使音乐富
有跳动，生动活泼。更充分地表现了《天山之春》这首曲子所包含
的新疆艺术风格。 

（六）节奏型的运用 
在节奏方面，《天山之春》是琵琶改编新疆风味乐曲里第一首

使用变化节拍的曲子。全曲前半部分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附点
节奏贯穿，3/4 拍的节奏使旋律抒情悠扬。第二部分拍子改为 2/4 拍，
节奏律动更加紧凑，音响效果更加明亮，典型的新疆维吾尔族舞蹈
音乐的特点。全曲速度慢起渐快，使音乐富有活力，在热烈地快板
中结束，凸显出新疆音乐的特点。从悠然自得到铿锵有力，表现出
天山脚下山高树茂、水天一色的壮丽景色和生动形象的牧民生活情
景。 

五、《天山之春》的时代风格 
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以琵琶、

二胡、编钟、等十种乐器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民族乐器，其中琵琶
音域广泛、演奏技巧多样、表现力更是民乐中最为丰富的乐器。 

纵观琵琶音乐创作历程，以清乐为主，融入佛道及西域音乐元
素，营造高雅浪漫音乐氛围成为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代表。明清时
代以“发于性情，由于自然”的音乐创作思想创作出《塞上曲》、《海
青拿天鹅》、《霸王卸甲》等表达内心情感或描写故事情节“曲有尽
而意无穷”的作品。随着王朝没落，二十世纪初以刘天华为代表提
出“立足传统，中西调和，改进国乐”的思想创作出既有民族特性
又有社会思想观念的中西音乐结构相结合的作品如《歌舞引》、《改
进操》、《虚赖》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思想意识迸发、民族文化
艺术得到多元化繁荣发展，琵琶音乐创作借鉴多声部写作，汇聚个
性多样的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为主涌现出《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彝族舞曲》、《天山之春》、《火把节之夜》等大批符合大众欣赏美

学的优秀作品。 
《天山之春》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得到多元化繁荣

发展，文艺政策以走民间、走边疆为主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这一
时代新疆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和平解放，脱离苦难生活的欢
乐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天山之春》整首曲子包含新中国成
立后的时代风格，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表现出新疆人民载歌载舞的
欢乐场景。 

六、《天山之春》改编成功的原因 
《天山之春》这首乐曲不仅只有一个版本，林石城先生也曾改

编过，命名为《天山的春天》，但林石城先生改编的版本相比较王
范地先生所改编的版本相关资料少之又少。经过大量查找，只有幸
找到《天山的春天》演奏视频。根据音频对比，笔者对《天山之春》
之所以比林石城先生的《天山的春天》更为流传的原因做以下规整： 

在曲子结构上，《天山之春》的结构相对于《天山的春天》重
复手法运用的精而妙，线条性强，听觉感受上更加连贯自如。 

其次是在旋律的处理上，《天山之春》在转调时音乐处理更为
流畅，全曲所表现的新疆少数民族音乐风格更为强烈。 

其三在演奏技巧的运用上，引子部分《天山之春》的“弹”相
比《天山的春天》运用的大跳和“摭”的琵琶演奏手法，更能表现
音乐 3/4 拍的节奏律动。而《天山之春》的“摇指”运用相对林石
城先生《天山的春天》引子后接的“轮指”，更能凸显主题旋律由
远到近，表现天山美景的神秘感。 

在琵琶演奏创作中，王范地先生的《天山之春》可以称为琵琶
在少数民族音乐创作上的引导者。是首个少数民族音乐移植改编琵
琶曲在调式上运用转调进行西洋大小调对比的乐曲，同时也是琵琶
改编新疆少数民族乐曲里第一个采用混合拍子演奏的乐曲，为早期
琵琶改编少数民族音乐提供了创作方向。 

七、结论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全国各行各业

都有效的进行落实。琵琶也开始演绎以“丝路”为主题的作品，作
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新疆，《天山之春》它以丰富的演奏技法、
高昂奔放的情绪和嘹亮的音色，通过音乐描绘新疆边疆的美丽封疆
和热情淳朴的民俗风情，深深地吸引着听众，完美体现中华民族文
化底蕴。本文对《天山之春》这首带有浓郁新疆音乐风格的曲子进
行艺术风格分析，展现这首曲子的艺术价值和演奏价值，望对学习
这首作品的琵琶演奏者们给予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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