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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是我国经典的民族乐器，在悠久的历史中不断

演变、发展，在中华民族乐器中有着重要地位。琵琶音

乐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南北两大派，北派的琵琶在

历史长河中逐渐没落，南派琵琶发展日益繁荣，形成了

江南五大琵琶流派，其中汪派是江南琵琶中的流派之一，

独具特色。1

一、汪派琵琶传谱与艺术特色

（一）汪派琵琶传谱

汪派琵琶的创始人是汪昱庭，汪先生融汇百川，将

十三套《阳春白雪》进行整理，将原本的十三段改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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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将《十面埋伏》集中提炼，加入了“哆罗子”“凤点

头”等多种手法，使这首曲子更加完美。同时，汪昱庭

传谱是第一步成册的汪派琵琶谱集，其中收录了《霸王

卸甲》、《十面埋伏》、《淮阴平楚》、《阳春白雪》、《郁轮

袍》、《夕阳箫鼓》、《青莲乐府》、《灯月交辉》《月儿高》、

《塞上曲》等乐曲，于 1981 年中央音乐学院收集整理，

汪派弟子协助汇编。乐谱由汪昱庭亲手及其弟子抄录而

成，所有乐谱均为手抄，反映了汪派琵琶的演奏特色。

汪派琵琶曲谱在作品上并没有创作新的曲目，承袭了传

统的琵琶曲目，并从实际出发对乐曲进行了改进，在传

统作品中运用了“凤点头”等新的手法，使琵琶曲更加

完美，2002 年中央美院将《汪昱庭琵琶谱》改为《琵琶

古谱》，将十首乐曲演奏简谱和工尺谱重新整理，并出版

成册 [1]。

（二）汪派琵琶艺术特色

1、地域特色

汪派琵琶形成于上海，繁荣的经济为琵琶艺术文化

的发展提供了形成条件，上海作为我国上世纪最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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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着发达的经济、便利交通和先进的文化，紧邻

江浙两省，大量江浙地区移民涌入，为汪派琵琶的形成

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汪派琵琶继承了传统琵琶艺术的精

华，并在这个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传统琵琶

演奏进一步发展。

2、演奏风格与技法特征

汪派琵琶演奏风格初期以中速夹指著称，在中期加

入了推板等技法，又逐渐融入了左手柔吟的指法，汪派

琵琶演奏激发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创新，

如在弹指上，汪昱庭在演奏琵琶时注重右手大指关节放

松，其他手指自然握拳，这种技法被称之为“龙眼”，使

用这种技法弹奏出来的琵琶音乐铿锵有力，音色扎实 [2]。

在轮指上，传统的轮指指法为“下出轮”，即手指按照小

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和大指的顺序触弦，是琵琶中

将点连成线的重要指法，而汪昱庭先生创造性地将轮指

改成“上出轮”，依照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大

拇指的顺序触弦，使弹奏更加刚劲有力，琵琶音色更加

刚劲饱满。在遥指上，传统琵琶武曲中通常用遥指表现

军队的掌号声，为大指连续做“勾”“挑”，遥指又被称

为“哆罗子”，能够使琵琶音做长声，而汪派在演奏遥

指演奏时，以手腕运动为主，《十面埋伏》中第四段掌

号声，就是用遥指所弹奏。此外，汪派琵琶还创将“凤

点头”技法运用到琵琶演奏中，如《十面埋伏》中运用

“凤点头”营造战前的紧张气氛。

二、琵琶的表现方法与汪派琵琶曲《十面埋伏》的

艺术特点

（一）琵琶的表现方法

琵琶的表现力丰富，演奏技巧复杂，具有较强的表

现力，在演奏时十指全都派上用场，两手分工明确，左

手五指按弦，右手扫、弹、挑、滚、分挑、轮指，双手

相互配合，可以演奏出打音、泛音、绞弦、推拉弦、揉

弦等，在演奏技巧上，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 [4]。同时，

琵琶音色清脆明亮，低音浑厚深沉，中音柔和甜美，高

音纤细，既能够演奏出《高山流水》的抒情婉转，又能

够演奏出《十面埋伏》的激昂奋进，如《十面埋伏》以

其高超的演奏技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古战场刀光剑影、

万马奔腾的场景。

（二）汪派琵琶曲《十面埋伏》的艺术特点

相较于其他派别的《十面埋伏》，汪派的《十面埋

伏》在演奏段落数量上明显增加，艺术特点也与传统琵

琶曲有所不同。《十面埋伏》作为一首经典的琵琶曲目，

特色鲜明，气势雄壮，被誉为琵琶曲中的珠峰之一。《十

面埋伏》具有完整的音乐结构，通过音乐的弹奏将著名

的楚汉之战以叙事般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其

中琵琶的弹奏技巧在故事的灵魂、故事的高潮中得到了

充分的发挥，动人心魄的琵琶旋律使人置身于那段历史

情境中。在汪派琵琶曲《十面埋伏》中，自由拍子的运

用较为常见，更加注重强弱对音乐的影响，还融入了新

的指法，如在第九段“走队”中运用了“遮”和“大

指”的手法，相较于传统“遮”“分”的指法，音色更加

刚劲有力，更能够凸显军队的威严。在第七段“点将”

和第十七段“败阵”中运用了“凤点头”的指法，在结

尾部分，没有采用传统高音扫弦的方式，而是用轮指在

重低音使用“推拉”“挑”收尾。

《十面埋伏》以高度概括、洗练的手法描绘了刘邦的

手法，概括了汉军设伏击败楚军的故事，抓住战争中的

鼓声与号角声营造战争氛围，简单言之，《十面埋伏》的

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历史题材的上

选择了垓下决战这一场面，垓下决战是楚汉相争最具代

表性的战争，在决战中以小战、大战、呐喊的形式塑造

了汉军进攻、追击和胜利的场面，展现了激烈壮观的战

争场景。其二，《十面埋伏》涵盖了优秀的传统琵琶武曲

技法，凝聚了许多优秀音乐家的智慧，是琵琶艺术的宝

藏。其三，《十面埋伏》以吹打等段落和鼓声、号角声表

现了军威，展现了战争中喧嚣、紧张的战斗氛围，同时，

乐曲从旋律和节奏上进行了艺术提炼，使音乐的发展具

有层次感，如“埋伏”时寂静和紧张的氛围为“大战”

做准备，烘托出“大战”的激烈和喧嚣，“小战”作为

“大战”的前奏，突出战争越来越紧张，通过“埋伏”

和“小战”，有步骤、有层次地激化矛盾，栩栩如生地展

现了古代战争的壮烈场景，使音乐更加激动人心。

三、汪派琵琶谱《十面埋伏》的演奏特点

（一）琵琶武曲《十面埋伏》的历史

《十面埋伏》琵琶武曲是楚汉之争的音乐形式再现，

展现出了当时雄壮宏大的战争场面。《十面埋伏》琵琶武

曲由三个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战争前、战争中、战争

结束后。”“战争前”的琵琶弹奏表现出汉军威严的出阵

气势，具有宏伟雄壮之感。“战争中”是整篇武曲的高潮

和中心部分，运用了琵琶的多种弹奏技法来突出战争中

兵枪马乱的声效，渲染了战争的紧张氛围，战争结束后

的低沉音乐与上段较为铿锵明亮的音乐形成对比，具有

较高的鉴赏价值。

（二）汪派琵琶谱《十面埋伏》的演奏特点

汪派琵琶音乐家卫仲乐对《汪昱庭传谱》乐曲进行

了深入研究，将汪昱庭传谱中的乐谱不断进行调整，将

《十面埋伏》中“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得胜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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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段落进行了删节，对全曲的速度、节拍和节奏做了

处理，使乐曲更加精炼、紧凑，达到更加的演奏效果。

如“埋伏”中的渐快更加急促，加快了“小战”的速度，

改变了节拍，使乐曲更加急迫，扣人心弦。同时，卫仲

乐还将“呐喊”中对人声的模拟改为简单的音乐，在

“乌江自刎”中散拍的节奏快慢相映，使音乐跌宕起伏，

更加具有连贯性，表现出英雄末路前的忧愤心理。同时，

汪派琵琶曲在音色上讲究虚实结合、刚柔并济、粗中有

细，静中蓄动、动中藏静、欲驰故张，突出了《十面埋

伏》雄浑的气势，提升了琵琶武曲的表现力。

《十面埋伏》是琵琶曲的经典乐曲，音乐内容丰富，

在《汪派琵琶演奏谱》中，《十面埋伏》的标题段落被细

化为 21 个，分别为：列营、分营、擂鼓、掌号、放炮、

吹打开门、点将、排阵、走队、埋伏、小站、大战、呐

喊、重围、复起、传号、败阵、乌江自刎、汉军奏凯、

诸将争功、得胜回营。《十面埋伏》武曲富有极大的鉴赏

价值，其渲染的氛围之浓烈，使人仿佛置身于公元前 202

年的楚汉之争的情境之中。

首先，战争前的准备部分，琵琶曲注重于描写汉军

的出营阵势，其中刚强有力的琵琶节奏仿佛时汉军出营

时的阵阵战鼓声，昂扬振奋的节奏仿佛阵阵号角声，各

种琵琶弹奏技法的运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战争前的战

鼓号角声。从准备到出营，琵琶节奏由舒缓到紧凑，给

人以雄壮厚实之感。“列营”作为琵琶武曲中的引子，

其中的节奏形式比较多样化。在武曲开篇运用“轮拂”

手法先发制人，烘托了战争时的浓烈氛围。刚强有力的

节奏感荡气回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楚汉之争时的紧张

氛围。轮拂节奏的不断加快，让武曲激昂的气氛达到高

潮，在演奏时要灵活运用轮拂技法，合理掌控音量的强

弱。“擂鼓”主要是将战争前的锣鼓声音通过弹奏面板

的形式呈现出来，其次在展示三组号角时，要运用右手

滚的技法。要求节奏的声音富有层次感、集中感。“走

队与排阵”拥有着类似的节奏特征，即节奏紧密集中。

在军兵士气方面，呈现出汉军战争开始前威武高昂的气

势；在视觉方面，展现出士兵灵活的步伐与队形排阵变

化时的敏捷。“走队与排阵”的节奏感层层递进，循序

渐进当中一步步扣紧听众的心，为后面的战争局面的演

奏做了铺垫。

其次，在“战争中的进行”部分，形象地展现出了

楚汉两个军队作战时的气势与激烈程度。“战争中”是全

曲当中的核心部分也是高潮部分，“埋伏”这一段的节奏

层层递进，一开一合之间将夜幕笼罩下的作战氛围淋漓

尽致地烘托了出来，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紧张感。节奏

时缓慢时紧凑，是对战争爆发前一秒的寂静情境的细致

刻画，节奏感由缓慢到紧凑、音量由弱至强、由松散到

紧密。“小战”这一段多处运用对专业水平要求极高的弹

奏技巧，描绘了楚汉之争的壮烈之景，包含兵荒马乱之

景、嘶吼声等等，于刀光剑影之中振奋人心，造成一种

如音响般的音乐震撼效果，带给人们强大的冲击力和丰

富的体验感。“呐喊”这一段是曲目中的高潮部分。在这

一段中左右手天衣无缝的配合技巧使战争中的战火纷飞、

浴血奋战之情境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其中战争音效的逼

真程度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最后，在“战争结束后”部分运用“扫轮”技法将

霸王自刎、虞姬诀别等悲壮场景形象地展示了出来，战

争结束后即武曲的结尾部分，此时《十面埋伏》的曲调

由上一段的激昂雄壮转为缠绵悲壮，给人一种肝肠寸断

之感。在乐曲演奏过程中，要注意演奏马蹄点节奏，在

重音弹奏上有所侧重，呈现出短暂利落的效果。

四、结束语

汪派作为琵琶流派中最晚成立的流派，在我国琵琶

发展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艺术特点和演奏风格继

承了传统琵琶武曲的特点，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更加接近现代人的审美，作为一名优秀的琵琶学者，在

研究汪派琵琶艺术时，对《十面埋伏》的分析不能仅仅

停留在乐谱表现，要从艺术特点、演奏风格等多方面着

手，深入分析乐谱，体会乐谱的内涵，继承和发扬汪派

琵琶艺术优点，在增强自身音乐水平和演奏技巧的同时，

促进琵琶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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