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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胡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拉弦乐

器之一。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洗礼，二胡已经成为抒发情感、表现音乐

情趣的一种艺术手段。秦腔融音乐和舞蹈为一体，可以说是一门综合

艺术，将二胡演奏与秦腔相结合，可以使二胡的音色与秦腔的表现力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本文就二胡在秦腔中的运用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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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由民间艺人自娱的乐器发展成为目前极具中国特色的

乐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实现了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价值。

而二胡因其音色淳厚优美、表现力强在秦腔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属于三大件包腔乐器之一，可担任伴奏、领奏、独奏等角

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韵味。秦腔广泛的吸取秦地各种同类型

的音乐而逐渐演变成具有秦地特色的主要代表，只要提到关中或

者西北，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浑厚悠远的秦腔。

二胡与秦腔相结合的杰作就是《秦腔主题随想曲》，这首

曲子在二胡领域树立了“秦派”的大旗，在二胡与秦腔的结合中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二胡指法上给予了革新，在音乐风格方

面，保留了秦腔的原始风格，在此基础上有所取舍，强调了“二

胡性”与乐器性的统一，使秦腔的文化意义更高的凸显，又提高

了二胡的艺术品味，正是由于该作品在上述几个因素上的创新和

超越，因此被认为是“秦派”二胡的奠基之作。

秦腔是歌唱性和戏剧性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大气磅礴，悠远

淳厚，自始至终贯穿着一股英雄气概和秦地风韵。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二胡是秦腔音乐伴奏中最重要的乐器，它支撑着秦腔音乐

伴奏的群体。要想将二胡伴奏与秦腔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么掌

握好秦腔的调式规律和特点是必不可少的。熟知秦腔的调式规律

可以更好的为秦腔伴奏服务。一般来说，秦腔里的去掉主要分为

“欢音”和“苦音”两大类，两个大类中有分别分为徽调式与宫

调式，排列组合就可得出四个不同的乐曲基本调式，即“欢音”

徽调式，“苦音”徽调式，“欢音”宫调式，“苦音“宫调式，

这四种调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性音，“欢音”徽调式、“欢音”

宫调式的特性音为“3”和“6”，7为原位。“苦音”微调式、

“苦音”宫调式的特性音为4和7，4是微升，7是降07。需要注意

的是，苦音中的4和7在旋律中处于绝对主要的位置，判断欢音还

是苦音的重要依据就是其音高，两者有明显的区别。特性音决定

了秦腔不同的音乐风格，乐曲都是由特性音和音阶构成的，欢音

和苦音的音阶都是五声性或七声性，因此特性音直接

关系到秦腔乐曲的音律与旋法。

独奏、伴奏二胡的所有技法对秦腔演奏都适用。

例如二胡在演奏秦腔曲牌《永寿庵》时就应用了慢频

率的滑揉和滚揉，这两个指法能够最好的表现出剧中

人物的悲哀和无奈，将无助和伤心的心情通过二胡的

音阶体现出来，令人动容。再如秦腔曲牌《入洞房》则采用了滚

揉的方式来表现活泼欢快的情绪，滚揉的指法也采用的比较快的

频率使乐曲富有节奏感和变化感，情绪比较积极昂扬，很好的体

现出了秦地人民热情乐观的喜庆场面。不同的场景应该选取不同

的二胡表现手法，体现在指法中就是要选择恰当的演奏技巧来表

达音乐的主题。在实际演奏中，在相当多的曲牌中都要用到揉弦

指法，应该根据乐器的主题和曲调来选择特性音，才能较好的体

现出乐器的风格。

在秦腔伴奏中，二胡能够模拟出各种声音例如人声和鸡鸣犬

叫和锣鼓声等来表达剧中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通常这种声音

都是由滑音来完成的，滑音模仿这类声音惟妙惟肖，生动诙谐。

例如在兖州秦腔曲牌《钻烟筒》时，艺术家吸取了民间艺术的

精华，在二胡的不同把位上利用滑音的技巧模仿出了幽默风趣的

滑稽动作。又如演奏秦腔曲牌《杀姐己》时，利用二胡缓慢悠长

的特性，将那种哀怨深沉的情绪通过浓郁的戏曲唱腔韵味表现出

来，频繁的运用滑音润饰旋律，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起转回旋

间尽显魅力。滑音的模拟音目前也在大量现代秦腔作品中被广泛

运用，使秦腔更富戏剧性效果，伴奏更为生动。需要注意的是，

滑音绝不是用的越多越好，要注意一定的规律和技巧，滥用可能

导致相反效果。演奏者必须要根据秦腔本身的风格和特点选择适

当的滑音手段，才能更好地为秦腔伴奏。

出了揉弦和滑音之外，二胡在秦腔中还经常以辅助性的小音

符出现，起到装饰音的作用，装饰音的技巧很丰富，如在秦腔音

乐中，大二度颤音和独特的装饰打音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更加鲜

明地将秦腔音乐的风格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胡演奏以其独特的感染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要

想将二胡演奏与秦腔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演奏者不仅要对二胡的

基本指法相当熟悉，有扎实二胡基本功和理论功底，还要对秦腔

的风格特点了如指掌，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摸索，获得具

备驾驭作品的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为二胡与秦腔的不断融合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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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看不出来，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厌烦，遭到本土文化的

排斥。

（二）流行音乐元素在中国发展的对策探讨

通过对摇滚乐在中国流行音乐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分

析，然后与摇滚乐在西方的发展历史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引

进外国的流行元素，仅仅追求表面的相似是不行的，这种模仿而

来的东西很难长久。无论是哪种外来元素，只有融合了本民族的

文化特色，然后努力追求改革创新，不断求得发展，本民族的人

才能够理解并接受。再结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文化特色以及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发展自己的本土音乐，创造性

地发展外来流行音乐，尊重流行音乐自身的规律，对中国摇滚乐

的音乐韵律向民歌的方向改造，打造自己的音乐，这是促进中国

摇滚乐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此外，对原来那些冗杂的摇滚歌词

也要加以改造，使其带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而且思想深度

高，最后，乐队的组合也是关键，要精挑细选，不能蜂拥上阵，

是中国的摇滚乐少而优。这才是摇滚乐的发展王道。陈地的《对

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有很多值得参

详的观点，如能加以利用，也会对中国流行音乐乃至中国摇滚乐

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若要想保持发展的态势，中国的摇

滚乐就必须参与与流行文化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胜利，大部分

来自于把外来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

的摇滚乐。我们要加大中国摇滚乐内容和形式的中国化改造，使

其更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需要，然后推出国家市场，积极参与国

家竞争。积极打造适合大众的音乐，方便大众理解，多融合一些

民族特色，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积极研究以摇滚乐为代表的外国

流行音乐元素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探究中国音乐的发展前景，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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