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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鉴赏

我国最老的剧种——秦腔有着悠久的历史，是陕西死去最

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艺术戏曲。《秦腔主题随想曲》是由鲁日融

和赵振霄是借鉴秦腔的一些曲牌和唱腔创编而成的有着陕西风

格的二胡曲子。全曲是由引子、慢板、快板、小快板、华彩、

尾声六个部分组成，这六部分作者大胆采用了不同曲牌及唱腔，

将秦腔音调、音律统领各段，秦风秦韵贯注全曲，乐段之间既

形成对比，又达到统一，毫无堆砌雕痕之感。这样多元化的、

独特的民族风格使得此作品的出现赢得了演奏者和欣赏者的喜

爱。在此，笔者着重分析一下《秦腔主题随想曲》的艺术特色。

一、作品内容的民族地域特色

《秦腔主题随想曲》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于其选取的是具有

陕西地方特色戏曲的民间素材，这也就使得此作品具有很强的

民族地域特色，如：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等等都有着西北地域

戏曲以及民歌的韵味。西北地域的音乐体裁、曲调、内容丰富

多样，其节奏一般表现为自由，声音长且高亢，音域都教广，

旋律起伏明显，在情感上表现也比较丰富，如：委婉和谐的、

豪放直爽的、抒情的等等，体现了不同的情感和音乐韵味。西

北地域的音乐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陕北的民歌，其内容丰富多

彩，尤其独特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朴实的风格受到了大众的

喜爱，使得其在国际上也有着一定的盛誉。这样以来，《秦腔

主题随想曲》借鉴西北民族音乐特色，自然而然也就会呈现出

民族特色。此外，《秦腔主题随想曲》除了采取陕北民歌的独

特音乐韵味之外，还借鉴了陕西地区的“秦腔”。在陕西人民

的眼中“秦腔”是百戏之首。秦腔和在陕西民间流传的哀乐有

着异曲同工的表现形式和效果。即：演唱起来都是高昂激越，

急促感很是强烈。一般人们只要提及“秦腔”马上就会想到西北，

可以说，从某种方面而言秦腔已经成为西北音乐的核心代表。《秦

腔主题随想曲》以其浓郁的民族戏曲风味形象的表现了西北人

民豪爽、勤劳的性格，其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使得其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风格。

二、作品调性的艺术独特性

《秦腔主题随想曲》取材于陕西民间戏剧曲牌决定了其作

品的调性在表现上有着戏剧性的委婉格调和高昂的激情。一般

说到陕西的音乐，其最有代表性的调式音阶为：欢音和苦音。

这两个调式在民族音乐中属于是特性音，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和

意义，而这两种特性音的唱名是“4”的音和“7”的音。在对

音阶关系的表现上，陕西音乐不同于一般的十二平均律，他的

这两个特性音，“4”音比一般的平均律要偏高，而“7”则偏

低，在对他们进行谱曲记忆时，则为：↑ 4、↓ 7。如：在《秦

腔主题随想曲》的第一乐段中，大量运用了 4 音和 7 音，着重

凸现了秦腔的苦音色彩，而 4 音和 7 音在在演奏过程中运用了

大量的滑音和压揉；在 16、17、18 三节中使用了三个连续下行

的“7”音，使得滑音缓慢，充分表达了幽怨的思想感情。《秦

腔主题随想曲》在对调式的运用上，大都是借鉴徵调式和宫调式，

同时将商调式和羽调式相融合，交替使用，使得作品在调性上

呈现出多样化，丰富了乐曲的内容。此外，其乐曲无论是在节

奏还是在节拍上都是围绕着陕西民歌的特色而开展的，如：散板、

慢板、快板，层次分明，充满了陕西民族音乐的特色。

三、作品演奏风格的鲜明性

以西部民族音乐为基准创作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在曲式

运用上选用了大量的“4”音、“7”音，“3”音、“5”音等，

而这些音在表现上不同于一般的十二平均律，这样以来就是的

作品在演奏过程中要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如：除了上述中“4”

音和“7 音”在演奏中偏高和偏低外，其“5”音在演奏过程中

也有着不同的色彩调式。即：第一乐段中是以苦音为主，其包

含的“5”音在演奏时是用泛音代替的，即：演奏第 5、6、12、

14、17 小节中出现的 7 处“5”音时，小指轻滑到“5”音上，

虚按出泛音，凸显出一种飘渺的效果，而在《秦腔主题随想曲》

第二乐段，强调欢快、热烈情绪的欢音音阶中，“5”音以搂弦

为主。可以说，在演奏过程中“5”音是发生变化的。此外，揉

弦也是《秦腔主题随想曲》在演奏中其作品自己独有的风格技巧，

在演奏过程中，不仅仅需要运用揉弦的常规技巧同时还对揉弦

的力度做了一定的对比，如：滑揉、滚揉、压揉等等。使得此

作品的演奏风格具有很强的鲜明性。

总而言之，《秦腔主题随想曲》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高

度的音乐风格统一性、融合性，使得此作品整体散发着浓厚的

秦风、秦韵，展示了此作品的民族音乐特性的同时又有着自己

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不愧是“秦派音乐”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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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腔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有着深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对其他剧种的艺术有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秦腔主题
随想曲》作为二胡曲子，在音乐领域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其作曲家鲁日融和赵振霄是借鉴秦腔的一些曲牌创作而成的。从而，
使得这首二胡曲子在艺术的舞台上展示出独特的魅力，受到了演奏者和欣赏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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