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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有曲调进行加工改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作曲方法 

     内容提要：文章是根据1997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黄海怀二胡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从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丰富的器乐曲目文献；深刻的意境内涵；丰富的、多种多样的风格技法三个方面分析

论述了就已有曲调进行加工改编在当代民族器乐创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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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荫浏先生曾说过：“就已有曲调进行加工改编，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作曲方法之一。

[1]”就当代民族器乐的创作来看，对已有曲调进行加工改编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作曲方法。几十年来所

涌现的一些优秀民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已有曲调加工整理或移植改编而成的。如梆笛曲《五梆

子》、《喜相逢》、曲笛曲《鹧鸪飞》、双管曲《江河水》、单管曲《放驴》、唢呐曲《百鸟朝凤》、

《山东大鼓》、板胡曲《秦腔牌子曲》、《大起板》、《花梆子》、二胡曲《江河水》、《秦腔主题随想

曲》、京胡曲《夜深沉》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根据民间器乐或戏曲音乐中已有的曲调加工整理或移植改编

而成。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根据民间器乐或戏曲音乐中已有的曲调加工整理或移植改编的作品多是各个乐

器种类独奏曲目中的代表性作品。黄海怀移植的二胡曲《江河水》已成为二胡曲中有着深刻内涵的经典曲

目。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丰富的器乐曲目文献 

  中国的民间器乐乐种繁多、风格多样，从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锣鼓乐，从大小不同的各种乐器

组合形式到单件乐器的独奏作品，曲目不计其数。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话，说民

族器乐的文献数量太少了，不象西洋乐器文献多的用不完，民族乐器的曲目，学生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已学

完了，到大学多是重复。这话说得既不准确又有道理。说得不准确是因为事实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的文献

太多了，多的无以计数，多得有很多民间器乐文献对于专业音乐工作者来说根本就不了解，其中有相当多

的文献是民间音乐的精品，不少作品中还蕴含着复杂的创作手法和演奏技法。这在七五国家艺术重点科研

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已取得的成果中得到了证明。问题是这么多的民族民间器乐曲文献在专

业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舞台上用的太少了，或者说是经过专业音乐工作者加工整理、移植改编的文献太少

了，甚至可以说专业音乐家对民间音乐文献了解的太少了。因此，说民族器乐文献少又有道理，说的是专

业音乐院校民族器乐教学和专业音乐舞台上民族器乐演奏曲目的实情。曾经有一位专业作曲家问我：“你

说民间音乐中有非常丰富的作品文献，这些作品能作为音乐院校教学曲目运用码？”实际上在民间音乐中

确有相当一部分像阿炳的二胡曲那样的精品，可以直接运用于专业教学中，但也有相当多的民间音乐作品

需要专业音乐工作者去整理、加工、移植、改编，赋予其新的艺术内涵，赋予其时代精神。 

  拿唢呐这件乐器来讲，从目前专业音乐院校所用的教学曲目来看，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根据民间

鼓吹乐曲加工整理或改编的。其中根据鲁西南鼓吹乐曲记谱、整理、加工改编的乐曲据我所知就有五六十

首，成为唢呐独奏曲中的主体。另外还有河南的唢呐乐、湖北的唢呐乐、潮州的唢呐乐、浙江的唢呐乐、

福建的唢呐乐等等。这些曲目需要专业音乐工作者去发掘、整理，加工改编，里面可能有相当多的精品我

们尚不知晓。鼓吹乐是民族民间器乐曲中的主体，这已经通过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普查工作所获得的资料

所证实。二胡曲《江河水》移植成功，也提醒我们：二胡曲文献的积累，不要把目光仅仅放在和弓弦乐器

有关的文献，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鼓吹乐、戏曲、说唱音乐中适合弓弦乐器特性的一些精品，都可以通

过移植、改编而成为弓弦乐器的宝贵文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从充实和丰富专

业的民族器乐文献来看，还需要有更多的演奏家参与到这个行列来。因为演奏家了解乐器特性，熟悉演奏

技法，对于挖掘、整理、移植、改编民间音乐中的精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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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音乐中有相当多的作品音调蕴含着深刻的意境内涵 

    

  在目前的民族器乐文献中，最能体现其乐器特性，意境深远的经典性作品多是传统乐曲或根据民间乐

曲加工整理和移植改编的作品。如在二胡作品中，意境深远、内涵深刻的作品首推《二泉映月》和《江河

水》，《二泉映月》的艺术境界似乎还更博大、深远一些。琵琶作品文献中仍首推《十面埋伏》、《霸王

卸甲》、《夕阳箫鼓》、《塞上曲》这样的武曲、文曲精品。唢呐、管子有影响、有分量的作品几乎全是

根据民间乐曲加工整理和改编的。这里面有一个音调涵量和艺术意境创造手法的问题。 

  民族器乐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意境创造和表现体系。中国艺术追求意境深

远，追求一往情深，在具体表现上又追求超旷空灵。绘画讲究空白，诗词造句要求以最精炼的字句表达出

最深刻的内涵、意味。而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都是有充分反映的。对于中国民族器乐来说，是决不

可以简单地根据旋律音数的多少，速度的快慢，篇幅的长短来判断一首作品的高低。“言简意赅”、“意

味深长”都决不是话多所能表现出来的。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两首二胡曲，从谱面上分析，无

论是从结构、旋律音型的跌宕起伏，速度的多变等，就纯粹的作曲技法而言，后者都是复杂于前者的。但

《二泉映月》艺术境界的高大深远，又是《听松》所不及的，这里面包含了艺术意境创造中一个很深奥的

课题。当然这决不是说旋律音数少，速度变化少就好，这要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题材、情感内涵来决

定。民间音乐中有相当多的作品篇幅长大，在速度、音色和旋律音高变化上非常复杂，有的作品复杂的令

人惊异。旋律音数少并不等于音高的变化少，这里面有一个以有声表现无声，以有限表现无限的美学命

题。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轻视民间音乐作品，或认为民间音乐简单而忽视它。 

  另外，民间器乐、戏曲、说唱音乐中有着无数的器乐曲牌，无数的器乐曲牌又有着无数的变异形式。

各种形式、体裁的民间器乐曲，在它的形成、衍变与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了无数优秀的民间艺人对它进行加

工整理、移植改编的。凝结着无数民间艺人的集体智慧，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作品音调中往往包容着深刻

的文化内涵。其中汇聚着丰富的旋律发展手法和曲调处理手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掌握。 

把目光投向民间音乐，选择民间音乐中一些优秀作品进行加工整理、移植改编，赋予其新的艺术内涵，或

采用民间音乐素材进行专业创作，对于推动和提高民族器乐的创作水平，积累其文献数量是一条非常重要

的途径。 

三、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丰富的、多种多样的风格技法 

  中国音乐最讲究“声”、“韵”。在戏曲唱腔中也就是吐字发声，以及发声后的各种润腔变化，不同

的吐字发声和润腔变化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声腔特点。在器乐里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技巧发声和发声后的各种

润饰变化，也就是弦乐器的右手技法和左手的作韵技法。右手技法的变化产生的是音响特征的变化，左手

技法的变化是音高的变化。左手有许多技法体现在音与音之间，因为音与音之间有着丰富的音高变化。所

以对已有曲调进行移植、改编，作细腻处理是通过演奏技法和演唱技法来体现的。因而在民间音乐中才有

“老本谱”和各种各样的“演奏谱”。各种各样的演奏法和技巧表现在民间器乐曲中是一种重要的作曲手

段。因为民间音乐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最初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演奏、演唱出来的，有些有谱，有些没

谱，有谱的只记老本谱。并且民间音乐各种演奏技法的形成是和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乐种风格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乐种、不同的声腔都有一套表现自己音乐风格的演奏、演

唱技法体系。对于专业演奏者和专业教学来讲，决不可以对它漠然视之，或认为民间音乐的许多演奏、演

唱法不科学而忽视它。 

  对于一个乐器的演奏技术训练来讲，当它不和具体的音乐作品风格联系在一起时，它是存在一个演奏

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以最自然的方法使一件乐器发出最美好的声音的问题。当和具体

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所体现的乐种风格联系在一起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能用同一种技法

去演奏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和河南民间乐曲，不能以专业二胡的演奏法去演奏阿炳的托音胡琴作品。因为

各种不同的乐种风格是靠它特有的技法来表现的。 

  对于一个民间艺人来讲，他可能只会、也许是只需要会演奏他所熟悉的民间音乐作品或他所能接触到

的民间音乐作品，形成一套他所熟悉的民间音乐演奏技法与风格。而对于当代专业演奏家来说，则需要掌

握各种不同风格的技法，除了演奏专业创作器乐作品之外，要真正能以不同的技法特点去演奏不同的传统

音乐作品和根据民间乐曲加工整理、移植改编的作品。因此，对民间器乐、戏曲、说唱音乐中的好作品进



行移植、改编也是学习和掌握各种不同的演奏技法与风格，拓宽音乐表现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代民族器乐的发展在加强专业创作的同时，不要忘了把目光投向民间音乐，不要忘了去学习、了解

我们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去学习和掌握历经时间考验的，凝结着无数优秀民间艺人杰出智慧的民间音乐

精品和各种优秀的艺术意境创造手法，那是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基础。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外来的

优秀音乐文化，但在借鉴的同时不要丢掉我们的基础。只有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去创新，才能创造出新

时代的民族器乐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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