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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伟大的民族音乐先驱者刘天华先生创作了十首著名的二胡曲并将“地本庸微，不足以登大雅
之堂”的民族乐器——二胡引入了高等学府的音乐课堂以来。
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
如今为二胡所创作的乐曲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二胡的演奏技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二胡独
奏的形式也已经为国内外各种音乐会上的保留节目，并且深为我国广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喜爱。
在回顾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以刘天华先生为代表的，为了弘扬中国民族音
乐文化而奋斗终生的前辈艺术家们，经过了他们不懈地努力，为二胡创作出了许多哙灸人口的优秀乐
曲。
并使二胡演奏艺术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顺利的发展。
作为近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著名的民族器乐作曲家、教育家和革新家，刘天华先生从上个世纪二十
年代以来就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了西方的音乐文化，创作了十首著名的二胡曲（十大名曲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探索并实践了一条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道路；嗣后，著名的民间音乐家
华彦钧（阿炳）在继承传统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他留下的三首著名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和《寒春风曲》）无论在乐曲的结构、旋律的
发展手法和演奏技巧方面都在传统和民间乐曲的基础上有了较为鲜明的创新与发展。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尔后二胡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开拓了二胡事业发展中继往开来
的广阔道路。
如今，他们所创作的著名二胡曲作为二胡演奏艺术发展道路中的宝贵遗产已经在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
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音乐的巨大贡献也已载人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史册。
继刘天华先生之后，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陆修棠、蒋风之、陈振铎先生等以及与华彦钧几乎同
时代的著名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等也在二胡音乐的发展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们创作和演奏的《怀乡行》、《汉宫秋月》、《流波曲》、《弹乐》等著名的二胡曲至今仍然具有
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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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伟大的民族音乐先驱者刘天华先生创作了十首著名的二胡曲并将“地本庸微，不足以登大雅
之堂”的民族乐器——二胡引入了高等学府的音乐课堂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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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长福，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二胡演奏家、民族音乐教育家，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胡琴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
　　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四十年来，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二胡演奏及教学人才，其中大部分已是中央直属
艺术院团的业务骨干及中央和省级艺术团体及音乐艺术院校的独奏演员和教学骨干力量。
历年来其数名学生曾多次在国内和国际二胡大赛中获得大奖并名列前茅。
　　多年来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有训练价值的练习曲和有鲜明音乐风格的独奏曲，并撰写发表了多篇学
术水准较高的论文。
由他提出并实践推广的“以基础技巧、应用技巧（含“风格性技巧”）和音乐表现为基本程序”的教
学主导理论对于促进民族器乐的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发表的主要论文及著述有：《二胡演奏中的风格性技巧》、《二胡弓法的技巧性应用》、《二胡演奏
中的换把问题》、《刘天华二胡曲的演奏艺术》及《二胡演奏杂谈》（十篇）、《二胡教学随笔》（
十二篇），教程《儿童学二胡入门》（专著）、《二胡系统进阶练习曲集》（上、下），主编了《中
央音乐学院海内外二胡考级教程》、香港考区《二胡考级教程》主要的乐曲创作有：二胡独奏曲《草
原新牧民》、《杏花天影》，中胡独奏曲《怀念》、《塞外情思》，高胡独奏曲《瑶山雨》、《草原
小姐妹》，板胡独奏曲《喜送丰收粮》、《山乡节日》等；多年来还为海内外多家音像公司录制出版
了多张个人专辑的CD、VCD以及教学示范VCD、考级辅导VCD、个人专辑的盒式录音带等。
　　还应邀多次出访了加拿大、日本、瑞典、芬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坦桑尼亚、布隆迪、
塞舌尔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进行了演出和讲学等活动，所到之处均获好评。
为此，北京音乐台“大明星”栏目和台湾高雄广播电台对其进行了专题采访并介绍了其演奏、教学和
创作等艺术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新闻
媒体均以“刘长福的二胡艺术”、“名师风采”等专题节目的形式对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道路进行了
报道。
其生平和业绩已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文化英才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典》及
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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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良宵2.赛马3.拉骆驼4.光明行5.怀乡行6.听松7.月夜8.流波曲9.江南春色10.空山鸟语11.金珠玛米赞12.春
诗13.闲居吟14.秦腔主题随想曲15.葡萄熟了16.江河水17.豫北叙事曲18.河南小曲19.一枝花20.病中吟21.
草原新牧民22.三门峡畅想曲23.汉宫秋月24.二泉映月25.蓝花花叙事曲26.新婚别27.红梅随想曲28.阳光照
耀着塔什库尔干29.长城随想（协奏曲）30.第一二胡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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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曲是根据云南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为素材，并加以融合与提炼而创作的一首极具云南音乐风格
又体现了时代气息的优秀二胡曲。
乐曲采用了单乐章多段体的形式，巧妙而频繁地运用了节拍律动的变化并通过了大小三度和弦的交替
应用、不同主题音调的发展变化以及多种变化音与调式调性的色彩对比，展现了神奇的云南风光和美
丽的西双版纳原始丛林以及云南边寨的风土人情，表现了朴实的民风和浓烈的音乐风格。
那幽深的原始森林、神秘的林间景象，那慓悍的和柔美的舞姿无不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对那方深情的土
地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眷恋和热爱。
　　全曲由九个自然段落组成。
　　第一段是散板式的引子，音乐的开头以高音区自由的旋律音组合，将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森林的
静谧和幽深的意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那林间的鸟儿啼啭、潺潺的流水、崎岖而神奇的林间小路和迷人的林间景象，使人神往、令人陶醉。
演奏时为表现空旷和静谧的音乐效果，开始时一般应少揉弦。
在弓法、力度安排和运弓幅度、运弓部位的变化等方面也要细腻而丰富，要以多变的技巧手段发出亮
丽而富有变化的声音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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