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线 谱 、 简 谱 对 照 ） 

陈 御 麟 　 编 著 

 

二 胡 基 础 演 奏 法 



序 言 

二 胡 是 我 国 人 民 十 分 喜 爱 的 民 族 乐 器 ， 不 但 在 我 国 内 地 

的 城 市 、 农 村 和 台 湾 、 香 港 、 澳 门 等 地 区 ， 并 且 在 海 外 凡 有 华 人 

的 地 方 ， 都 有 许 多 爱 好 者 。 这 些 年 ， 随 着 我 国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的 

发 展 ， 越 来 越 多 的 非 华 裔 外 国 人 也 对 中 国 的 二 胡 产 生 了 兴 趣 ， 

并 向 当 地 华 人 演 奏 家 学 习 ， 有 些 人 甚 至 特 地 来 中 国 学 习 演 奏 。 

但 这 些 年 我 国 出 版 的 民 族 器 乐 教 材 却 跟 不 上 形 势 的 发 展 ， 能 

够 帮 助 自 学 的 教 材 更 难 见 到 。 金 盾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陈 御 麟 编 著 

的 这 本 《 二 胡 基 础 演 奏 法 》 ， 将 会 弥 补 这 方 面 的 不 足 。 

看 了 这 本 书 稿 后 我 感 到 有 如 下 几 个 特 点 ： 第 一 、 通 俗 易 

懂 。 他 把 左 、 右 手 比 较 复 杂 的 演 奏 技 术 用 分 解 方 法 以 通 俗 的 语 

言 由 浅 入 深 、 循 序 渐 进 地 分 析 讲 解 ， 既 说 明 正 确 的 方 法 ， 又 提 

醒 克 服 容 易 出 现 的 偏 差 ， 使 自 学 者 能 够 少 走 弯 路 ， 正 确 地 掌 握 

二 胡 演 奏 。 第 二 、 练 习 曲 选 择 比 较 广 泛 。 二 胡 演 奏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能 掌 握 民 间 各 种 演 奏 风 格 ， 该 书 以 较 大 的 篇 幅 较 广 泛 地 选 

择 了 我 国 各 地 的 民 族 民 间 乐 曲 、 歌 曲 、 戏 曲 ， 同 时 也 选 编 了 一 

批 现 代 创 作 的 练 习 曲 、 独 奏 曲 ， 还 移 植 改 编 了 一 些 外 国 乐 器 的 

优 秀 练 习 曲 ， 使 学 习 者 能 够 较 全 面 地 掌 握 二 胡 演 奏 技 巧 。 第 

三 、 该 书 对 其 中 的 许 多 练 习 曲 、 乐 曲 的 讲 解 不 但 介 绍 演 奏 方 

法 ， 同 时 介 绍 乐 曲 所 要 表 达 的 内 容 、 情 感 和 风 格 ， 从 而 启 发 学 

习 者 的 音 乐 想 象 ， 提 高 乐 感 水 平 。 第 四 、 该 书 以 五 线 谱 、 简 谱 对 

照 的 方 法 编 写 ， 别 具 一 格 ， 既 为 只 识 简 谱 的 自 学 者 学 习 五 线 谱 

带 来 方 便 ， 又 能 满 足 只 识 五 线 谱 不 识 简 谱 的 二 胡 爱 好 者 的 需 

要 。 

因 此 ， 我 认 为 《 二 胡 基 础 演 奏 法 》 是 为 广 大 二 胡 爱 好 者 自 

学 提 供 的 一 本 较 全 面 实 用 的 教 材 。 

陈 御 麟 从 事 专 业 二 胡 演 奏 工 作 近 40年 ， 他 最 大 的 特 点 就 

是 刻 苦 勤 奋 、 虚 心 好 学 ， 对 民 族 音 乐 事 业 十 分 执 着 。 1959年 ， 

他 刚 参 加 中 国 建 筑 文 工 团 民 乐 队 时 年 仅 14岁 ， 正 赶 上 排 练 我 



和 孙 绰 同 志 作 曲 的 七 场 歌 剧 《 大 青 山 凯 歌 》 ， 他 每 天 苦 练 ， 不 到 

三 个 月 就 参 加 了 乐 队 演 奏 ， 给 我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印 象 。 1963年 

调 到 海 政 文 工 团 后 ， 他 又 担 任 了 板 胡 、 高 胡 演 奏 ， 在 著 名 民 族 

弓 弦 乐 大 师 刘 明 源 先 生 的 指 导 下 刻 苦 学 习 ， 很 快 担 起 领 奏 重 

任 ， 1970年 录 制 我 作 曲 的 电 影 《 南 海 风 云 》 音 乐 ， 他 在 《 西 沙 ， 

我 可 爱 的 家 乡 》 中 的 高 胡 独 奏 十 分 出 色 ， 获 得 了 一 致 好 评 。 

1979年 ， 他 在 我 作 曲 的 歌 剧 《 壮 丽 的 婚 礼 》 乐 队 中 担 任 乐 队 首 

席 和 高 胡 主 奏 ， 不 但 将 刚 组 建 起 来 的 民 族 乐 队 弓 弦 乐 声 部 训 

练 得 整 齐 划 一 ， 而 且 将 充 满 南 国 风 味 的 旋 律 演 奏 得 非 常 出 色 。 

为 此 ， 在 该 剧 荣 获 建 国 三 十 周 年 全 国 优 秀 文 艺 调 演 演 出 一 等 

奖 的 同 时 ， 他 被 荣 记 了 三 等 功 。 

我 与 陈 御 麟 同 志 共 事 三 十 多 年 ， 他 对 工 作 勤 勤 恳 恳 ， 热 情 

认 真 ， 对 民 族 音 乐 一 往 情 深 ， 怀 有 很 强 的 使 命 感 。 特 别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 他 长 期 患 风 湿 性 心 脏 病 ， 并 于 1991年 作 了 心 脏 大 手 

术 ， 但 他 长 期 坚 持 自 学 音 乐 和 文 艺 理 论 ， 在 事 业 上 顽 强 拼 搏 ， 

不 但 在 演 奏 上 ， 而 且 在 创 作 和 民 族 音 乐 社 会 活 动 方 面 都 作 出 

了 不 少 成 绩 ， 近 年 来 ， 他 又 展 开 了 民 乐 普 及 辅 导 工 作 ， 并 且 卓 

有 成 效 。 《 二 胡 基 础 演 奏 法 》 的 出 版 ， 是 他 对 民 族 音 乐 事 业 的 又 

一 新 贡 献 ， 我 由 衷 地 向 他 表 示 祝 贺 。 



前 言 

二 胡 是 我 国 流 行 最 广 的 一 种 民 族 弓 弦 乐 器 。 由 于 它 那 淳 厚 的 音 色 和 富 于 歌 唱 

性 的 演 奏 特 点 ， 不 但 成 为 我 国 许 多 地 方 戏 曲 、 歌 舞 音 乐 的 主 奏 乐 器 ， 而 且 是 一 种 广 

受 欢 迎 的 独 奏 乐 器 。 自 20世 纪 30年 代 以 刘 天 华 先 生 为 代 表 的 新 型 民 族 音 乐 家 倡 

导 “ 国 乐 改 进 ” 以 来 ， 特 别 是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 在 广 大 民 乐 工 作 者 的 努 力 下 ， 二 胡 

无 论 在 演 奏 技 巧 还 是 在 曲 目 创 作 上 都 有 了 突 飞 猛 进 的 发 展 ， 不 但 在 我 国 越 来 越 普 

及 ， 而 且 在 海 外 也 受 到 广 泛 欢 迎 。 近 30年 来 ， 我 国 香 港 、 台 湾 地 区 以 及 东 南 亚 一 些 

国 家 大 力 推 广 普 及 中 国 民 乐 ， 涌 现 出 了 大 批 的 二 胡 爱 好 者 。 

近 年 来 ， 随 着 我 国 中 小 学 课 外 民 乐 教 育 的 广 泛 开 展 和 各 地 民 乐 活 动 的 蓬 勃 发 

展 ， 学 习 民 族 乐 器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二 胡 由 于 携 带 方 便 ， 练 习 和 演 奏 不 受 场 地 限 制 ， 

加 之 组 织 乐 队 需 要 二 胡 的 数 量 比 较 大 ， 因 此 学 习 二 胡 的 人 更 为 广 泛 。 许 多 青 少 年 

从 学 习 民 族 乐 器 中 开 发 了 音 乐 潜 能 ， 促 进 了 智 力 发 展 ， 增 强 了 民 族 文 化 的 修 养 。 

在 学 习 中 ， 能 够 得 到 专 业 演 奏 家 的 辅 导 ， 当 然 是 最 理 想 的 。 但 是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更 多 的 爱 好 者 不 能 得 到 这 种 辅 导 ， 只 有 靠 自 学 ， 这 也 需 要 有 正 确 的 指 导 。 由 于 得 

不 到 正 确 的 指 导 ， 使 得 一 些 很 有 潜 力 的 青 少 年 不 能 登 上 更 高 的 层 次 ， 有 的 半 途 而 

废 ， 遗 憾 终 生 。 

为 了 把 二 胡 的 基 本 演 奏 方 法 介 绍 给 二 胡 爱 好 者 ， 同 时 也 为 初 学 二 胡 的 少 儿 家 

长 帮 助 孩 子 练 琴 提 供 参 考 ， 我 们 编 写 了 这 本 《 二 胡 基 础 演 奏 法 》 ， 奉 献 给 读 者 。 本 书 

自 换 把 练 习 以 后 ， 逐 渐 增 加 了 难 度 ， 只 要 前 面 的 练 习 做 得 准 确 、 扎 实 ， 后 面 的 也 是 

可 以 攀 登 的 。 在 练 习 中 要 认 真 阅 读 文 字 讲 解 。 另 外 ， 要 保 证 每 天 半 小 时 以 上 的 练 习 

时 间 。 

当 前 ， 我 国 学 校 的 音 乐 教 育 已 逐 步 采 用 五 线 谱 ， 为 使 本 书 同 学 校 的 音 乐 教 育 

协 调 起 来 ， 同 时 也 为 海 外 中 国 民 乐 爱 好 者 提 供 方 便 ， 本 书 的 练 习 曲 均 用 五 线 谱 。 但 

考 虑 到 在 我 国 大 多 数 群 众 音 乐 活 动 中 ， 简 谱 使 用 得 还 比 较 多 的 实 际 状 况 ， 因 此 同 

时 在 五 线 谱 下 面 标 以 简 谱 。 五 线 谱 有 两 种 视 唱 （ 奏 ） 方 法 ： 一 为 固 定 唱 名 法 ， 一 为 首 

调 唱 名 法 。 长 期 以 来 ， 二 胡 是 按 “ 首 调 ” 观 念 教 学 的 ， 这 是 因 为 用 固 定 唱 名 法 视 奏 ， 

对 于 我 国 地 方 特 色 十 分 浓 郁 的 曲 调 来 讲 ， 大 多 数 人 很 难 掌 握 其 中 的 韵 律 。 因 此 ， 本 

书 按 “ 首 调 唱 名 法 ” 讲 解 。 

本 书 选 用 的 乐 曲 ， 除 署 名 的 以 外 ， 均 为 本 书 作 者 创 作 或 编 写 。 有 的 曲 调 多 年 来 

一 直 以 民 歌 或 儿 歌 流 传 出 版 ， 如 有 原 作 者 发 现 此 问 题 ， 请 与 本 书 作 者 联 系 ， 以 便 再 

版 时 修 正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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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34： 卖 报 歌 ⋯ ⋯ ⋯ ⋯ ⋯ ⋯ ⋯ ⋯ （ 37） 

练 习 35： 华 山 十 二 烈 士 ⋯ ⋯ ⋯ ⋯ ⋯ （ 38） 

练 习 36： 四 保 上 工 ⋯ ⋯ ⋯ ⋯ ⋯ ⋯ ⋯ （ 38） 

练 习 37： 北 风 吹 ⋯ ⋯ ⋯ ⋯ ⋯ ⋯ ⋯ ⋯ （ 39） 

练 习 38： 故 乡 ⋯ ⋯ ⋯ ⋯ ⋯ ⋯ ⋯ ⋯ ⋯ （ 39） 

练 习 39： 苦 伶 仃 ⋯ ⋯ ⋯ ⋯ ⋯ ⋯ ⋯ ⋯ （ 40） 

练 习 40： 一 休 之 歌 ⋯ ⋯ ⋯ ⋯ ⋯ ⋯ ⋯ （ 41） 

练 习 41： 铃 儿 响 叮 当 ⋯ ⋯ ⋯ ⋯ ⋯ ⋯ （ 43） 

练 习 42： 顺 采 茶 变 奏 曲 ⋯ ⋯ ⋯ ⋯ ⋯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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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F调 （ 6— 3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练 习 43、 44： 音 阶 练 习 （ 一 ） ⋯ ⋯ ⋯ ⋯ （ 45） 

练 习 45： 音 阶 练 习 （ 二 ） ⋯ ⋯ ⋯ ⋯ ⋯ （ 47） 

练 习 46：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 （ 47） 

练 习 47： 小 情 人 ⋯ ⋯ ⋯ ⋯ ⋯ ⋯ ⋯ ⋯ （ 49） 

练 习 48： 阿 银 白 ⋯ ⋯ ⋯ ⋯ ⋯ ⋯ ⋯ ⋯ （ 50） 

练 习 49： 信 天 游 ⋯ ⋯ ⋯ ⋯ ⋯ ⋯ ⋯ ⋯ ⋯ （ 50） 

练 习 50： 卖 扁 食 ⋯ ⋯ ⋯ ⋯ ⋯ ⋯ ⋯ ⋯ （ 51） 

练 习 51： 秧 歌 调 ⋯ ⋯ ⋯ ⋯ ⋯ ⋯ ⋯ ⋯ （ 51） 

十 、 C调 （ 2— 6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练 习 59： 音 阶 练 习 （ 一 ） ⋯ ⋯ ⋯ ⋯ ⋯ （ 58） 

练 习 60： 音 阶 练 习 （ 二 ） ⋯ ⋯ ⋯ ⋯ ⋯ （ 59） 

练 习 61：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 （ 60） 

练 习 62： 贝 忽 ⋯ ⋯ ⋯ ⋯ ⋯ ⋯ ⋯ ⋯ ⋯ （ 62） 

练 习 63： 山 歌 ⋯ ⋯ ⋯ ⋯ ⋯ ⋯ ⋯ ⋯ ⋯ （ 63） 

练 习 64： 放 羊 调 ⋯ ⋯ ⋯ ⋯ ⋯ ⋯ ⋯ ⋯ ⋯ （ 64） 

十 一 、 bB调 （ 3— 7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练 习 71： 音 阶 练 习 （ 一 ） ⋯ ⋯ ⋯ ⋯ ⋯ （ 70） 

练 习 72： 音 阶 练 习 （ 二 ） ⋯ ⋯ ⋯ ⋯ ⋯ （ 71）  

练 习 73： 达 拉 瓦 ⋯ ⋯ ⋯ ⋯ ⋯ ⋯ ⋯ ⋯ （ 72） 

练 习 74： 沂 蒙 山 歌 ⋯ ⋯ ⋯ ⋯ ⋯ ⋯ ⋯ （ 72） 

练 习 75： 在 北 京 的 金 山 上 ⋯ ⋯ ⋯ ⋯ （ 73） 

练 习 76： 打 连 城 ⋯ ⋯ ⋯ ⋯ ⋯ ⋯ ⋯ ⋯ （ 74） 

十 二 、 A调 （ 4— 1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 

练 习 83：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82） 

练 习 84： 幸 福 拍 手 歌 ⋯ ⋯ ⋯ ⋯ ⋯ ⋯ ⋯ （ 83） 

练 习 85： 四 季 歌 ⋯ ⋯ ⋯ ⋯ ⋯ ⋯ ⋯ ⋯ ⋯ （ 83） 

十 三 、 二 胡 的 换 把 方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  

 （ 一 ）  把 位 ⋯ ⋯ ⋯ ⋯ ⋯ ⋯ ⋯ ⋯ ⋯ ⋯ ⋯  （ 88）  

（ 二 ） 换 把 的 基 本 方 法 和 要 求 ⋯ ⋯ ⋯ （ 88） 

（ 三 ） 换 把 的 种 类 ⋯ ⋯ ⋯ ⋯ ⋯ ⋯ ⋯ ⋯ （ 92） 

（ 四 ） 换 把 的 方 式 ⋯ ⋯ ⋯ ⋯ ⋯ ⋯ ⋯ ⋯ （ 93） 

练 习 89： 从 一 指 开 始 的 换 把 ⋯ ⋯ ⋯ （ 95） 

练 习 90： 换 把 练 习 （ 一 ） ⋯ ⋯ ⋯ ⋯ ⋯ （ 96） 

练 习 91： 从 二 指 开 始 的 换 把 ⋯ ⋯ ⋯ （ 97） 

十 四 、 D调 （ 1— 5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练 习 98： 两 个 八 度 内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03） 

练 习 52： 牧 歌 ⋯ ⋯ ⋯ ⋯ ⋯ ⋯ ⋯ ⋯ ⋯ （ 52） 

练 习 53：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 ⋯ ⋯ ⋯ （ 52）  

练 习 54： 哇 哈 哈 ⋯ ⋯ ⋯ ⋯ ⋯ ⋯ ⋯ ⋯ ⋯ （ 53） 

练 习 55： 小 鸭 子 ⋯ ⋯ ⋯ ⋯ ⋯ ⋯ ⋯ ⋯ （ 53） 

练 习 56： 采 茶 扑 蝶 ⋯ ⋯ ⋯ ⋯ ⋯ ⋯ ⋯ （ 54） 

练 习 57： 快 乐 的 罗 嗦 ⋯ ⋯ ⋯ ⋯ ⋯ ⋯ （ 56） 

练 习 58： 小 白 兔 跳 跳 ⋯ ⋯ ⋯ ⋯ ⋯ ⋯ ⋯ （ 57） 

练 习 65： 思 想 起 ⋯ ⋯ ⋯ ⋯ ⋯ ⋯ ⋯ ⋯ ⋯ （ 64） 

练 习 66： 信 天 游 ⋯ ⋯ ⋯ ⋯ ⋯ ⋯ ⋯ ⋯ （ 65） 

练 习 67： 军 民 大 生 产 ⋯ ⋯ ⋯ ⋯ ⋯ ⋯ （ 66） 

练 习 68： 雨 不 洒 花 花 不 红 ⋯ ⋯ ⋯ ⋯ （ 66） 

练 习 69： 可 爱 的 蓝 精 灵 ⋯ ⋯ ⋯ ⋯ ⋯ （ 67） 

练 习 70： 花 仙 子 之 歌 ⋯ ⋯ ⋯ ⋯ ⋯ ⋯ （ 68） 

练 习 77： 诺 恩 吉 亚 ⋯ ⋯ ⋯ ⋯ ⋯ ⋯ ⋯ （ 75） 

练 习 78： 四 辈 上 工 ⋯ ⋯ ⋯ ⋯ ⋯ ⋯ ⋯ （ 76） 

练 习 79： 放 牛 歌 ⋯ ⋯ ⋯ ⋯ ⋯ ⋯ ⋯ ⋯ （ 76） 

练 习 80： 果 树 园 开 满 花 ⋯ ⋯ ⋯ ⋯ ⋯ （ 77）  

练 习 81： 采 莲 调 ⋯ ⋯ ⋯ ⋯ ⋯ ⋯ ⋯ ⋯ （ 78） 

练 习 82：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 （ 79） 

练 习 86：  栽 泡 桐 ⋯ ⋯ ⋯ ⋯ ⋯ ⋯ ⋯ ⋯ （ 84）   

练 习 87： 邮 递 马 车 ⋯ ⋯ ⋯ ⋯ ⋯ ⋯ ⋯ （ 84） 

练 习 88： 上 把 位 快 弓 综 合 练 习 ⋯ ⋯ （ 86）  

练 习 92： 换 把 练 习 （ 二 ） ⋯ ⋯ ⋯ ⋯ ⋯ （ 99） 

练 习 93： 换 把 练 习 （ 三 ） ⋯ ⋯ ⋯ ⋯ （ 100） 

练 习 94： 换 把 练 习 （ 四 ） ⋯ ⋯ ⋯ ⋯ （ 100） 

练 习 95： 换 把 练 习 （ 五 ） ⋯ ⋯ ⋯ ⋯ （ 101） 

练 习 96：  换 把 练 习 （ 六 ） ⋯ ⋯ ⋯ ⋯ ⋯ （ 102）  

练 习 97： 换 把 练 习 （ 七 ） ⋯ ⋯ ⋯ ⋯ （ 102） 

练 习 99：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05） 

练 习 100： 摇 篮 曲 ⋯ ⋯ ⋯ ⋯ ⋯ ⋯ ⋯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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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101： 劳 动 最 光 荣 ⋯ ⋯ ⋯ ⋯ ⋯ （ 107） 

练 习 102： 森 吉 德 玛 ⋯ ⋯ ⋯ ⋯ ⋯ ⋯ （ 109） 

练 习 103： 拔 根 芦 柴 花 ⋯ ⋯ ⋯ ⋯ ⋯ （ 110） 

十 五 、 G调 （ 5— 2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练 习 106：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15） 

练 习 107：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15） 

练 习 108： 绣 荷 包 （ 一 ） ⋯ ⋯ ⋯ ⋯ （ 116） 

练 习 109： 绣 荷 包 （ 二 ） ⋯ ⋯ ⋯ ⋯ （ 117） 

练 习 110： 蓝 花 花 ⋯ ⋯ ⋯ ⋯ ⋯ ⋯ ⋯ （ 117） 

十 六 、 F调 （ 6— 3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6） 

练 习 120： 草 原 之 夜 ⋯ ⋯ ⋯ ⋯ ⋯ ⋯ （ 130） 

练 习 121： 小 夜 曲 ⋯ ⋯ ⋯ ⋯ ⋯ ⋯ ⋯ （ 132） 

练 习 122： 夜 深 沉 ⋯ ⋯ ⋯ ⋯ ⋯ ⋯ ⋯ （ 133） 

练 习 123： 三 门 峡 畅 想 曲 （ 节 选 ） 

练 习 116：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26） 

练 习 117：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27） 

练 习 118： 小 河 淌 水 ⋯ ⋯ ⋯ ⋯ ⋯ ⋯ （ 128） 

练 习 119： 拉 骆 驼 ⋯ ⋯ ⋯ ⋯ ⋯ ⋯ ⋯ （ 129） 

十 七 、 C调 （ 2— 6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8） 

练 习 124：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38） 

练 习 125：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39） 

练 习 126： 秋 收 ⋯ ⋯ ⋯ ⋯ ⋯ ⋯ ⋯ ⋯ （ 140） 

练 习 127： 鱼 水 情 深 ⋯ ⋯ ⋯ ⋯ ⋯ ⋯ （ 142） 

练 习 128： 花 儿 与 少 年 ⋯ ⋯ ⋯ ⋯ ⋯ （ 143） 

练 习 129： 山 丹 丹 开 花 红 艳 艳 ⋯ ⋯ （ 144） 

十 八 、 
b
B调 （ 3— 7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练 习 135：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56） 

练 习 136：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57） 

练 习 137： 二 月 里 来 ⋯ ⋯ ⋯ ⋯ ⋯ ⋯ （ 158） 

十 九 、 A调 （ 4— 1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练 习 141：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 ⋯ ⋯ ⋯ ⋯ ⋯ ⋯ （ 166） 

练 习 142：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 ⋯ ⋯ （ 166） 

练 习 143： 小 茉 莉 ⋯ ⋯ ⋯ ⋯ ⋯ ⋯ ⋯ （ 168） 

练 习 144： 苏 武 ⋯ ⋯ ⋯ ⋯ ⋯ ⋯ ⋯ ⋯ （ 169） 

练 习 145： 芦 笛 ⋯ ⋯ ⋯ ⋯ ⋯ ⋯ ⋯ ⋯ （ 170） 

练 习 146： 赞 大 寨 （ 节 选 ） ⋯ ⋯ ⋯ （ 171） 

二 十 、 转 调 综 合 技 巧 练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 

练 习 104： 长 弓 活 指 换 把 练 习 ⋯ ⋯ （ 111） 

练 习 105： 综 合 练 习 ⋯ ⋯ ⋯ ⋯ ⋯ ⋯ （ 112） 

练 习 111： 嘎 达 梅 林 ⋯ ⋯ ⋯ ⋯ ⋯ ⋯ ⋯ （ 118） 

练 习 112： 浏 阳 河 ⋯ ⋯ ⋯ ⋯ ⋯ ⋯ ⋯ （ 119） 

练 习 113： 渔 舟 凯 歌 （ 节 选 ） ⋯ ⋯ ⋯ （ 120） 

练 习 114： 喜 洋 洋 ⋯ ⋯ ⋯ ⋯ ⋯ ⋯ ⋯ （ 122） 

练 习 115： 花 好 月 圆 ⋯ ⋯ ⋯ ⋯ ⋯ ⋯ （ 123） 

⋯ ⋯ ⋯ ⋯ ⋯ ⋯ ⋯ ⋯ ⋯ ⋯ （ 136） 

练 习 130： 化 蝶 ⋯ ⋯ ⋯ ⋯ ⋯ ⋯ ⋯ ⋯ （ 147） 

练 习 131： 瑶 族 舞 曲 （ 节 选 ） ⋯ ⋯ ⋯ （ 149） 

练 习 132： 新 疆 风 格 三 拍 子 综 合 

练 习 ⋯ ⋯ ⋯ ⋯ ⋯ ⋯ ⋯ ⋯ ⋯ （ 151） 

练 习 133： 快 弓 换 把 练 习 ⋯ ⋯ ⋯ ⋯ （ 153） 

练 习 134： 四 种 换 弦 方 法 练 习 ⋯ ⋯ （ 155） 

⋯ ⋯ ⋯ ⋯ ⋯ ⋯ ⋯ ⋯ ⋯ ⋯ （ 175）   

练 习 147： 葡 萄 熟 了 （ 节 选 ） ⋯ ⋯ ⋯ （ 172） 

练 习 148： 窗 花 舞 ⋯ ⋯ ⋯ ⋯ ⋯ ⋯ ⋯ ⋯ （ 173） 

练 习 149： 土 耳 其 进 行 曲 （ 节 选 ） 

练 习 150： 河 南 曲 子 调 ⋯ ⋯ ⋯ ⋯ ⋯ ⋯ （ 177）  

练 习 151： 洪 湖 人 民 的 心 愿 （ 节 选 ） 

练 习 138： 采 蘑 菇 的 小 姑 娘 ⋯ ⋯ ⋯ （ 159） 

练 习 139： 海 边 情 思 ⋯ ⋯ ⋯ ⋯ ⋯ ⋯ ⋯ （ 161） 

练 习 140： 喜 丰 收 ⋯ ⋯ ⋯ ⋯ ⋯ ⋯ ⋯ ⋯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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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82） 



练 习 152： 查 尔 达 什 （ 节 选 ） ⋯ ⋯ ⋯ （ 184） 

练 习 153： 混 合 节 奏 练 习 ⋯ ⋯ ⋯ ⋯ （ 186） 

练 习 154： 打 虎 上 山 （ 节 选 ） ⋯ ⋯ ⋯ （ 189） 

练 习 155： 压 弦 练 习 ⋯ ⋯ ⋯ ⋯ ⋯ ⋯ （ 192） 

练 习 156： 三 拍 子 综 合 练 习 ⋯ ⋯ ⋯ ⋯ （ 193） 

二 十 一 、 独 奏 曲 六 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5） 

闹 元 宵 ⋯ ⋯ ⋯ ⋯ ⋯ ⋯ ⋯ ⋯ ⋯ ⋯ ⋯ ⋯ （ 215） 

牧 马 人 ⋯ ⋯ ⋯ ⋯ ⋯ ⋯ ⋯ ⋯ ⋯ ⋯ ⋯ （ 223） 

洱 海 欢 歌 ⋯ ⋯ ⋯ ⋯ ⋯ ⋯ ⋯ ⋯ ⋯ ⋯ （ 234） 

附 录 ： 全 国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部 分 曲 目 辅 导 ⋯ ⋯ ⋯ ⋯ ⋯ ⋯ ⋯ ⋯ ⋯ ⋯ ⋯ ⋯ ⋯ ⋯ ⋯ ⋯ ⋯ ⋯ ⋯ （ 268） 

长 弓 练 习 ⋯ ⋯ ⋯ ⋯ ⋯ ⋯ ⋯ ⋯ ⋯ ⋯ ⋯ （ 268） 

连 顿 弓 练 习 ⋯ ⋯ ⋯ ⋯ ⋯ ⋯ ⋯ ⋯ ⋯ ⋯ （ 270） 

小 花 鼓 ⋯ ⋯ ⋯ ⋯ ⋯ ⋯ ⋯ ⋯ ⋯ ⋯ ⋯ ⋯ （ 274） 

绣 金 匾 ⋯ ⋯ ⋯ ⋯ ⋯ ⋯ ⋯ ⋯ ⋯ ⋯ ⋯ ⋯ （ 276） 

快 弓 换 弦 练 习 ： 《 平 原 竞 马 》 ⋯ ⋯ ⋯ （ 279） 
b
B调 上 把 音 准 校 正 练 习 ⋯ ⋯ ⋯ ⋯ （ 281） 

良 宵 ⋯ ⋯ ⋯ ⋯ ⋯ ⋯ ⋯ ⋯ ⋯ ⋯ ⋯ ⋯ ⋯ （ 284） 

赛 马 ⋯ ⋯ ⋯ ⋯ ⋯ ⋯ ⋯ ⋯ ⋯ ⋯ ⋯ ⋯ ⋯ （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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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 胡 的 构 造 

振 ， 再 通 过 琴 筒 使 音 量 扩 大 ， 传 给 听 众 。 因 此 ， 二 胡 声 音 的 好 坏 首 先 取 决 于 琴 的 质 量 。 所 以 ， 选 

择 一 把 好 的 二 胡 和 正 确 使 用 、 保 护 是 很 重 要 的 。 那 么 ， 什 么 琴 为 好 琴 呢 ？ 

（ 一 ） 从 木 料 上 说 ， 上 上 品 为 紫 檀 木 ， 上 品 为 老 红 木 或 乌 木 ， 次 之 为 乌 杨 或 新 红 木 ， 再 次 之 为 

花 梨 木 ， 其 他 杂 木 制 作 的 二 胡 只 可 作 为 初 学 练 习 之 用 。 

（ 二 ） 二 胡 琴 筒 的 形 状 一 般 为 六 角 形 或 前 八 角 后 圆 形 ， 也 有 圆 形 的 ， 还 有 经 过 改 革 的 扁 圆 或 

扁 八 方 的 ， 目 前 专 业 六 角 二 胡 琴 筒 的 长 度 为 130毫 米 ， 前 口 上 下 直 径 为 88毫 米 、 左 右 直 径 为 

100毫 米 ； 后 口 直 径 为 82毫 米 ， 筒 壁 厚 度 为 5毫 米 ， 前 口 蒙 皮 处 减 薄 至 3毫 米 。 

（ 三 ） 二 胡 筒 上 的 皮 膜 均 为 蟒 皮 ， 以 色 泽 鲜 艳 分 明 ， 鳞 纹 均 匀 ， 光 滑 带 有 油 性 、 薄 厚 适 中 为 上 

品 。 蟒 皮 的 薄 厚 和 蒙 得 松 紧 对 二 胡 的 音 色 影 响 很 大 ， 过 厚 则 振 动 迟 钝 ， 过 薄 则 声 音 单 薄 易 出 噪 

音 ； 蒙 得 过 紧 则 声 音 尖 硬 ， 蒙 得 偏 松 则 声 音 迟 钝 易 塌 陷 ， 一 般 来 讲 用 新 蟒 皮 蒙 琴 筒 偏 紧 一 点 为 

好 ， 开 始 用 时 在 皮 面 上 抹 一 点 植 物 油 ， 拉 完 琴 后 琴 马 压 在 皮 上 不 要 松 弦 ， 经 过 两 三 个 月 的 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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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胡 属 于 木 结 构 、 皮 面 振 动 的 拉 弦 乐 器 ， 由 琴 筒 、 皮 膜 、 琴 杆 、 琴 轴 、 琴 马 、 千 斤 、 琴 弦 、 弓 子 、 

琴 托 等 九 部 分 组 成 （ 图 1） 。 二 胡 发 音 的 原 理 是 拉 动 琴 弓 擦 动 琴 弦 通 过 琴 马 传 导 到 皮 膜 产 生 共 

一 、 二 胡 的 选 择 和 保 护 



拉 奏 ， 琴 皮 的 张 力 就 可 达 到 松 紧 适 中 ， 这 时 ， 需 备 一 截 与 琴 筒 横 面 一 般 长 的 铅 笔 在 用 完 琴 后 架 

在 弦 下 面 以 减 轻 琴 马 对 皮 膜 的 压 力 ， 保 持 皮 膜 的 最 佳 张 力 状 态 。 还 有 ， 如 在 南 方 购 琴 到 北 方 使 

用 ， 要 选 择 皮 面 张 力 偏 松 的 ； 在 北 方 购 琴 到 南 方 使 用 ， 要 选 择 皮 面 张 力 偏 紧 的 ， 我 国 北 方 气 候 干 

燥 ， 南 方 气 候 潮 湿 ， 皮 膜 受 气 候 的 影 响 会 产 生 很 大 的 变 化 。 

（ 四 ） 琴 杆 是 二 胡 的 支 撑 体 ， 要 承 受 琴 弦 重 大 拉 力 ， 木 质 一 定 要 好 ， 要 用 完 整 的 木 料 镟 成 ， 中 

间 不 可 有 疖 ， 更 不 能 拼 接 ， 否 则 ， 容 易 变 形 断 裂 。 琴 杆 过 去 都 是 圆 柱 形 ， 随 着 钢 丝 弦 的 普 遍 使 用 ， 

琴 弦 拉 力 增 大 ， 现 在 普 遍 改 为 能 抗 弯 的 扁 圆 形 ， 横 截 面 好 像 鹌 鹑 蛋 的 形 状 ， 琴 杆 标 准 长 度 一 般 

为 830毫 米 ， 过 长 琴 杆 易 弯 ， 过 短 则 弦 的 张 力 不 够 ， 影 响 音 色 。 

（ 五 ） 琴 轴 有 全 木 轴 ， 涡 轮 式 机 械 轴 ， 和 螺 杆 式 机 械 轴 三 种 ， 一 般 业 余 学 琴 多 用 机 械 轴 ， 它 的 

优 点 是 调 弦 方 便 ， 不 易 跑 弦 ， 但 在 选 购 时 要 检 查 制 作 是 否 精 密 ， 使 用 中 要 适 当 点 一 点 儿 缝 纫 机 

油 ， 避 免 受 潮 锈 蚀 溢 扣 跑 弦 等 问 题 。 

（ 六 ） 二 胡 的 琴 弦 在 50年 代 前 一 直 是 用 丝 弦 ， 在 50年 代 末 期 研 制 了 胡 琴 用 钢 丝 弦 ， 钢 丝 弦 

的 使 用 不 但 解 决 了 丝 弦 的 跑 弦 断 弦 问 题 ， 而 且 扩 大 了 二 胡 的 音 量 ， 增 加 了 高 音 区 的 纯 净 和 明 

亮 ， 大 大 拓 宽 了 二 胡 的 表 现 力 。 但 钢 丝 弦 不 是 随 便 什 么 钢 丝 都 可 用 的 ， 要 买 乐 器 厂 生 产 的 二 胡 

专 用 琴 弦 。 

（ 七 ） 二 胡 弓 子 是 由 弓 杆 与 弓 毛 组 成 的 ， 弓 杆 是 用 竹 子 烤 制 而 成 ， 弓 毛 为 一 绺 马 尾 ， 从 弓 尖 

弧 形 小 弯 中 穿 过 通 向 弓 根 系 在 鱼 尾 处 ， 弓 鱼 一 般 由 有 机 玻 璃 或 兽 骨 制 成 ， 固 定 在 弓 尾 螺 丝 上 用 

于 调 节 马 尾 松 紧 ， 整 个 弓 杆 呈 浅 马 鞍 型 。 弓 子 是 二 胡 演 奏 发 音 的 关 键 工 具 ， 它 的 质 量 对 于 演 奏 

的 影 响 极 大 ， 弓 杆 的 粗 细 、 轻 重 、 长 短 虽 各 有 所 好 ， 但 都 不 可 过 分 ， 过 轻 过 细 则 绵 软 无 力 ； 过 粗 过 

重 则 笨 拙 、 音 噪 ； 过 长 则 不 好 控 制 ； 过 短 则 影 响 长 音 演 奏 ， 因 此 ， 一 般 以 850毫 米 左 右 为 宜 ， 用 料 

有 老 红 竹 、 江 苇 竹 和 凤 眼 竹 ， 以 节 少 、 粗 细 均 匀 为 上 品 ， 弓 尖 和 弓 根 的 弯 度 要 适 中 ， 弯 度 过 大 则 

难 以 控 制 ； 弯 度 过 小 则 影 响 握 弓 手 指 的 灵 活 。 弓 毛 以 白 马 尾 为 上 品 。 选 择 琴 弓 除 了 要 注 意 前 面 

讲 的 问 题 外 ， 还 要 看 马 尾 梳 得 是 否 整 齐 ， 与 鱼 尾 连 接 处 捆 扎 得 是 否 牢 固 ， 不 少 新 购 的 琴 弓 用 不 

多 久 就 因 马 尾 松 脱 无 法 使 用 ， 就 是 在 选 购 琴 弓 时 没 有 注 意 这 个 问 题 。 另 外 ， 在 使 用 时 要 随 着 气 

候 的 变 化 及 时 调 整 马 尾 的 松 紧 ， 用 完 后 要 将 鱼 尾 螺 丝 拧 松 以 保 持 弓 杆 的 良 好 状 态 。 马 尾 一 沾 油 

脂 就 擦 不 上 松 香 ， 切 不 可 用 手 摸 马 尾 ， 以 保 持 弓 毛 的 洁 净 。 松 香 须 用 特 制 的 胡 琴 松 香 或 小 提 琴 

松 香 擦 在 弓 毛 上 ， 不 可 将 松 香 烫 在 琴 筒 上 ， 这 样 做 易 出 噪 音 ， 拉 起 琴 来 松 香 沫 飞 溅 沾 在 弦 上 和 

琴 杆 上 特 别 影 响 换 把 和 高 音 区 的 演 奏 。 新 的 弓 子 不 易 擦 上 松 香 ， 可 用 一 些 碎 松 香 碾 压 在 弓 毛 

上 ， 松 香 要 勤 擦 ， 每 次 不 要 擦 得 太 多 ， 一 般 以 拉 琴 二 至 三 个 小 时 后 擦 一 次 为 宜 。 

（ 八 ） 琴 马 是 将 琴 弦 的 声 音 传 导 到 琴 筒 的 关 键 部 件 ， 它 对 发 音 的 好 坏 、 音 量 的 大 小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制 作 琴 马 的 材 料 很 多 ， 几 十 年 来 ， 人 们 对 琴 马 的 制 作 进 行 了 多 种 试 验 ， 均 各 有 利 弊 ， 现 在 

大 都 使 用 枫 木 和 松 节 制 作 的 琴 马 ， 底 部 有 圆 形 的 或 椭 圆 形 的 ， 高 度 为 1厘 米 ， 底 部 宽 度 为 1． 5

厘 米 ， 上 部 横 宽 为 1厘 米 。 这 两 种 琴 马 普 遍 认 为 发 音 柔 和 、 音 质 纯 正 。 当 然 ， 二 胡 发 音 的 好 坏 不 

仅 仅 取 决 于 琴 马 ， 它 与 琴 筒 的 木 质 好 坏 、 皮 膜 的 薄 厚 、 松 紧 、 天 气 的 阴 晴 、 空 气 的 潮 湿 、 干 燥 、 冷 

暖 均 有 直 接 关 系 。 因 此 ， 琴 马 尽 可 多 备 几 种 （ 木 质 、 竹 质 、 骨 质 、 塑 料 等 ） 以 便 在 不 同 气 候 情 况 下 

进 行 调 整 ， 至 于 在 何 种 情 况 下 用 何 种 琴 马 ， 需 要 自 己 去 体 验 。 紧 靠 琴 马 的 下 面 ， 还 须 在 琴 弦 与 皮 

膜 之 间 塞 一 小 块 用 绒 布 或 毡 子 做 的 制 音 垫 ， 它 能 解 决 二 胡 的 “ 狼 音 ” ， 消 除 二 胡 的 空 旷 音 ， 使 之 

集 中 、 丰 满 ， 制 音 垫 的 薄 厚 、 大 小 要 适 中 ， 过 厚 则 影 响 音 量 ， 过 薄 则 不 起 作 用 。 

（ 九 ） 千 斤 是 固 定 琴 弦 把 位 高 度 的 部 件 ， 分 活 动 千 斤 和 固 定 千 斤 两 类 。 初 学 二 胡 的 儿 童 因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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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二 胡 的 演 奏 姿 势 

小 不 宜 用 固 定 千 斤 。 活 动 千 斤 用 丝 弦 或 尼 龙 丝 缠 绕 在 琴 杆 和 琴 弦 上 ， 千 斤 的 宽 窄 和 高 度 须 根 据 

个 人 手 的 大 小 和 手 指 的 长 短 进 行 调 整 ， 宽 窄 以 左 手 持 琴 食 指 成 弧 形 后 指 尖 触 弦 方 便 为 宜 ， 一 般 

来 说 ， 幼 儿 学 琴 时 千 斤 要 绑 得 窄 一 点 ， 随 着 手 的 长 大 逐 渐 放 宽 ； 千 斤 的 高 度 一 般 以 左 臂 肘 关 节 

放 在 琴 筒 上 至 中 指 指 根 关 节 为 合 适 高 度 。 

（ 十 ） 琴 托 是 垫 在 琴 筒 下 面 的 木 托 ， 由 分 量 较 重 的 硬 木 制 作 ， 二 胡 有 了 琴 托 以 后 ， 使 琴 身 在 

腿 上 更 为 稳 定 ， 大 大 方 便 了 下 把 位 技 巧 的 发 挥 并 增 加 了 音 量 。 

二 胡 琴 筒 和 皮 膜 由 于 都 是 用 胶 粘 结 和 固 定 的 ， 最 怕 潮 湿 和 燥 热 ， 因 此 琴 用 过 后 要 放 到 盒 子 

或 套 子 里 置 于 阴 凉 干 燥 处 ， 切 勿 放 在 阳 光 下 或 炉 火 旁 。 

二 胡 的 演 奏 姿 势 对 于 二 胡 的 演 奏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没 有 正 确 的 姿 势 ， 就 不 可 能 有 动 听 的 演 

奏 。 它 包 括 坐 姿 、 持 琴 和 持 弓 三 个 方 面 。 三 个 方 面 各 有 独 特 的 作 用 ， 又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整 体 ， 哪 一 

方 面 做 不 好 都 会 影 响 演 奏 技 术 的 发 挥 。 

（ 一 ） 坐 　 姿 

二 胡 在 50年 代 前 大 都 用 架 腿 式 ， 即 左 腿 架 在 右 腿 上 演 奏 （ 图 2） 。 这 种 姿 势 琴 放 在 左 腿 根 

部 比 较 平 稳 。 

50年 代 末 期 随 着 乐 队 演 奏 的 发 展 ， 二 胡 群 体 演 奏 用 架 腿 式 很 不 美 观 ， 加 之 二 胡 普 遍 都 加 

了 琴 托 ， 逐 渐 都 采 取 了 平 腿 式 ， 即 两 脚 落 地 两 腿 稍 分 （ 图 3） 。 

图 2　 架 腿 式 图 3　 平 腿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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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持 　 弓 

图 4　 将 双 脚 垫 起 

坐 的 姿 势 要 松 弛 自 然 ， 上 体 不 要 僵 直 ， 也 不 要 仰 靠 在 椅 背 上 ， 整 个 身 体 由 臀 部 和 两 腿 形 成 

三 个 支 撑 点 ， 这 样 在 演 奏 快 速 激 烈 的 乐 曲 时 才 能 保 证 身 体 的 稳 定 和 各 部 分 力 量 的 发 挥 。 演 奏 时 

面 部 表 情 要 轻 松 、 自 然 ， 切 不 可 挤 眉 瞪 眼 、 咬 牙 、 张 口 、 绷 唇 。 

（ 二 ） 持 　 琴 

琴 筒 要 放 在 左 大 腿 根 部 ， 贴 在 小 腹 左 侧 ， 琴 杆 基 本 直 立 ， 演 奏 中 可 向 前 稍 偏 （ 图 5） 。 

左 手 持 琴 ， 将 虎 口 （ 拇 指 与 食 指 根 部 交 界 处 ） 张 开 ， 松 弛 地 骑 在 琴 杆 的 千 斤 下 面 。 

小 臂 自 然 下 垂 与 大 臂 成 45度 角 。 不 可 将 小 臂 抬 得 太 高 ， 也 不 可 将 大 臂 压 得 过 低 ， 甚 至 与 身 

体 贴 在 一 起 ， 这 些 都 会 给 演 奏 带 来 不 利 影 响 。 

手 掌 掌 心 向 下 ， 手 腕 手 指 都 要 自 然 、 放 松 ， 食 指 、 中 指 、 无 名 指 、 小 指 稍 微 分 开 并 向 里 攥 拢 ， 

成 握 空 拳 状 ， 掌 心 中 间 以 可 握 住 一 个 鸡 蛋 为 宜 。 二 胡 乐 谱 指 法 该 四 指 以 “ 一 、 二 、 三 、 四 ” 为 标 记 。 

四 指 指 尖 对 准 琴 弦 外 侧 。 大 指 要 自 然 前 伸 不 可 往 里 勾 拢 或 挟 琴 杆 ， 也 不 要 使 劲 上 翘 ， 这 样 

会 造 成 手 掌 肌 肉 的 紧 张 ， 影 响 手 指 的 灵 活 换 把 （ 图 6） 。 

二 胡 持 弓 的 基 本 方 法 是 用 右 手 拇 指 指 肚 与 食 指 第 二 关 节 轻 轻 捏 住 弓 杆 的 根 部 （ 即 弓 鱼 的 

鱼 尾 部 ） ， 中 指 和 无 名 指 从 弓 杆 下 面 伸 进 弓 杆 与 弓 毛 之 间 用 指 肚 轻 轻 按 住 马 尾 ， 小 指 自 然 弯 曲 ， 

不 要 使 劲 内 勾 ， 也 不 要 用 力 外 伸 （ 图 7） 。 

右 手 持 弓 无 论 是 轻 拉 还 是 重 拉 均 须 保 持 整 个 右 臂 肌 肉 和 手 腕 、 手 指 的 松 弛 ， 手 掌 肌 肉 也 不 

可 绷 劲 ， 造 成 僵 硬 。 只 有 松 弛 ， 才 能 保 持 运 弓 的 灵 活 。 松 弛 是 二 胡 演 奏 贯 彻 始 终 的 原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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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坐 姿 要 求 坐 椅 高 度 以 使 小 腿 与 大 腿 形 成 直 角 为 宜 。 坐 椅 偏 高 影 响 琴 的 平 稳 。 因 此 ， 少 

儿 学 琴 要 坐 较 矮 的 椅 凳 或 在 成 人 椅 凳 前 放 一 小 凳 将 双 脚 垫 起 ， 以 保 持 身 体 的 平 稳 （ 图 4） 。 



三 、 二 胡 的 定 音 和 定 弦 

图 7　 持 弓 

下 面 即 将 进 入 运 弓 练 习 ， 练 习 前 必 须 把 内 外 弦 的 音 定 准 。 二 胡 普 遍 的 定 音 标 准 外 弦 为 a
1
、 

内 弦 为 d
1
， 内 外 弦 的 关 系 为 纯 五 度 。 什 么 是 a

1
和 d

1
呢 ？ 我 们 通 常 唱 的 1（ do） 2（ re） 3（ mi） 4（ fa） 

5（ sor） 6（ la） 7（ si） 没 有 音 高 标 准 ， 因 此 在 国 际 上 按 照 这 些 乐 音 的 振 动 频 率 统 一 规 定 了 它 们 的 音 

名 ， 用 英 文 字 母 CDEFGAB标 记 ， 并 根 据 由 低 音 到 高 音 的 排 列 分 为 大 字 （ 大 写 字 母 ） 组 和 小 字 

（ 小 写 字 母 ） 组 。 请 看 下 面 的 钢 琴 键 盘 图 （ 图 8） 。 

钢 琴 键 盘 中 央 的 白 键 do就 是 小 字 一 组 的 c， 标 记 为 c1 ， 往 右 依 次 弹 七 个 白 键 音 就 是 上 面 

的 七 个 音 名 。 二 胡 内 弦 的 音 高 就 在 钢 琴 中 央 c
1
右 侧 的 d

1
上 ， 外 弦 音 高 在 从 d

1
向 右 数 的 第 五 个 

白 键 音 a1上 ， 它 们 之 间 正 好 是 纯 五 度 关 系 。 家 中 若 没 有 键 盘 乐 器 可 以 到 乐 器 店 买 一 套 定 音 笛 ， 

照 其 中 的 D、 A定 音 即 可 。 幼 儿 初 学 二 胡 时 手 小 ， 千 斤 位 置 要 往 下 调 ， 定 d
1
、 a

1
弦 就 太 软 了 ， 可 定 

为 e
1
、 b

1
或 f

1
、 c

2
， 不 可 再 高 ， 否 则 弦 太 硬 对 孩 子 的 手 指 不 利 。 到 了 小 学 五 、 六 年 级 ， 随 着 手 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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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左 手 持 琴 图 5　 琴 筒 的 位 置 



四 、 二 胡 的 运 弓 

注 ： 表 的 左 侧 是 二 胡 曲 常 用 的 调 和 定 弦 ， 右 侧 使 用 较 少 。 

附 ： 定 音 D A 与 各 调 定 弦 关 系 表 

图 8　 钢 琴 键 盘 图 

大 ， 千 斤 位 置 调 高 ， 弦 的 音 高 就 须 定 在 d
1
、 a

1
上 了 。 

那 么 ， 二 胡 的 1— 5弦 、 5— 2弦 等 又 是 怎 么 回 事 呢 ？ 1— 5弦 是 以 d
1
作 1（ do） 往 高 音 到 a

1
正 

是 5（ sor） ， 如 果 看 到 二 胡 曲 前 面 标 以 1＝ D就 为 1— 5弦 ； 5— 2弦 是 以 d1作 5（ sor） 往 高 音 到 a
1

为 2（ re） ， 从 5到 1正 在 g
1
音 上 ， 因 此 ， 看 到 二 胡 曲 前 标 以 1＝ G就 为 5— 2弦 。 其 他 依 此 类 推 。 

另 外 ， 根 据 一 些 乐 曲 的 特 殊 要 求 ， 定 音 定 弦 是 可 以 变 的 。 如 大 家 都 熟 知 的 《 二 泉 映 月 》 、 《 听 松 》 ， 

它 们 的 调 为 1＝ G， 而 二 胡 演 奏 必 须 用 1— 5弦 ， 那 么 ， 就 需 把 内 弦 音 定 为 g， 而 外 弦 则 定 为 d
1
。 

为 了 解 决 音 定 低 了 弦 太 软 的 问 题 ， 专 家 们 特 别 设 计 了 “ 二 泉 琴 ” 和 “ 二 泉 弦 ” 。 还 有 一 些 民 间 乐 曲 

或 戏 曲 音 乐 ， 它 们 必 须 用 某 种 定 弦 演 奏 才 有 味 道 ， 而 定 音 d
1
— a

1
又 不 适 合 它 们 的 调 ， 那 么 ， 内 

外 弦 的 定 音 就 需 根 据 它 们 的 定 弦 要 求 来 改 变 。 遇 到 这 类 问 题 ， 只 要 按 前 面 讲 的 规 律 推 算 即 可 。 

运 弓 就 是 右 臂 带 动 右 手 将 琴 弓 在 琴 弦 上 做 拉 推 运 动 。 往 右 方 运 动 叫 做 拉 弓 或 出 弓 ， 其 符 号 

标 记 为 “ 冂 ” ； 往 左 方 运 动 叫 做 推 弓 或 入 弓 ， 其 符 号 标 记 为 “ V” 。 运 弓 是 决 定 二 胡 发 音 好 坏 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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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运 弓 的 原 则 和 方 法 

整 个 运 弓 是 以 琴 弦 作 为 中 心 点 拉 推 的 平 行 横 线 运 动 ， 弓 毛 下 面 要 贴 在 琴 筒 上 ， 侧 面 贴 在 内 

弦 或 外 弦 上 ， 与 皮 膜 和 琴 弦 形 成 直 角 （ 图 9） ， 这 样 才 能 使 琴 弦 与 皮 膜 呈 现 最 佳 振 动 状 态 ， 发 出 

达 乐 曲 情 感 的 最 基 本 的 要 素 。 因 此 ， 学 习 二 胡 演 奏 的 第 一 关 就 是 要 掌 握 好 运 弓 的 基 本 方 法 。 那 

么 ， 听 觉 上 如 何 辨 别 运 弓 的 好 坏 呢 ？ 第 一 声 音 要 均 匀 丰 满 ， 第 二 音 质 要 纯 正 无 杂 音 。 轻 拉 音 不 

散 ， 重 拉 声 不 噪 。 要 达 到 上 述 要 求 就 要 掌 握 好 下 面 的 原 则 和 方 法 。 

图 9　 皮 膜 和 琴 弦 成 直 角 

纯 正 丰 满 的 音 响 。 要 作 到 这 一 点 必 须 掌 握 好 肩 关 节 、 大 臂 、 肘 关 节 、 小 臂 、 腕 关 节 、 手 掌 和 手 指 的 

协 调 动 作 。 具 体 方 法 是 ： 

1． 右 臂 拉 弓 的 准 备 。 整 个 右 臂 要 放 松 ， 起 弓 前 大 臂 与 身 体 基 本 并 拢 ， 小 臂 轻 贴 右 腹 ， 食 指 

沿 弓 杆 前 伸 ， 中 指 、 无 名 指 自 然 前 伸 使 手 掌 与 小 臂 成 横 线 ， 使 弓 根 接 触 琴 弦 （ 整 个 琴 弓 分 为 弓 

根 、 弓 尖 、 弓 中 三 部 分 ， 右 面 为 弓 根 ， 左 面 为 弓 尖 ， 中 间 为 弓 中 ） 。 （ 看 图 17） 

2． 拉 里 弦 。 拉 里 弦 时 ， 用 中 指 和 无 名 指 按 住 弓 毛 ， 使 弓 毛 贴 住 里 弦 ， 起 弓 时 手 指 轻 轻 按 住 

弓 毛 不 可 用 力 ， 随 着 弓 子 向 右 方 移 动 手 指 压 力 逐 渐 增 加 ， 使 音 量 保 持 平 衡 ， 推 弓 时 ， 随 着 弓 子 左 

移 ， 手 指 压 力 逐 渐 减 弱 。 

3． 拉 外 弦 。 拉 外 弦 时 ， 用 拇 指 往 外 下 方 推 压 弓 杆 使 弓 毛 贴 住 外 弦 ， 由 于 弓 杆 在 外 侧 ， 本 身 

就 有 一 定 重 力 ， 起 弓 时 拇 指 不 必 用 力 ， 随 着 弓 子 向 右 方 移 动 拇 指 逐 渐 加 强 对 弓 杆 的 压 力 使 音 量 

保 持 平 衡 ， 推 弓 则 反 之 。 

4． 拉 弓 

① 肩 关 节 支 配 大 臂 向 右 前 方 抬 起 与 腋 窝 处 形 成 45度 角 （ 图 10） ； 

② 肘 关 节 支 配 小 臂 向 右 ， 手 腕 逐 渐 内 勾 （ 图 11） ； 

③ 小 臂 继 续 向 右 ， 大 臂 同 时 向 右 前 下 方 伸 展 ， 使 小 臂 与 大 臂 向 右 前 方 伸 直 ， 手 腕 继 续 内 勾 

使 整 个 手 掌 与 小 臂 形 成 钩 状 （ 图 12） ； 

④ 食 指 、 中 指 、 无 名 指 内 攥 手 掌 同 时 扬 起 与 小 臂 形 成 斜 线 （ 图 13） 

5． 推 弓 

① 大 臂 回 落 ， 小 臂 撇 向 右 侧 （ 图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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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推 弓 三 　 图 17　 推 弓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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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推 弓 一 　 图 15　 推 弓 二 

图 12　 拉 弓 三 　 图 13　 拉 弓 四 

图 10　 拉 弓 一 　 图 11　 拉 弓 二 



（ 二 ） 弓 法 符 号 

音 。 

② 小 臂 向 左 ， 手 掌 随 之 向 外 翻 （ 图 15） ； 

③ 小 臂 贴 向 左 腹 ， 手 掌 与 小 臂 成 反 钩 状 （ 图 16） ； 

④ 手 掌 向 左 转 与 小 臂 成 横 线 ， 食 指 、 中 指 、 无 名 指 随 之 向 左 方 送 出 ， 回 到 起 弓 时 的 状 态 （ 图 

17） 。 

以 上 推 拉 弓 的 八 个 分 解 动 作 是 连 续 不 断 的 关 联 动 作 ， 要 做 得 游 韧 、 圆 滑 。 大 臂 、 小 臂 、 手 掌 、 

手 指 的 连 贯 动 作 就 像 鱼 在 水 中 摆 动 ， 每 一 部 分 都 不 能 僵 硬 。 拉 全 弓 如 此 ， 拉 半 弓 和 短 弓 也 要 如 

此 ， 只 不 过 是 动 作 比 例 的 缩 小 。 开 始 练 习 时 ， 以 慢 速 度 一 弓 拉 四 拍 按 以 上 要 领 分 别 拉 外 弦 或 内 

弦 的 空 弦 ， 内 心 按 一 秒 钟 为 一 拍 的 速 度 数 着 一 二 三 四 、 二 二 三 四 ， 眼 睛 看 着 弓 子 是 否 走 成 一 条 

横 线 ， 耳 朵 听 着 发 出 的 声 音 是 否 均 匀 ， 直 到 完 全 习 惯 了 ， 就 可 以 不 再 记 分 解 动 作 了 。 

少 儿 手 臂 较 短 ， 学 琴 时 弓 子 运 动 长 度 应 以 孩 子 手 臂 向 右 前 下 方 伸 直 的 长 度 为 准 ， 可 在 弓 杆 

左 方 用 橡 皮 膏 作 一 记 号 ， 切 不 可 为 了 拉 到 弓 尖 而 将 弓 子 向 右 后 方 或 向 上 拉 。 

以 上 运 弓 的 基 本 原 则 和 方 法 ， 在 开 始 学 琴 时 必 须 严 格 遵 循 ， 如 果 在 这 个 阶 段 马 马 虎 虎 出 了 

毛 病 ， 改 起 来 往 往 比 新 学 还 困 难 ， 有 的 甚 至 走 进 学 习 的 死 胡 同 ， 无 法 继 续 学 下 去 。 因 此 ， 第 一 必 

须 坚 持 天 天 练 习 ， 在 初 学 阶 段 ， 每 天 必 须 要 用 40分 钟 到 一 个 小 时 练 习 ， 星 期 天 要 增 加 至 1— 2

小 时 ， 随 着 难 度 增 加 ， 练 琴 时 间 要 更 长 。 平 时 最 少 也 要 练 30分 钟 ； 在 拉 正 式 练 习 曲 之 前 要 作 空 

弦 长 弓 练 习 3— 5分 钟 。 一 旦 熟 练 地 掌 握 了 正 确 地 运 弓 方 法 ， 就 可 以 轻 松 地 进 入 按 指 练 习 了 。 在 

以 后 的 练 习 中 ， 还 要 接 触 多 种 弓 法 ， 弓 法 对 于 表 达 乐 曲 的 复 杂 感 情 和 不 同 风 格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从 感 情 和 力 度 上 有 轻 、 重 、 缓 、 急 、 抑 、 扬 、 顿 、 挫 之 分 ； 在 奏 法 上 分 为 连 弓 和 分 弓 两 大 类 十 余 种 弓 

法 。 连 弓 即 一 弓 奏 多 音 ， 乐 谱 上 凡 是 用 连 线 连 起 来 的 音 符 基 本 要 用 一 弓 演 奏 ； 分 弓 即 一 弓 奏 一 

拉 弓 ， 也 称 出 弓 ， 运 弓 自 左 向 右 。 

推 弓 ， 也 称 入 弓 ， 运 弓 自 右 向 左 。 

连 弓 ， 即 连 线 以 内 的 音 用 一 弓 奏 完 。 音 符 上 无 连 线 的 用 分 弓 演 奏 ， 即 一 弓 奏 一 音 。 

断 弓 ， 连 线 内 的 音 用 一 弓 奏 完 ， 但 每 个 音 都 要 断 开 。 

顿 弓 或 跳 弓 。 顿 弓 的 奏 法 是 将 弓 毛 紧 贴 琴 弦 ， 用 手 腕 的 爆 发 力 拉 或 推 出 坚 实 短 促 的 

声 音 ； 跳 弓 是 运 用 手 臂 甩 动 手 掌 的 惯 性 使 弓 毛 在 琴 弦 上 弹 跳 ， 发 出 短 促 清 脆 的 声 音 。 五 线 谱 上 

的 顿 弓 、 跳 弓 标 记 均 为 在 符 头 上 面 加 点 （ · ） 或  （  ） 。 如 ： 

连 顿 弓 ， 用 一 弓 奏 完 连 线 内 的 顿 音 。 

颤 弓 ， 亦 称 抖 弓 。 右 手 带 动 弓 子 在 弓 尖 部 位 做 快 速 短 促 的 推 拉 运 动 。 

九 　 抛 弓 ， 即 跳 弓 一 类 的 弓 法 。 演 奏 时 将 弓 提 起 ， 乘 势 向 下 一 抛 ， 利 用 弓 子 的 弹 力 惯 性 ， 奏 

出 两 个 或 三 个 极 短 促 的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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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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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弓 ） 
刘 天 华 曲 

练 习 2 空 弦 练 习 

练 习 1 空 弦 练 习 



五 、 二 胡 的 按 弦 方 法 及 常 用 的 指 法 符 号 

（ 一 ） 按 弦 方 法 

＝ 82表 示 以 四 分 音 符 为 一 拍 ， 每 分 钟 奏 82拍 。 

以 上 两 首 空 弦 练 习 曲 ， 要 求 每 个 音 都 用 全 弓 演 奏 。 要 掌 握 好 运 弓 速 度 ， 长 音 的 弓 速 要 慢 ， 短 

音 的 弓 速 要 快 ， 但 不 能 影 响 节 拍 的 稳 定 。 内 外 弦 的 交 替 要 松 弛 自 然 ， 特 别 是 手 腕 不 得 僵 硬 ， 要 严 

格 按 推 拉 弓 要 领 去 做 。 

在 掌 握 了 运 弓 拉 空 弦 后 ， 就 要 进 入 按 弦 练 习 。 按 弦 就 是 左 手 指 触 弦 的 技 巧 。 这 是 进 入 音 乐 

演 奏 的 关 键 一 环 。 因 此 ， 第 一 ， 方 法 要 正 确 ； 第 二 ， 音 要 准 。 

按 弦 ， 初 学 者 的 通 病 是 将 手 掌 绷 得 很 紧 ， 用 手 掌 

的 力 量 将 手 指 往 弦 上 攥 ， 或 用 手 指 抠 弦 。 这 两 种 方 法 

是 绝 对 不 能 用 的 。 它 会 使 手 指 甚 至 整 个 手 臂 僵 硬 ， 无 

法 灵 活 地 演 奏 ， 更 不 可 能 进 入 复 杂 技 巧 的 练 习 。 正 确 

的 按 弦 手 指 必 须 形 成 半 握 拳 状 ， 四 个 手 指 指 尖 对 准 

琴 弦 外 侧 ， 手 掌 手 指 都 要 放 松 。 手 指 的 触 点 一 、 二 、 三 

指 均 在 指 尖 的 正 中 部 位 ， 四 指 则 在 靠 近 指 尖 的 部 位 

（ 图 18） 。 

手 指 按 弦 时 ， 它 的 支 配 点 在 指 根 关 节 ， 由 指 根 关 

节 将 手 指 抬 起 ， 再 支 配 手 指 敲 在 琴 弦 上 ， 这 样 可 以 使 

手 指 触 弦 富 于 弹 性 ， 手 指 触 弦 后 即 定 在 那 里 ， 既 不 要 

松 懈 ， 也 不 要 用 力 抠 或 攥 。 为 了 掌 握 好 正 确 感 觉 ， 平 

时 可 随 时 在 桌 面 上 练 练 弹 指 。 

另 外 ， 要 注 意 经 常 剪 指 甲 。 指 甲 长 度 若 超 过 指 图 18　 按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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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音 阶 示 意 图 

尖 ， 产 生 指 甲 触 弦 ， 影 响 音 色 ， 更 影 响 揉 弦 。 

音 准 是 音 乐 的 生 命 ， 无 论 学 习 演 唱 还 是 演 奏 ， 音 准 是 贯 彻 始 终 要 随 时 解 决 好 的 问 题 。 二 胡 

区 别 于 其 他 乐 器 的 特 别 之 处 在 于 ： 它 既 不 像 钢 琴 类 键 盘 乐 器 有 固 定 音 高 ， 又 不 像 扬 琴 、 古 筝 等 

乐 器 只 要 把 弦 调 准 了 就 解 决 了 音 高 问 题 ， 也 不 像 笙 、 笛 等 吹 管 乐 器 有 按 音 孔 ， 为 音 准 提 供 了 前 

提 ， 还 不 像 琵 琶 、 小 提 琴 等 有 品 有 指 板 的 乐 器 ， 为 按 指 提 供 了 依 托 。 这 就 为 二 胡 音 准 增 加 了 难 

度 。 

因 此 ， 初 学 者 在 将 内 外 弦 调 准 确 后 ， 要 掌 握 好 各 调 音 阶 按 指 的 间 隔 距 离 和 按 弦 力 度 。 

.
什 么 是 音 阶 呢 ？ 就 是 调 式 中 的 音 ， 按 照 高 低 次 序 （ 上 行 或 下 行 ） ， 由 主 音 到 主 音 排 列 起 来 就 

叫 做 音 阶 。 如 1（ do） 、 2（ re） 、 3（ mi） 、 4（ fa） 、 5（ sor） 、 6（ la） 、 7（ si） 、 1（ do） 。 这 几 个 音 就 像 台 阶 一 个 

比 一 个 高 （ 图 19） 。 

.
从 上 图 可 以 看 出 ， 1— 2— 3之 间 都 是 整 台 阶 ， 音 乐 上 叫 大 二 度 ， 两 音 之 间 相 隔 全 音 ； 3— 4之 

间 相 隔 半 个 台 阶 ， 叫 做 小 二 度 ， 相 隔 半 音 ； 4— 5— 6— 7之 间 又 都 是 整 台 阶 ， 相 隔 全 音 ； 7— 1之 间 

又 是 半 个 台 阶 ， 相 隔 半 音 。 二 胡 在 各 调 演 奏 上 左 手 指 距 的 宽 窄 就 是 以 这 七 个 音 的 间 距 为 标 准 

图 20　 1— 5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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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指 法 符 号 

一 、 二 、 三 、 四 　 即 一 指 （ 食 指 ） 、 二 指 （ 中 指 ） 、 三 指 （ 无 名 指 ） 、 四 指 （ 小 指 ） 。 

tr　 颤 音 。 手 指 在 自 然 音 阶 本 音 上 方 大 二 度 或 小 二 度 快 速 敲 击 ， 如 奏 成 奏 成 

但 也 有 标 明 为 其 他 度 数 的 颤 音 ， 如 小 二 度 、 小 三 度 、 大 三 度 纯 四 度 

的 。 因 此 ， 首 先 要 在 脑 子 里 牢 固 树 立 这 七 个 音 的 音 高 关 系 。 方 法 第 一 是 通 过 钢 琴 、 电 子 琴 等 键 盘 

乐 器 的 弹 奏 跟 着 唱 ， 第 二 ， 是 通 过 会 演 奏 的 人 指 导 ， 只 要 认 真 多 听 多 练 ， 是 完 全 可 以 解 决 的 。 

下 面 ， 我 们 首 先 以 1— 5弦 来 进 行 练 习 ： 

从 上 图 （ 图 20） 中 可 以 看 出 ， 内 弦 从 空 弦 1～ 2～ 3之 间 是 大 二 度 ， 指 距 是 宽 的 ； 3～ 4之 间 是 

小 二 度 ， 指 距 是 窄 的 ； 4～ 5之 间 是 大 二 度 ， 指 距 又 是 宽 的 。 外 弦 5～ 6～ 7之 间 是 大 二 度 ， 指 距 是 

宽 的 ； 7— 1之 间 是 小 二 度 ， 指 距 是 窄 的 ； 1— 2之 间 是 大 二 度 ， 指 距 又 是 宽 的 。 在 练 习 1— 5弦 音 

阶 时 ， 一 、 二 、 三 、 四 就 要 按 这 个 指 序 来 按 弦 。 至 于 是 否 按 准 了 ？ 就 需 以 听 觉 来 辨 别 。 开 始 练 习 时 ， 

要 一 个 音 一 个 音 按 准 ， 绝 不 能 马 马 虎 虎 、 随 随 便 便 ， 待 通 过 一 阶 段 练 习 ， 手 指 已 养 成 习 惯 ， 就 可 

自 如 地 演 奏 了 。 

.. .

等 。 长 颤 音 标 记 为 tr 。 

泛 音 。 前 者 为 自 然 泛 音 ， 后 者 是 人 工 泛 音 。 

手 指 拨 弦 或 弹 弦 。 

上 滑 音 。 由 低 音 滑 向 高 音 ， 如 

下 滑 音 。 由 高 音 滑 向 低 音 ， 如 

超 过 三 度 的 上 、 下 滑 音 ， 如 3 （ 3） 。 

即 从 5 滑 到 4 或 4立 即 回 滑 到 5。 

上 回 转 滑 音 ， 从 本 音 向 高 音 方 向 滑 一 个 回 转 。 

等 于 等 于 短 下 颤 音 ， 如 

其 它 符 号 ： 

0　 空 弦 。 

内 　 内 弦 。 

外 　 外 弦 。 

V或 ， 间 歇 记 号 。 

揉 弦 记 号 。 

加 大 揉 弦 的 力 度 和 幅 度 。 

尺 　 迟 到 揉 弦 记 号 。 

不 揉 弦 记 号 。 

连 线 滑 音 ， 如 滑 音 要 前 后 均 匀 。 

垫 指 滑 音 ， 即 由 两 个 或 三 个 手 指 共 同 完 成 的 滑 音 。 

下 回 转 滑 音 ， 如 

短 上 颤 音 ， 亦 叫 震 音 ， 如 等 于 

· 13· 

5， 即 从 3或 4滑 到 5。 滑 音 过 程 是 前 轻 后 重 。 

6， 即 从 1滑 到 6， 也 是 前 轻 后 重 。 
.



练 习 要 求 ： 此 练 习 的 速 度 是 每 分 钟 60拍 ， 一 定 不 要 快 ， 练 习 时 可 用 右 脚 尖 轻 轻 点 地 打 拍 

子 。 一 、 二 、 三 指 触 弦 后 ， 每 个 手 指 的 三 个 关 节 都 要 呈 弧 形 ， 指 尖 与 第 二 关 节 不 可 直 立 。 按 完 一 

指 按 二 指 时 ， 一 指 不 要 抬 起 ， 按 三 指 时 ， 一 、 二 指 也 不 抬 ， 接 着 按 四 指 时 ， 前 三 指 均 不 抬 （ 这 种 指 

法 叫 作 “ 保 留 指 ” 。 “ 保 留 指 ” 的 原 则 要 贯 彻 到 以 后 所 有 练 习 中 ） 。 四 指 较 短 的 人 ， 按 四 指 时 要 将 大 

指 张 开 ， 手 掌 稍 向 内 转 ， 一 、 二 、 三 指 向 里 攥 拢 ， 但 不 可 移 位 ， 四 指 抬 起 后 手 形 立 即 恢 复 原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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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4 一 指 按 弦 练 习 

六 、 D调 （ 1— 5弦 ） 第 一 把 位 练 习 

练 习 3　 音 阶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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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6 一 、 二 指 按 弦 曲 调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每 音 都 用 全 弓 ； ② 第 四 小 节 第 二 拍 的 两 个 音 要 用 连 弓 ； ③ 触 弦 点 要 准 确 ， 掌 握 

好 一 、 二 指 间 的 大 二 度 关 系 ； ④ 按 弦 前 要 用 指 根 关 节 将 手 指 抬 起 ， 然 后 敲 在 弦 上 。 

练 习 5 一 、 二 指 按 弦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从 头 至 尾 保 持 一 个 速 度 ； ② 每 音 都 要 奏 全 弓 ， 注 意 拉 推 弓 时 手 腕 要 灵 活 ； ③ 一 

指 按 弦 前 一 定 要 用 指 根 关 节 将 手 指 抬 起 ， 然 后 准 确 地 敲 在 弦 上 。 



练 习 要 求 ： ① 注 意 内 弦 3（ mi） 、 4（ fa） ， 外 弦 7（ si） 、 1（ do） 二 指 与 三 指 的 半 音 关 系 ； ② 由 外 弦 

空 弦 5（ sor） 换 到 内 弦 4（ fa） 时 ， 要 特 别 注 意 三 指 的 音 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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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7 一 、 二 、 三 指 按 弦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注 意 连 弓 和 分 弓 的 区 别 ， 连 弓 要 奏 全 弓 ， 倒 数 第 四 、 第 三 小 节 第 一 拍 的 八 分 音 符 

要 奏 半 弓 、 第 二 拍 的 四 分 音 符 奏 全 弓 。 



或 dim． （ 渐 弱 ） 。 练 习 时 要 注 意 这 些 标 记 。 或 cresc． （ 渐 强 ） 、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大 家 十 分 熟 悉 的 儿 歌 ： 夏 天 晴 朗 的 夜 晚 ， 繁 星 点 点 ， 小 朋 友 坐 在 奶 奶 身 

边 ， 听 奶 奶 讲 着 星 星 的 故 事 ， 幻 想 着 长 大 到 天 空 遨 游 。 因 此 ， 要 拉 得 充 满 感 情 ， 运 弓 要 柔 和 ， 注 意 

强 弱 起 伏 。 

音 乐 的 力 度 记 号 ： fff（ 最 强 ） 、 ff（ 特 强 ） 、 f（ 强 ） 、 mf（ 中 强 ） 、 mp（ 中 弱 ） 、 p（ 弱 ） 、 pp（ 特 

弱 ） 、 ppp（ 最 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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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振 声 曲 ＝ 88） 　 活 泼 、 亲 切 地 中 速 （ 

练 习 9 一 分 钱 

（ 儿 歌 ） 
＝ 74） 　 充 满 幻 想 地 中 速 稍 慢 （ 

练 习 8 小 星 星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表 现 幼 儿 园 小 朋 友 拾 金 不 昧 的 歌 曲 ， 1— 8小 节 表 现 小 朋 友 在 路 边 玩 

耍 ， 要 奏 得 活 泼 、 轻 快 ， 9— 12小 节 表 现 警 察 叔 叔 对 小 朋 友 的 赞 许 ， 要 奏 得 柔 和 亲 切 ， 13小 节 后 ， 

表 现 小 朋 友 做 了 好 事 后 的 愉 快 和 自 豪 ， 要 奏 得 丰 满 ， 最 后 两 小 节 要 奏 得 富 于 弹 性 。 练 习 时 要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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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速 稍 慢 （ ＝ 76） 　 山 西 民 歌 

练 习 11 山 　 曲 

练 习 要 求 ： 全 曲 均 用 中 弓 演 奏 ， 右 大 臂 动 作 不 可 过 大 ， 手 腕 要 松 弛 、 灵 活 ， 把 时 值 奏 满 。 最 后 

一 小 节 的 　 强 音 符 号 ， 演 奏 时 要 将 弓 毛 贴 紧 琴 弦 ， 用 大 臂 甩 动 小 臂 和 手 掌 ， 发 出 坚 定 有 力 的 声 音 。 

＝ 110） 　 活 泼 地 　 （ 儿 歌 ） 稍 快 （ 

练 习 10 找 朋 友 

握 好 。 倒 数 第 二 小 节 第 二 拍 的 八 分 休 止 要 空 好 。 

， 要 把 这 种 切 分 节 奏 的 拍 子 掌 要 奏 成 意 连 弓 与 分 弓 的 区 别 ， 特 别 要 注 意 第 七 小 节 



算 盘 子 练 习 12

练 习 要 求 ： ① 注 意 弓 法 连 弓 与 分 弓 的 区 别 ； ②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 ③ 掌 握 好 乐 曲 速 度 ， 特 别 是 倒 

数 第 二 小 节 第 一 拍 的 节 奏 要 稳 ， 不 要 赶 。 为 反 复 记 号 ， 此 记 号 内 的 曲 调 要 奏 两 遍 。 

练 习 要 求 ： ① 注 意 速 度 不 要 快 ； ② 注 意 力 度 记 号 的 表 达 ； ③ 注 意 第 三 小 节 第 二 拍 和 第 四 小 

节 第 一 拍 的 垫 指 滑 音 。 垫 指 滑 音 的 奏 法 ： 一 、 二 、 三 指 全 都 按 在 弦 上 ， 下 滑 音 用 三 指 从 1（ do） 抹 

向 二 指 ， 再 由 二 指 抹 向 一 指 ， 从 一 指 尖 处 抬 起 。 注 意 一 指 不 可 移 位 ； 上 滑 音 用 二 指 从 一 指 尖 滑 

下 ， 三 指 再 从 二 指 尖 滑 下 ， 然 后 滑 向 1（ do） 音 。 手 掌 不 要 绷 劲 。 开 始 可 不 加 滑 音 ， 练 熟 旋 律 ， 然 后 

抽 出 来 放 慢 速 度 练 习 ， 练 好 后 再 连 起 来 演 奏 。 .为 延 长 音 符 号 ， 一 般 延 长 本 音 时 值 的 一 倍 。 

.

.

小 红 帽 练 习 13

＝ 120） 　 活 泼 地 　 巴 西 儿 童 剧 《 小 红 帽 》 主 题 歌 小 快 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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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十 分 活 泼 、 欢 快 的 曲 调 ， 基 本 用 中 弓 演 奏 。 八 分 音 符 要 奏 得 短 促 有 弹 

性 ， 要 特 别 注 意 左 手 指 触 弦 的 弹 性 和 右 手 腕 的 灵 活 。 开 始 要 放 慢 速 度 练 习 ， 待 熟 练 后 ， 再 按 每 分 

钟 120拍 演 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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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尼 曲 
＝ 92　 自 豪 地 

练 习 14 小 小 音 乐 家 



洋 娃 娃 和 小 熊 跳 舞 

波 兰 儿 歌 ＝ 84） 

练 习 15

中 速 （ 

练 习 要 求 ： 弓 子 要 拉 得 丰 满 有 力 ， 速 度 不 可 快 ， 掌 握 好 的 节 奏 特 点 ， 凡 是 后 面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曲 子 的 节 奏 明 快 ， 变 化 较 多 。 要 掌 握 好 附 点 八 分 音 符 和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节 奏 

特 点 。 严 格 按 照 谱 子 上 标 的 弓 法 演 奏 。 持 弓 手 臂 要 放 松 ， 手 腕 要 灵 活 ， 左 手 指 按 弦 要 灵 巧 有 弹 

性 。 掌 握 好 曲 子 的 速 度 。 

接 以 半 拍 休 止 的 八 分 音 符 不 要 奏 成 一 拍 ， 要 把 休 止 空 好 。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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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速 

练 习 16 小 指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左 手 小 指 按 弦 要 用 指 根 关 节 将 小 指 抬 起 敲 在 弦 上 ， 拇 指 要 放 松 张 开 ， 不 可 紧 

挟 琴 杆 ， 要 练 出 弹 性 ； ② 第 1至 8小 节 用 全 弓 演 奏 ， 声 音 要 丰 满 ； ③ 第 9小 节 以 后 的 八 分 音 符 内 

外 弦 交 替 用 中 弓 演 奏 ， 大 臂 、 小 臂 、 手 腕 要 协 调 配 合 好 。 拉 内 弦 时 大 臂 稍 向 后 移 ； 拉 外 弦 时 ， 大 臂 

稍 向 前 推 。 先 内 后 外 时 ， 小 臂 带 动 手 腕 由 内 向 外 画 圈 ； 先 外 后 内 时 ， 小 臂 带 动 手 腕 由 外 向 内 画 

圈 ； ④ 内 外 弦 的 时 值 （ 各 半 拍 ） 和 力 度 要 均 匀 ； ⑤ 此 曲 按 1～ 8小 节 ， 9～ 19小 节 ， 20～ 26小 节 ， 

27～ 结 束 四 部 分 分 开 练 习 。 要 练 好 一 部 分 ， 再 练 另 一 部 分 ， 最 后 再 联 成 一 个 整 体 ， 要 把 握 好 音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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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深 沉 地 中 速 稍 慢 （ 德 沃 夏 克 曲 

练 习 17 思 故 乡 



八 段 锦 

＝ 102） 　 欢 快 地 江 苏 民 歌 

练 习 18

中 速 稍 快 （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描 写 美 洲 黑 奴 思 念 非 洲 故 乡 的 音 乐 ， 曲 调 深 沉 、 哀 婉 ， 要 求 ： ① 左 手 指 

按 弦 要 坚 实 ； ② 右 手 运 弓 ， 要 将 弓 毛 贴 紧 琴 弦 ， 感 到 有 粘 着 力 ； ③ 声 音 要 丰 满 、 浑 厚 ； ④ 附 点 四 分 

音 符 的 一 拍 半 要 奏 够 ， 全 音 符 的 四 拍 长 音 要 奏 满 ， 弓 速 要 放 慢 ； ⑤ 从 头 至 尾 保 持 徐 缓 地 中 慢 速 

度 ， 不 可 加 快 ； ⑥ 掌 握 好 强 弱 力 度 变 化 。 

练 习 要 求 ： ① 除 第 8、 第 12小 节 的 第 一 拍 的 八 分 音 符 用 半 弓 ， 其 他 均 用 全 弓 演 奏 。 换 弓 手 

腕 要 灵 活 ； ② 3（ mi） 前 的 垫 指 滑 音 要 用 四 指 按 在 5（ sor） 音 上 抹 向 三 指 ， 再 用 三 指 抹 向 二 指 抬 

起 。 二 指 按 在 3（ mi） 上 不 可 移 位 ， 要 做 得 连 贯 、 圆 滑 ， 3（ mi） 向 5（ sor） 的 上 滑 音 用 小 指 靠 近 二 指 

按 下 滑 向 5（ sor） 。 这 两 种 滑 音 需 抽 出 反 复 练 习 、 体 会 ， 要 控 制 好 音 准 。 

· 24 · 

李 重 光 曲 
＝ 120　 活 泼 地 

练 习 19 游 　 戏 



练 习 要 求 ： ① 第 1～ 8小 节 、 第 13～ 20小 节 均 用 中 弓 部 分 演 奏 ， 要 充 分 发 挥 右 手 腕 的 灵 活 

性 ， 发 音 要 轻 松 富 于 弹 性 ， 表 现 出 儿 童 的 天 真 活 泼 ； ② 第 9～ 12小 节 用 全 弓 ， 运 弓 要 连 贯 ， 声 音 

要 圆 润 ； ③ 注 意 力 度 记 号 的 要 求 ； ④ 第 13、 14、 17、 18、 20小 节 的 顿 音 记 号 要 单 独 练 习 。 奏 法 是 ： 

用 右 手 中 指 、 无 名 指 压 住 弓 毛 贴 紧 琴 弦 ， 运 用 手 腕 的 爆 发 力 向 右 或 向 左 甩 动 手 掌 ， 发 出 清 脆 、 短 

促 的 音 响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与 右 手 的 动 作 一 致 ， 手 指 亦 要 有 弹 性 ； ⑤ 开 始 练 习 要 放 慢 速 度 ，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 25· 

＝ 132 　 热 烈 地 快 速 
东 北 民 歌 

练 习 20 青 年 参 军 



玛 依 拉 练 习 21

等 。 

） 奏 法 是 在 本 音 前 面 加 以 短 促 的 装 饰 音 ， 如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欢 快 、 热 烈 的 曲 子 。 要 求 ： ① 运 弓 要 有 力 度 ， 注 意 分 弓 和 连 弓 的 区 别 ； ② 

注 意 第 13、 14、 20、 21小 节 的 顿 音 （  ） 和 强 音 （ ＞ ） ， 顿 音 的 奏 法 是 让 弓 毛 紧 贴 琴 弦 ， 用 手 腕 的 

爆 发 力 带 动 弓 子 发 出 短 促 有 力 的 声 音 。 强 音 的 奏 法 是 让 弓 毛 贴 紧 琴 弦 ， 用 大 臂 发 力 甩 动 手 腕 发 

出 坚 实 有 力 的 声 音 ； ③ 第 11、 16、 23小 节 的 震 音 （ 

或 

中 速 稍 快 （ ＝ 110） 　 豪 放 、 热 情 地 

或 奏 成 奏 成 

新 疆 民 歌 

· 26· 



金 月 苓 　 曲 

陈 御 麟 编 曲 

· 27· 

＝ 110　 活 泼 、 热 情 地 

1— 5弦 上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22 我 爱 北 京 天 安 门 

练 习 要 求 ： ① 要 注 意 三 拍 子 的 节 奏 的 特 点 为 “ 强 弱 弱 ” ， 起 拍 时 要 数 三 拍 ； ② 注 意 连 弓 、 分 

弓 、 顿 弓 的 区 别 ， 要 奏 得 连 贯 、 流 畅 ， 速 度 要 稳 定 ； ③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的 要 求 。 



＊ Fine意 为 在 此 结 束 。 

练 习 要 求 ： ① 注 意 分 弓 、 连 弓 、 长 弓 的 区 别 。 做 到 分 弓 不 赶 速 度 ； 连 弓 音 符 清 楚 ， 不 拖 速 度 ； 

长 弓 奏 够 时 间 ， 保 持 声 音 丰 满 ； ② 第 二 部 分 的 变 奏 ，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快 弓 要 用 小 臂 甩 动 手 掌 ， 手 指 

要 控 制 好 弓 杆 和 弓 毛 。 弓 毛 要 贴 住 琴 弦 ， 弓 杆 不 可 在 快 速 运 弓 时 颤 动 ， 手 腕 要 高 度 灵 活 不 可 僵 

硬 ， 发 出 的 声 音 要 有 颗 粒 性 ； ③ 变 奏 的 连 弓 部 分 要 用 全 弓 演 奏 ， 要 奏 得 连 绵 不 断 ， 换 弓 不 留 间 

隙 ； ④ 注 意 46小 节 第 二 拍 
#
1、 54小 节 

#
4的 音 准 ， 

#
1是 用 一 指 从 2上 移 半 音 再 回 到 2， 54小 节 

的 
#
4要 把 三 指 下 伸 与 2形 成 大 三 度 的 关 系 ； ⑤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 
· 28· 



七 、 二 胡 的 揉 弦 方 法 

揉 弦 是 二 胡 演 奏 中 美 化 声 音 表 达 音 乐 感 情 的 最 重 要 的 手 法 之 一 。 因 此 必 须 学 会 并 掌 握 

好 。 学 会 就 是 要 熟 练 地 掌 握 好 各 种 揉 弦 的 基 本 方 法 ； 掌 握 好 就 是 将 各 种 揉 弦 方 法 恰 当 合 理 地 运 

用 到 乐 曲 演 奏 中 。 这 一 节 主 要 是 把 几 种 基 本 揉 弦 方 法 介 绍 给 大 家 ， 致 于 如 何 运 用 好 ， 除 在 以 后 

的 练 习 中 作 必 要 的 提 示 外 ， 需 各 人 在 不 断 的 练 习 中 自 己 体 会 。 

（ 一 ） 滚 　 揉 

二 胡 揉 弦 最 基 本 的 方 法 是 滚 揉 。 用 左 手 指 尖 在 弦 上 一 下 一 上 地 滚 动 ， 使 琴 弦 产 生 一 短 一 长 

的 变 化 ， 使 声 音 发 生 围 绕 正 音 的 高 低 波 动 。 学 会 这 种 方 法 须 分 几 步 走 ： 

1． 左 手 不 持 琴 ， 空 手 做 拍 皮 球 动 作 。 手 掌 放 松 ， 用 小 臂 甩 动 手 掌 产 生 惯 性 ， 作 平 均 速 度 的 上 

下 煽 动 ， 这 一 步 达 到 松 弛 自 然 后 ， 即 可 进 入 第 二 步 。 

2． 将 虎 口 张 开 ， 骑 到 琴 杆 上 ， 大 指 内 侧 贴 住 琴 杆 ， 按 前 面 讲 的 拍 皮 球 的 方 法 ， 继 续 做 上 下 煽 

动 。 这 一 步 达 到 松 弛 自 然 后 ， 进 行 第 三 步 。 

3． 将 二 指 尖 点 按 在 琴 弦 上 ， 手 掌 按 前 面 讲 的 方 法 做 一 下 一 上 的 煽 动 ， 手 指 随 之 产 生 一 屈 一 

伸 的 运 动 。 

做 这 个 动 作 要 注 意 ： 手 指 尖 要 定 在 一 个 点 上 ， 不 可 移 位 。 整 个 手 掌 绝 不 可 绷 劲 ， 手 指 各 关 节 

都 要 十 分 放 松 。 初 学 揉 弦 时 最 容 易 出 现 的 问 题 就 是 手 掌 僵 硬 ， 一 旦 感 到 手 掌 发 僵 又 放 松 不 了 

时 ， 不 必 急 躁 ， 更 不 要 硬 做 ， 可 继 续 做 空 手 甩 左 手 动 作 ， 然 后 再 将 手 指 按 在 弦 上 练 习 ， 待 感 到 完 

全 协 调 放 松 后 ， 即 可 加 入 运 弓 了 。 

加 进 运 弓 后 （ 拉 内 弦 外 弦 均 可 ） 先 按 一 拍 一 下 一 上 揉 动 ， 按 慢 速 一 弓 四 拍 ， 待 松 弛 自 然 、 频 

率 均 匀 后 ， 可 加 为 一 拍 揉 动 两 次 ， 而 后 再 加 为 一 拍 揉 动 四 次 ， 做 到 这 个 程 度 后 ， 就 可 再 加 快 不 计 

次 数 了 。 这 时 可 以 翻 到 练 习 五 ， 凡 是 二 指 按 弦 都 加 揉 弦 。 二 指 揉 弦 练 好 后 可 按 前 面 说 的 练 二 指 

的 方 法 练 一 指 ， 并 翻 到 练 习 四 ， 凡 是 一 指 按 弦 都 加 揉 弦 ， 再 练 练 习 五 ， 一 、 二 指 均 加 揉 弦 。 一 、 二 

指 揉 弦 练 好 后 练 三 指 ， 并 翻 到 练 习 八 ， 加 进 揉 弦 。 

四 指 由 于 是 伸 直 按 弦 ， 不 能 滚 揉 ， 要 靠 手 掌 下 压 使 四 指 对 琴 弦 产 生 压 力 ， 使 声 音 出 现 一 高 

一 平 的 波 动 。 练 四 指 揉 弦 ， 手 掌 的 动 作 与 滚 揉 方 法 一 致 ， 只 是 下 压 的 力 量 要 大 一 些 。 四 指 揉 弦 掌 

握 后 ， 做 练 习 十 七 《 思 故 乡 》 ， 每 指 都 要 揉 弦 。 这 时 你 就 会 感 到 这 首 曲 子 更 为 深 沉 动 听 。 

练 习 滚 揉 ， 一 定 要 使 手 指 关 节 一 下 一 上 的 屈 伸 ， 切 忌 两 边 晃 动 ， 频 率 加 快 要 用 手 掌 的 惯 性 ， 

切 忌 用 左 臂 绷 劲 的 痉 挛 性 颤 抖 。 

除 滚 揉 外 ， 二 胡 还 有 压 揉 、 吟 揉 、 滑 揉 、 空 揉 四 种 揉 弦 方 法 。 

（ 二 ） 压 揉 和 吟 揉 

压 揉 的 基 本 方 法 是 用 指 根 关 节 发 力 ， 压 动 琴 弦 ， 改 变 琴 弦 的 张 力 ， 使 之 一 紧 一 松 。 这 种 方 法 

要 注 意 ， 哪 个 手 指 按 弦 ， 就 由 哪 个 手 指 的 指 根 关 节 发 力 ， 不 可 用 整 个 手 掌 往 里 攥 ， 某 些 乐 曲 的 特 

殊 要 求 则 另 当 别 论 。 

压 揉 与 滚 揉 结 合 使 用 称 为 吟 揉 ， 方 法 是 指 根 关 节 随 着 手 掌 下 压 时 加 力 ， 上 抬 时 放 松 ， 这 种 

手 法 演 奏 民 间 乐 曲 时 使 用 最 多 。 

· 29· 



（ 三 ） 滑 揉 和 空 揉 

滑 揉 是 手 指 在 触 弦 点 上 随 着 手 掌 上 下 滑 动 ， 这 种 揉 弦 在 河 南 、 山 东 和 北 方 某 些 民 间 乐 曲 中 

使 用 较 多 。 

空 揉 是 在 拉 空 弦 时 ， 手 掌 上 下 快 速 煽 动 ， 使 空 弦 音 产 生 波 动 。 

揉 弦 是 左 手 臂 、 腕 、 手 掌 、 手 指 的 综 合 协 调 动 作 ， 对 初 学 者 来 说 是 个 难 点 ， 不 是 一 下 子 就 能 

掌 握 好 的 。 但 必 须 练 好 。 因 此 要 加 强 练 习 。 在 不 操 琴 时 ， 可 将 右 手 小 臂 当 作 琴 杆 ， 将 左 手 虎 口 骑 

在 右 手 腕 下 部 ， 手 指 按 在 小 臂 上 随 时 练 习 ， 往 往 在 无 意 中 出 现 突 破 。 

· 30· 

练 习 23 音 阶 练 习 

图 21　 5— 2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八 、 G调 （ 5— 2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 为 揉 弦 符 号 。 

从 前 面 的 图 式 中 可 以 看 出 ， 5— 2弦 上 把 位 内 弦 指 序 与 1— 5弦 一 致 ， 但 外 弦 3— 4之 间 是 

小 二 度 （ 半 音 ） ， 因 此 ， 二 指 尖 要 上 提 ， 向 一 指 尖 靠 拢 。 

初 学 者 练 习 时 ， 特 别 容 易 出 现 如 下 毛 病 ： ① 二 指 按 在 一 、 三 指 正 中 间 ， 使 4音 既 不 是 #4又 

不 是 本 位 4； ② 二 指 不 能 一 下 按 到 4音 上 ， 而 是 按 到 
#
4再 往 上 抹 弦 ； ③ 二 指 按 准 了 ， 三 指 却 分 不 

开 ， 随 着 二 指 上 移 ， 使 5音 降 低 ； ④ 二 指 按 准 了 ， 一 指 却 上 移 了 ， 造 成 3音 降 低 。 因 此 ， 练 习 5— 2

弦 上 把 位 的 第 一 步 要 能 将 二 指 抬 起 准 确 地 落 在 4音 的 位 置 上 。 可 反 复 作 如 下 练 习 ： 

· 31· 

练 习 26 外 弦 上 把 位 指 序 练 习 

三 指 按 5时 ， 一 二 指 均 要 在 原 位 上 。 上 面 练 习 达 到 按 指 准 确 后 ， 可 加 四 指 作 如 下 练 习 ： 

练 习 25 外 弦 一 、 二 、 三 指 练 习 

二 指 按 4（ fa） 时 ， 一 指 在 原 位 上 不 可 抬 起 或 移 动 。 第 二 步 ， 将 二 指 抬 起 ， 准 确 落 到 4音 位 置 

上 。 

练 习 24 外 弦 一 、 二 指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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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27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速 度 要 保 持 稳 定 ， 不 可 越 拉 越 快 ； ② 每 拍 均 用 全 弓 ， 声 音 要 丰 满 均 匀 ， 内 外 弦 

交 换 要 自 然 、 流 畅 ， 换 弓 手 腕 要 灵 活 ， 衔 接 要 紧 密 ； ③ 每 个 手 指 触 弦 都 要 准 确 ， 有 弹 性 。 要 特 别 注 

意 外 弦 3、 4、 5、 6音 要 准 ； ④ 该 练 习 曲 可 分 为 四 部 分 分 别 练 习 ， 最 后 再 连 起 来 。 第 一 部 分 ： 第 1～ 

16小 节 ， 第 二 部 分 ： 第 17～ 30小 节 ， 第 三 部 分 ， 第 31～ 44小 节 ， 第 四 部 分 第 45～ 结 束 。 别 扭 之 

处 要 反 复 练 顺 ， 切 忌 一 遍 遍 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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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你 生 日 快 乐 

＝ 120　 亲 切 、 欢 快 地 

练 习 29

要 将 三 指 提 到 3的 位 置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描 写 货 郎 挑 着 担 子 卖 货 的 民 歌 。 运 弓 要 表 现 出 货 郎 挑 着 担 子 一 步 一 颤 

的 走 路 形 象 ， 每 一 弓 都 奏 出 ＜ ＞ 的 力 度 感 。 第 二 小 节 、 第 七 小 节 的 

按 下 迅 速 滑 向 5音 。 

练 习 要 求 ： ① 运 弓 舒 展 、 轻 松 ， 全 曲 均 用 平 弓 ， 不 可 出 现 强 音 头 ； ② 注 意 第 1、 5、 7小 节 第 一 

拍 的 附 点 音 符 要 奏 准 确 ， 第 2、 4、 8小 节 的 二 分 音 符 要 奏 满 两 拍 。 

· 34 · 

＝ 82中 速 青 海 民 歌 

练 习 28 张 　 货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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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 《 红 孩 子 》 插 曲 
＝ 110　 朝 气 蓬 勃 、 雄 壮 有 力 

练 习 31 共 产 儿 童 团 歌 

练 习 要 求 ： ① 这 是 一 首 2/2 拍 子 的 舞 曲 ， 以 二 分 音 符 为 一 拍 ， 每 小 节 打 两 拍 ； ② 注 意 切 分 音 和 

附 点 音 符 要 奏 出 重 音 。 

＝ 80　 热 烈 地 顾 嘉 琳 曲 

练 习 30 新 疆 舞 曲 



吴 祖 强 　 杜 鸣 心 　 戴 洪 威 

施 万 春 　 王 燕 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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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活 泼 、 有 朝 气 儿 童 歌 曲 

练 习 33 草 原 英 雄 小 姐 妹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曲 子 要 奏 得 轻 松 、 活 泼 ， 连 续 的 顿 弓 切 忌 右 臂 僵 硬 ， 要 充 分 注 意 手 腕 的 灵 活 。 

＝ 132　 活 泼 、 欢 乐 地 

练 习 32 快 乐 的 女 战 士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进 行 曲 ， 要 奏 得 雄 壮 有 力 。 ① 注 意 重 音 （ ＞ ） 和 保 持 音 （ -） 的 区 别 ， 重 音 

要 奏 出 强 音 头 ， 保 持 音 要 把 时 值 奏 满 ； ② 连 续 附 点 音 符 （ 第 4、 8小 节 ） 不 要 赶 速 度 。 



松 。 第 18小 节 第 二 拍 的 6

练 习 34

· 37 · 

聂 　 耳 曲 小 快 板 　 活 泼 地 

卖 报 歌 

用 四 指 按 住 6音 后 向 上 抹 ， 弓 子 随 之 加 力 。 

练 习 要 求 ： 要 奏 得 活 泼 、 开 朗 、 有 朝 气 ， 要 注 意 顿 弓 、 连 弓 和 分 弓 的 区 别 ， 右 臂 和 手 腕 均 要 放 



四 保 上 工 

＝ 72） 　 忧 郁 地 

华 山 十 二 烈 士 练 习 35

慢 速 （ ＝ 56） 　 肃 穆 地 山 西 民 歌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哀 悼 烈 士 的 民 歌 ， 要 奏 得 肃 穆 悲 壮 。 注 意 其 中 力 度 变 化 ， 做 到 强 而 不 噪 ， 弱 

而 不 虚 。 揉 弦 要 用 吟 揉 。 

练 习 要 求 ： ① 演 奏 要 轻 松 活 泼 ； ② 第 1～ 8小 节 用 中 弓 ， 注 意 手 腕 的 灵 活 。 第 9～ 16小 节 用 

全 弓 演 奏 ， 注 意 臂 腕 的 配 合 ； ③ 注 意 第 1、 2、 7、 8小 节 的 八 分 休 止 ， 不 可 将 前 面 的 八 分 音 符 奏 成 

一 拍 。 

练 习 36

中 速 稍 慢 （ 

· 38· 

河 北 民 歌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佃 户 去 财 主 家 上 工 的 民 歌 ， 心 里 不 情 愿 ， 脚 步 沉 重 ， 又 毫 无 办 法 。 ① 速 

度 不 能 快 ， 运 弓 要 深 沉 、 有 力 ； ② 注 意 其 中 的 滑 音 和 垫 指 滑 音 。 练 习 时 ， 先 将 基 本 曲 调 拉 几 遍 ， 然 

后 再 将 滑 音 加 进 练 习 。 练 习 滑 音 一 定 要 注 意 音 准 ， 忽 略 了 音 准 就 会 变 得 油 腔 滑 调 。 

练 习 37

中 速 稍 快 　 优 美 地 

练 习 要 求 ： 运 弓 要 舒 展 ， 注 意 滑 音 的 圆 润 、 准 确 。 第 7小 节 第 三 拍 后 半 拍 至 第 8小 节 第 一 拍 

的 连 弓 要 注 意 节 奏 的 准 确 ， 其 中 1— 2的 四 指 滑 音 和 2— 7的 垫 指 滑 音 要 做 得 连 贯 、 圆 滑 、 优 

美 。 

选 自 歌 剧 《 白 毛 女 》 

马 　 可 等 曲 

· 39· 

＝ 56） 　 赞 美 地 中 速 稍 慢 （ 新 疆 民 歌 

练 习 38 故 　 乡 

北 风 吹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穷 人 诉 苦 的 民 歌 ， 速 度 徐 缓 ， 情 绪 哀 怨 。 运 弓 要 扎 实 ， 富 有 粘 着 力 。 注 意 

其 中 的 滑 抹 音 ， 其 中 第 3、 11两 小 节 第 一 拍 的 滑 音 要 求 三 指 扬 起 按 在 靠 近 3音 的 位 置 滑 向 5

音 。 第 6小 节 第 一 拍 要 求 四 指 按 在 1音 位 置 滑 向 2音 。 第 5小 节 第 二 拍 的 垫 指 滑 音 要 求 四 指 按 

在 内 弦 2音 上 抹 向 7音 。 第 9、 12小 节 第 一 拍 的 滑 音 要 求 二 指 伸 向 1音 位 置 抹 向 7音 。 

· 40· 

＝ 56　 徐 缓 、 哀 怨 地 山 西 民 歌 

练 习 39 苦 　 伶 　 仃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曲 子 表 现 了 游 子 对 故 乡 的 赞 美 和 怀 念 。 速 度 不 可 快 ，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揉 弦 

的 轻 重 要 随 着 力 度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 



一 休 之 歌 
（ 日 本 动 画 片 《 聪 明 的 一 休 》 主 题 歌 ） 

〔 日 〕 宇 野 诚 一 曲 

· 41· 

＝ 112　 活 泼 地 稍 快 

练 习 40



· 42· 



铃 儿 响 叮 当 

〔 美 〕 彼 尔 彭 特 曲 
小 快 板 　 活 泼 地 

练 习 41

练 习 要 求 ： ① 全 曲 演 奏 都 要 轻 松 、 活 泼 ， 速 度 要 稳 定 ； ② 顿 弓 演 奏 要 富 于 弹 性 、 颗 粒 性 ； ③ 用 

弓 杆 击 琴 筒 的 奏 法 是 ： 向 右 转 动 手 掌 将 弓 杆 翘 起 再 转 回 来 将 弓 杆 击 在 琴 筒 上 ， 做 这 个 动 作 要 注 

意 不 得 带 出 琴 弦 的 声 音 ； ④ 注 意 强 弱 力 度 的 变 化 。 

练 习 要 求 ： 该 曲 速 度 轻 快 ， 全 曲 基 本 都 用 分 弓 ， 要 注 意 右 手 腕 的 灵 活 ， 特 别 是 前 八 分 音 符 、 

后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节 奏 （ ） ， 要 用 小 臂 甩 动 手 腕 奏 出 ， 绝 不 可 僵 硬 。 

· 43 · 



· 44· 

陈 御 麟 编 曲 

浙 江 民 歌 
＝ 80） 　 优 美 地 中 速 稍 快 （ 

练 习 42 顺 采 茶 变 奏 曲 



练 习 43

传 统 把 位 

· 45· 

音 阶 练 习 （ 一 ） 

图 22　 6— 3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九 、 F调 （ 6— 3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意 为 前 面 6/8三 拍 的 时 间 等 于 后 面 3/4一 拍 的 时 间 。 

标 的  意 为 前 面 一 拍 的 时 间 等 于 6/8拍 的 三 拍 时 间 。 第 20小 节 又 转 回 3/4拍 ， 上 面 标 的 

练 习 要 求 ： ① 垫 指 滑 音 要 圆 滑 、 流 畅 ； ② 注 意 拍 子 的 变 化 ， 第 13小 节 由 3/4拍 转 为 6/8拍 ， 上 面 



练 习 要 求 ： ① 6— 3弦 的 传 统 上 把 位 指 法 ， 要 求 一 指 定 在 内 弦 1音 的 位 置 上 ， 内 弦 7音 和 外 

弦 的 4音 均 由 一 指 上 抬 按 弦 。 因 此 在 拉 内 弦 时 要 特 别 注 意 空 弦 6与 7的 大 二 度 及 7与 1的 小 

二 度 关 系 ， 要 把 7和 1按 准 。 在 拉 外 弦 时 要 注 意 空 弦 3与 4之 间 的 小 二 度 及 4与 5之 间 的 大 二 

度 关 系 。 为 了 把 这 几 个 音 按 准 ， 可 做 如 下 练 习 ： 

· 46 · 

② 还 要 注 意 一 、 二 、 三 指 1— 2— 3、 5— 6— 7之 间 的 大 二 度 （ 全 音 ） 关 系 和 三 指 与 四 指 内 弦 

3— 4和 外 弦 7— 1之 间 的 小 二 度 （ 半 音 ） 关 系 ， 要 把 音 按 准 。 
.

练 习 44



练 习 要 求 ： 新 把 位 指 序 是 随 着 二 胡 演 奏 技 巧 的 发 展 而 出 现 的 。 它 在 演 奏 一 些 移 植 改 编 的 外 

国 乐 曲 和 合 奏 曲 音 阶 式 片 断 中 多 用 。 在 现 代 创 作 乐 曲 中 常 与 传 统 把 位 混 合 运 用 。 练 习 时 要 注 意 

内 弦 一 指 7与 二 指 1之 间 的 小 二 度 ， 二 指 、 三 指 、 四 指 1— 2— 3之 间 的 大 二 度 ； 外 弦 空 弦 3与 一 

指 4之 间 的 小 二 度 ， 一 指 、 二 指 、 三 指 、 四 指 4— 5— 6— 7之 间 的 大 二 度 ， 务 必 将 指 距 掌 握 准 确 ， 

把 音 按 准 。 

· 47· 

中 速 

练 习 46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45 音 阶 练 习 （ 二 ） 



· 48· 



小 情 人 

内 蒙 古 民 歌 

练 习 47

中 速 　 深 情 

练 习 要 求 ： 新 把 位 的 左 手 一 指 在 内 弦 7的 位 置 ， 要 求 虎 口 放 在 千 斤 下 面 ； 传 统 把 位 一 指 按 

在 内 弦 1的 位 置 上 ， 要 求 虎 口 的 位 置 随 之 下 移 。 因 此 ， 在 练 习 这 首 练 习 曲 时 ， 要 随 着 两 种 把 位 的 

变 化 而 调 整 手 的 位 置 。 大 指 不 可 紧 挟 琴 杆 ， 以 保 证 手 便 于 移 动 。 

； ④ 第 七 小 节 第 四 拍 为 大 三 度 震 音 ， 奏 法 是 1

练 习 要 求 ： ① 先 不 加 任 何 滑 音 和 装 饰 音 ， 把 曲 调 练 熟 ； ② 第 一 小 节 和 第 五 小 节 的 上 滑 音 ， 将 

一 指 尖 抬 向 千 斤 处 按 下 ， 迅 速 滑 向 5音 ； ③ 第 二 、 三 、 六 小 节 的 后 装 饰 音 奏 法 是 在 正 音 出 现 半 拍 

后 用 二 指 快 速 敲 击 琴 弦 ， 效 果 近 似 

音 出 现 后 用 三 指 迅 速 敲 击 3音 ； ⑤ 所 有 装 饰 音 的 演 奏 ， 都 要 用 指 根 关 节 支 配 手 指 运 动 ， 不 可 绷 

劲 、 僵 硬 。 

· 49 · 



· 50· 

练 习 要 求 ： 信 天 游 是 陕 北 民 歌 的 一 种 形 式 ， 曲 调 悠 扬 、 高 亢 ， 因 此 演 奏 声 音 要 丰 满 、 苍 劲 ， 每 

音 均 拉 满 弓 ， 绝 不 可 绵 软 无 力 ， 运 弓 要 用 内 力 ， 不 可 用 蛮 劲 。 

中 速 

练 习 49 信 天 游 

陕 北 民 歌 

练 习 要 求 ： 第 一 小 节 一 拍 两 音 的 连 弓 后 半 拍 要 增 加 力 度 。 

内 蒙 古 民 歌 

＝ 100） 稍 快 （ 

练 习 48 阿 　 银 　 白 



卖 　 扁 　 食 

河 北 民 歌 
＝ 106） 

练 习 50

中 速 稍 快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卖 饺 子 （ 扁 食 ） 的 叫 卖 调 ， 情 绪 轻 松 活 泼 。 第 三 小 节 1— 3的 六 度 下 滑 音 

的 奏 法 是 ： 四 指 在 1的 位 置 上 向 上 抹 ， 三 指 二 指 同 时 上 抹 与 一 指 并 拢 后 四 、 三 、 二 指 迅 速 抬 起 ， 

一 指 继 续 上 抹 至 千 斤 处 抬 起 ， 整 个 过 程 要 做 得 连 贯 、 迅 速 、 圆 滑 。 

· 51 · 

小 快 板 　 热 烈 地 

练 习 51 秧 歌 调 

东 北 民 间 乐 曲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王 洛 宾 曲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欢 快 的 曲 调 ， 运 弓 要 坚 实 有 力 ， 手 腕 要 灵 活 ， 有 弹 性 。 

牧 　 歌 练 习 52

内 蒙 古 民 歌 广 板 辽 阔 　 悠 扬 地 

练 习 提 示 ： 这 首 乐 曲 描 写 的 是 一 幅 蓝 天 、 白 云 、 草 原 、 羊 群 的 美 丽 的 画 卷 。 因 此 ， 演 奏 速 度 一 定 

要 掌 握 好 ， 绝 不 可 快 ， 运 弓 要 用 内 力 ， 弓 毛 与 琴 弦 要 有 粘 着 感 ， 长 弓 时 值 要 拉 够 ， 掌 握 好 力 度 变 化 。 

揉 弦 的 幅 度 要 大 ， 手 指 按 弦 不 可 发 飘 ， 长 音 渐 强 的 揉 弦 的 频 率 ， 要 由 慢 渐 快 ， 并 逐 渐 加 强 手 

指 的 压 力 。 

练 习 53

中 速 稍 慢 　 深 情 地 

· 52· 



小 鸭 子 练 习 55

哇 哈 哈 练 习 54

中 速 稍 快 　 活 泼 地 

（ 顿 弓 综 合 练 习 ） 

＝ 112　 活 泼 地 

· 53 · 

潘 振 声 曲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儿 童 歌 舞 曲 ， 活 泼 、 欢 快 。 该 曲 全 部 在 新 把 位 演 奏 ， 注 意 一 指 内 弦 6— 7、 

外 弦 3— 4的 音 要 准 。 运 弓 要 短 促 ， 有 弹 性 ， 手 腕 要 灵 活 。 

石 　 夫 曲 

练 习 提 示 ： 这 首 曲 子 的 前 三 小 节 是 用 新 把 位 演 奏 ， 后 三 小 节 用 传 统 把 位 演 奏 。 要 注 意 手 的 

位 置 变 化 。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顿 弓 练 习 曲 表 现 了 小 鸭 子 一 摇 一 摆 的 活 泼 可 爱 的 形 象 。 两 个 以 上 的 顿 音 用 

连 线 连 起 来 用 一 弓 奏 出 叫 作 连 顿 弓 ， 要 求 大 臂 、 小 臂 、 手 腕 、 手 指 的 有 机 配 合 。 连 顿 弓 的 运 弓 与 

拉 长 弓 的 方 法 基 本 一 致 ， 由 于 顿 音 要 求 每 个 音 都 要 出 现 音 头 ， 各 音 之 间 都 要 有 小 的 间 隔 ， 要 求 

小 臂 在 出 现 一 个 音 后 停 顿 一 下 ， 手 腕 连 续 做 外 拉 或 内 推 的 爆 发 动 作 。 练 习 时 先 放 慢 速 度 ， 掌 握 

好 后 再 按 原 速 练 习 。 

· 54 · 

＝ 112　 愉 快 地 福 建 民 歌 

练 习 56 采 茶 扑 蝶 



， 要 掌 握 好 节 奏 ， 不 可 往 前 赶 或 往 后 拖 ， 手 腕 和 小 臂 切 分 音 

都 不 能 僵 硬 、 紧 张 ， 可 以 抽 出 来 反 复 练 准 确 后 再 连 起 来 练 。 

· 55 · 

等 ， 要 连 贯 ， 不 留 痕 迹 。 第 13、 14、 15小 节 的 连 续 内 外 弦 交 换 ， 如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欢 快 优 美 的 歌 舞 音 乐 。 演 奏 要 流 畅 、 通 顺 ， 换 弓 手 腕 要 灵 活 。 凡 连 弓 的 



彝 族 舞 曲 

陈 御 麟 编 曲 

· 56· 

＝ 132　 欢 快 、 热 烈 

练 习 57 快 乐 的 罗 嗦 



练 习 要 求 ： 全 曲 用 弓 都 要 坚 实 有 力 ， 奏 出 欢 腾 热 烈 的 气 氛 。 第 17小 节 的 ， 小 指 为 隔 

音 按 指 ， 按 弦 时 要 将 左 手 大 指 张 开 ， 小 指 下 伸 ， 手 掌 内 转 ， 虎 口 不 可 移 位 ， 小 指 抬 起 后 ， 大 指 随 之 

收 拢 ， 手 掌 恢 复 正 常 状 态 。 开 始 练 习 时 要 放 慢 速 度 ， 待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练 习 。 

· 57 · 

陈 兆 勋 曲 
＝ 118　 活 泼 、 跳 跃 地 

练 习 58 小 白 兔 跳 跳 



弓 

不 好 可 先 奏 成 

变 化 。 

练 习 59

传 统 把 位 

· 58· 

音 阶 练 习 （ 一 ） 

图 23　 2— 6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十 、 C调 （ 2— 6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 熟 练 后 再 按 规 定 弓 法 演 奏 。 要 注 意 力 度 记 号 的 

的 连 续 演 奏 要 掌 握 好 节 奏 特 点 ， 保 持 速 度 稳 定 。 开 始 如 掌 握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顿 弓 与 连 弓 交 叉 的 综 合 练 习 曲 ， 表 现 了 小 白 兔 蹦 蹦 跳 跳 、 停 停 看 看 ， 活 

泼 可 爱 的 形 象 。 要 充 分 注 意 右 手 小 臂 、 手 腕 的 弹 性 和 手 腕 的 灵 活 。 第 5小 节 后 休 止 半 拍 切 分 连 



音 阶 练 习 （ 二 ） 

练 习 要 求 ： 2— 6弦 的 传 统 上 把 位 指 法 ， 要 求 一 指 定 位 在 外 弦 1的 位 置 上 ， 内 弦 3和 外 弦 7

均 用 一 指 上 抬 按 弦 ， 要 注 意 内 弦 2— 3— 4和 外 弦 6— 7— 1的 音 准 。 外 弦 4— 5均 由 四 指 承 担 ， 按 

5音 时 要 将 大 指 张 开 ， 小 指 下 伸 ， 虎 口 和 其 他 手 指 不 可 因 四 指 下 伸 而 移 位 。 

练 习 60

新 把 位 

· 59 · 

练 习 要 求 ： 新 把 位 在 新 创 作 的 乐 曲 中 使 用 较 多 。 练 习 时 注 意 内 弦 3— 4、 外 弦 7— 1的 音 准 ， 

要 将 二 指 上 移 与 一 指 靠 近 ， 同 时 注 意 三 指 不 可 因 二 指 上 移 而 随 之 移 位 。 



· 60· 

练 习 61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 61· 



（ 新 把 位 ） 

中 速 　 豪 放 地 

第 一 拍 分 弓 弓 距 要 短 ， 第 二 拍 连 弓 弓 距 要 长 ； 第 61小 节 后 的 

， 第 一 拍 连 弓 弓 距 要 长 ， 第 二 拍 分 弓 弓 距 要 短 ； 第 34小 节 后 的 

弓 法 第 一 音 运 弓 速 度 要 快 ， 后 三 音 弓 速 要 慢 ， 四 个 音 的 时 值 要 一 致 ， 速 度 要 稳 定 。 

贝 　 忽 

蒙 族 民 歌 

· 62· 

练 习 62

先 分 后 连 的 弓 法 

节 后 先 连 后 分 的 弓 法 

练 习 要 求 ： ① 注 意 传 统 把 位 与 新 把 位 左 手 位 置 和 指 序 的 区 别 ； ② 注 意 弓 法 的 区 别 ， 第 28小 



练 习 63

（ 传 统 把 位 ） 

· 63· 

＝ 76　 辽 阔 、 悠 扬 地 

山 　 歌 

江 西 民 歌 

练 习 提 示 ： 这 首 曲 子 运 弓 四 分 音 符 或 两 个 八 分 音 符 的 连 弓 基 本 要 拉 满 弓 ， 并 且 不 要 有 音 

头 ， 每 一 弓 都 要 奏 成 ＜ ＞ 力 度 。 左 手 要 注 意 装 饰 音 和 滑 抹 音 的 演 奏 。 



放 　 羊 　 调 

云 南 民 歌 

练 习 64

的 奏 法 是 二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悠 长 、 辽 阔 的 山 歌 ， 每 个 音 都 拉 满 弓 ， 不 可 赶 速 度 ，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 传 统 把 位 ） 

悠 长 、 自 由 地 

练 习 要 求 ： ① 速 度 要 缓 慢 ， 每 分 钟 50拍 左 右 ； ② 

的 奏 法 是 在 6音 即 将 奏 完 时 ， 三 指 上 抹 ， 运 弓 随 之 减 弱 并 停 止 ； ⑤ 

为 三 连 音 符 号 ， 要 求 一 拍 平 均 奏 三 个 

音 ； ③ 第 3、 第 5小 节 要 求 小 指 在 内 弦 向 下 滑 至 1音 ， 同 时 将 三 指 按 在 内 弦 6音 上 ， 小 指 再 上 抹 

至 三 指 指 尖 处 抬 起 ， 小 指 下 滑 时 拇 指 要 随 之 张 开 ， 上 抹 时 拇 指 收 拢 ， 三 指 按 在 6音 上 不 可 移 位 ； 

④ 

指 和 一 指 同 时 上 抹 ， 至 3音 一 指 按 住 ， 二 指 抬 起 。 

思 想 起 练 习 65

台 湾 民 歌 （ 传 统 把 位 ） 

· 64· 

徐 缓 、 深 情 地 



信 天 游 

陕 北 民 歌 
＝ 48　 悠 扬 地 

练 习 66

为 回 转 滑 音 符 号 ，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十 分 深 情 的 台 湾 民 歌 ， 要 特 别 注 意 运 弓 的 粘 着 力 和 力 度 的 起 伏 ， 左 手 

要 掌 握 好 揉 弦 及 滑 抹 音 的 分 寸 。 ① 先 不 加 任 何 滑 抹 音 ， 将 旋 律 练 熟 ， 在 练 习 中 要 严 格 按 弓 法 运 

弓 ， 并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② 旋 律 熟 练 后 ， 再 按 滑 音 符 号 要 求 加 进 滑 抹 音 ； ③ 

手 指 按 在 本 音 上 滑 后 再 滑 回 本 音 。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乐 曲 曲 调 悠 长 、 深 远 ， 表 现 了 黄 土 高 原 的 古 老 和 苍 凉 。 是 一 首 长 弓 和 揉 弦 、 

力 度 的 综 合 练 习 。 运 弓 要 掌 握 好 由 弱 渐 强 和 由 强 渐 弱 的 趋 势 ， 做 到 强 而 不 噪 ， 弱 而 不 虚 。 凡 长 音 

都 要 揉 弦 ， 由 弱 到 强 的 长 音 ， 揉 弦 逐 渐 加 重 、 加 速 ， 渐 弱 的 长 音 揉 弦 由 重 渐 轻 ， 空 弦 用 空 揉 。 

· 65· 



雨 不 洒 花 花 不 红 

练 习 提 示 ： 这 首 曲 子 节 奏 铿 锵 有 力 ， 情 绪 热 烈 、 豪 迈 ， 要 求 运 弓 坚 实 丰 满 ， 凡 标 有 强 音 记 号 

的 音 均 用 大 臂 发 力 甩 动 小 臂 和 手 掌 ， 手 指 要 使 弓 毛 紧 贴 琴 弦 。 第 3小 节 小 指 5音 的 回 转 滑 音 ， 

动 作 要 准 确 灵 活 。 

练 习 68

传 统 把 位 

· 66· 

＝ 56　 深 情 地 云 南 民 歌 

＝ 94　 热 烈 、 豪 迈 地 
陇 东 民 歌 

（ 传 统 把 位 ） 

练 习 67 军 民 大 生 产 



（ 新 把 位 ） 

小 快 板 　 活 泼 地 

· 67 · 

郑 秋 枫 曲 

练 习 69 可 爱 的 蓝 精 灵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少 女 的 爱 情 歌 曲 ， 曲 调 十 分 优 美 缠 绵 ， 演 奏 速 度 不 可 快 。 弓 毛 与 弦 要 有 

粘 着 力 ， 左 手 指 按 弦 、 揉 弦 要 扎 实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活 泼 可 爱 的 儿 童 歌 曲 ， 练 习 时 注 意 顿 音 和 保 持 音 的 区 别 ， 要 严 格 掌 握 

#
4音 与 

 
4音 的 音 准 ， 注 意 第 28小 节 的 渐 慢 （ rit． ） 和 第 29小 节 的 恢 复 原 速 （ tempo） 要 奏 得 自 

下 滑 音 后 要 稍 微 停 顿 一 下 （ V） ， 再 恢 复 原 速 奏 后 面 的 旋 律 。 然 ， 第 29小 节 的 

练 习 70

混 合 把 位 

花 仙 子 之 歌 

（ 变 化 音 练 习 ） 

〔 日 〕 小 林 亚 星 曲 

· 68· 

小 快 板 　 活 泼 地 



· 69· 



十 一 、  B调 （ 3— 7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图 24　 3— 7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近 2。 个 人 如 听 不 准 ， 可 用 风 琴 、 钢 琴 或 电 子 琴 校 正 。 

练 习 提 示 ： ① 括 号 内 的 旋 律 是 前 奏 ，  由 乐 队 或 伴 奏 乐 器 演 奏 ，  如 有 辅 导 老 师 ，  可 由 老 师 演 奏 ；  ② 后 

面 的 二 声 部 可 由 两 把 二 胡 重 奏 ， 亦 可 由 多 把 二 胡 分 两 个 声 部 演 奏 。 个 人 练 习 主 要 要 练 好 上 面 的 主 旋 律 ； 

③ 练 习 中 要 特 别 注 意 
#
4、 

 
7、 

 
6、 

 
3的 音 准 ， 

#
4要 靠 近 5， 

 
6也 要 靠 近 5， 

 
7要 靠 近 6， 

 
3要 靠 

音 阶 练 习 （ 一 ） 练 习 71

（ 传 统 把 位 ） 

· 70· 



练 习 要 求 ： 3— 7弦 的 传 统 上 把 位 指 法 要 求 一 指 定 位 在 内 弦 5的 位 置 ， 内 弦 4和 外 弦 1要 

用 一 指 上 抬 至 接 近 千 斤 处 按 弦 ， 要 注 意 与 空 弦 3、 7的 半 音 关 系 。 括 号 内 的 指 法 是 第 二 方 案 ， 在 

第 二 遍 时 使 用 。 在 练 习 第 一 方 案 时 ， 四 指 按 内 弦 1音 时 要 从 弦 正 面 落 下 ， 一 些 初 学 者 往 往 爱 从 

外 侧 向 内 推 ， 结 果 着 力 点 在 外 弦 上 ， 造 成 内 弦 音 不 准 或 出 噪 音 。 另 外 ， 还 要 注 意 三 指 7音 的 音 

准 ， 要 使 三 指 指 尖 向 小 指 1音 靠 拢 。 要 反 复 练 习 ， 达 到 音 准 要 求 。 

· 71· 

练 习 要 求 ： ① 虎 口 靠 近 千 斤 处 ， 注 意 一 指 按 弦 4、 1与 空 弦 音 3、 7之 间 的 半 音 音 准 ； ② 内 弦 

的 4567全 为 大 二 度 ， 注 意 调 整 好 指 距 。 

（ 新 把 位 ） 

练 习 72 音 阶 练 习 （ 二 ） 



沂 蒙 山 歌 练 习 74

达 拉 瓦 练 习 73

行 板 　 辽 阔 地 

（ 传 统 把 位 ） 

＝ 78　 豪 放 、 明 朗 地 

至 #4再 滑 回 5； ③ 注 意 滑 音 和 垫 指 滑 音 的 区 别 ， 第 8小 节 

· 72 · 

用 一 指 按 在 外 弦 2音 ， 上 抹 至 千 

练 习 要 求 ： ① 运 弓 要 丰 满 有 力 ； ② 第 1、 第 4小 节 5为 回 转 滑 音 ， 由 四 指 按 在 5音 上 ， 向 上 滑 

练 习 要 求 ： ① 弓 子 要 拉 满 弓 ， 力 度 要 丰 满 ； ② 注 意 第 6小 节 传 统 把 位 与 新 把 位 的 转 换 ， 左 手 

虎 口 要 随 着 把 位 的 转 换 而 移 动 ， 拇 指 不 可 紧 挟 琴 杆 。 

内 蒙 古 民 歌 



在 北 京 的 金 山 上 

斤 处 抬 起 ， 第 11小 节 

滑 至 5音 。 这 两 处 滑 音 虎 口 不 可 移 动 ； ④ 第 10小 节 

音 处 按 下 迅 速 上 抹 至 7音 ， 这 个 滑 音 虎 口 也 不 可 移 位 。 

练 习 75

（ 传 统 把 位 ） 

练 习 提 示 ： ① 运 弓 要 舒 展 ， 手 腕 要 松 弛 、 灵 活 ； ② 第 3、 6、 9、 12小 节 

型 ， 运 弓 要 在 后 半 拍 加 力 。 

⋯ ⋯ 的 音 

· 73· 

藏 族 民 歌 

滑 音 奏 法 是 用 三 指 下 伸 至 内 弦 2

－ 用 一 指 按 在 内 弦 5音 ， 上 抹 至 千 斤 处 抬 起 ， 再 从 千 斤 处 落 下 ， 下 



（ 传 统 把 位 ） 

中 速 

· 74·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为 山 西 、 内 蒙 古 中 部 的 二 人 台 曲 调 ， 高 亢 、 豪 放 。 演 奏 时 右 手 运 弓 要 有 弹 性 

和 力 度 ， 用 大 臂 发 力 甩 动 小 臂 和 手 掌 ， 手 腕 要 灵 活 ， 左 手 指 按 弦 音 要 准 。 

练 习 76 打 连 城 

绥 远 民 歌 



· 75· 

2音 ， 再 向 上 抹 回 1音 ， 然 后 抬 起 ， 利 用 换 弓 的 间 隙 将 二 指 按 在 内 弦 6音 上 。 虎 口 不 得 移 位 、 音 

要 按 准 。 

的 奏 法 是 一 指 上 按 在 外 弦 1上 ， 迅 速 下 滑 至 上 抹 至 1音 ， 再 下 滑 向 2； ④ 第 7小 节 

的 奏 法 是 用 一 指 按 在 外 弦 2音 后 伸 按 在 6音 后 上 抹 至 5音 ， 虎 口 不 可 移 位 ； ③ 第 5小 节 

用 四 指 下 练 习 提 示 ： ① 这 是 一 首 赞 美 歌 曲 ， 旋 律 深 远 悠 长 ， 速 度 不 可 快 ； ② 第 3小 节 的 

东 蒙 民 歌 

＝ 46） 慢 速 （ 

练 习 77 诺 恩 吉 亚 



四 辈 上 工 

天 津 民 歌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曲 艺 说 唱 风 格 的 曲 调 ， 要 注 意 滑 音 的 流 利 。 其 中 用 一 指 从 5音 上 

练 习 78

中 速 　 叙 述 地 

练 习 79

中 速 稍 慢 　 山 歌 风 

滑 至 千 斤 处 抬 起 露 出 空 弦 3， 再 从 千 斤 处 下 滑 至 5， 虎 口 位 置 不 可 移 动 ， 7、 8小 节 的 

用 三 指 下 伸 至 2按 住 后 上 抹 至 7， 虎 口 亦 不 可 移 位 。 

放 牛 歌 

四 川 民 歌 

· 76· 



练 习 80

中 速 　 抒 情 地 

· 77· 

弗 · 大 卫 曲 

果 树 园 开 满 花 

练 习 提 示 ： 演 奏 要 用 弓 坚 实 ， 声 音 要 高 亢 嘹 亮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与 我 国 民 歌 风 格 完 全 不 同 的 欧 洲 乐 曲 ， 运 弓 不 加 强 音 头 ， 全 部 用 平 弓 ， 

左 手 不 加 滑 音 ， 落 指 要 准 确 ， 揉 弦 用 滚 揉 。 注 意 把 位 的 变 换 和 力 度 记 号 的 变 化 。 D． C． 为 从 头 反 

复 ， Fine为 到 此 结 束 。 

· 78 · 

＝ 80　 热 情 地 

采 莲 调 

湖 南 民 歌 

练 习 81



练 习 提 示 ： ① 该 曲 全 部 用 吟 揉 ； ② 其 中 

本 音 压 高 ； ③ 运 弓 要 有 力 、 干 脆 。 

· 79· 

＝ 110

上 把 混 合 把 位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82

） 将 音 要 高 于 本 音 。 其 方 法 是 用 压 揉 （ 



· 80· 



。 这 种 指 法 要 求 左 奏 成 奏 成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综 合 练 习 曲 要 分 四 部 分 练 习 ： 

① 第 1～ 14小 节 为 快 弓 练 习 。 右 手 手 腕 手 指 均 要 灵 活 ， 用 小 臂 发 力 甩 动 手 掌 做 推 拉 ， 要 奏 

出 颗 粒 性 的 声 音 。 开 始 练 时 要 放 慢 速 度 ， 熟 练 后 再 加 快 ； 

② 第 15～ 45小 节 为 旋 律 练 习 。 用 弓 要 舒 展 、 丰 满 ， 注 意 弓 法 ， 左 手 要 注 意 滑 音 的 运 用 。 

③ 第 46～ 62小 节 为 颤 音 练 习 。 由 左 手 指 在 本 音 上 方 大 二 度 或 小 二 度 快 速 而 均 匀 地 敲 击 ， 

如 

手 手 臂 、 手 掌 均 要 放 松 ， 由 指 根 关 节 发 力 ， 手 指 落 弦 要 有 弹 性 ， 有 的 人 开 始 奏 不 快 不 要 急 躁 ， 可 

抓 紧 一 切 时 间 ， 在 桌 面 练 弹 指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 就 会 逐 渐 练 习 出 速 度 ； 

④ 第 63～ 86小 节 为 快 弓 及 抖 弓 练 习 。 抖 弓 是 用 右 小 臂 甩 动 手 掌 作 快 速 的 左 右 横 向 运 动 ， 

腕 关 节 一 定 要 放 松 。 用 弓 一 般 在 弓 尖 部 位 。 力 度 特 强 时 可 在 弓 中 部 位 。 练 习 快 弓 时 ， 要 注 意 两 

种 把 位 指 法 的 变 化 。 

· 81· 



练 习 提 示 ： 注 意 内 弦 

是 小 二 度 ， 要 把 指 距 掌 握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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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 三 指 按 弦 均 为 大 二 度 ， 三 指 与 四 指 之 间 

练 习 83 音 阶 练 习 

图 25 　 4 — 1 弦 上 把 位 指 序 图 

十 二 、 A调 （ 4— 1弦 ） 上 把 位 练 习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连 续 附 点 音 符 的 练 习 。 要 把 附 点 音 符 时 值 奏 满 。 后 面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 要 

注 意 将 弓 子 迅 速 送 回 原 位 ， 以 保 持 弓 距 的 平 衡 ， 但 不 可 出 重 音 。 因 此 要 求 手 腕 灵 巧 和 具 有 弹 

性 。 要 掌 握 好 全 曲 的 速 度 ， 避 免 越 拉 越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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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民 歌 ＝ 60　 抒 情 、 优 美 

练 习 85 四 季 歌 

日 本 歌 曲 ＝ 100

幸 福 拍 手 歌 练 习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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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古 关 裕 而 曲 
＝ 112　 轻 快 地 

练 习 87 邮 递 马 车 

四 川 宜 宾 民 歌 
中 速 稍 慢 　 自 由 地 

练 习 86 栽 泡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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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提 示 ： ① 长 弓 要 流 畅 ， 短 弓 要 有 弹 性 ； ② 力 度 对 比 要 明 显 ， 全 曲 要 奏 得 轻 松 、 活 泼 。 注 意 

第 16小 节 第 四 拍 至 第 18小 节 是 两 音 为 一 组 ， 重 音 在 后 半 拍 ， 在 记 谱 上 强 调 了 这 个 特 点 。 

· 86· 

中 速 

练 习 88 上 把 位 快 弓 综 合 练 习 



· 87· 



十 三 、 二 胡 的 换 把 方 法 

二 胡 的 上 把 位 只 含 一 个 八 度 多 一 点 的 音 域 ， 而 二 胡 的 整 个 音 域 可 达 到 三 个 八 度 以 上 ， 因 

此 ， 要 进 入 较 高 层 次 的 演 奏 ， 必 须 掌 握 好 二 胡 的 换 把 方 法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连 续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快 弓 综 合 练 习 。 右 手 腕 和 手 指 都 要 保 持 松 弛 和 灵 

活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有 弹 性 ， 注 意 三 指 按 内 弦 7和 外 弦 4的 音 要 准 。 开 始 要 慢 练 ， 把 指 法 和 音 准 

掌 握 好 ，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 一 ） 把 　 位 

什 么 叫 把 位 呢 ？ 把 位 就 是 左 手 一 指 到 四 指 按 音 的 区 域 。 换 把 就 是 左 手 从 上 往 下 ， 或 从 下 往 

上 的 移 动 。 二 胡 的 把 位 有 传 统 把 位 和 新 把 位 的 区 别 。 

从 下 面 三 页 图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传 统 把 位 是 以 首 调 的 5（ sor） 和 1（ do） 音 做 为 每 把 位 的 第 一 

音 ， 按 这 个 方 式 ， 可 分 为 上 把 、 中 把 、 下 把 、 次 下 把 、 最 下 把 五 个 把 位 。 新 把 位 则 是 以 一 指 移 动 一 

个 音 就 为 一 个 把 位 ， 按 照 do大 调 自 然 音 阶 排 列 ， 可 分 十 四 个 把 位 （ 1-5弦 如 此 ， 其 他 的 定 弦 也 

是 如 此 ） 。 在 许 多 练 习 曲 和 独 奏 曲 中 ， 两 种 把 位 经 常 交 替 使 用 ， 因 此 ， 学 习 者 对 两 种 把 位 都 要 掌 

握 好 。 

（ 二 ） 换 把 的 基 本 方 法 和 要 求 

1． 整 个 左 臂 都 要 放 松 ， 拇 指 绝 不 可 紧 挟 琴 杆 。 

2． 下 移 时 ， 腕 关 节 先 下 沉 ， 手 指 随 后 下 移 ， 至 换 把 音 后 手 形 复 原 。 

3． 上 移 时 ， 腕 关 节 上 提 ， 手 指 随 后 上 移 ， 至 换 把 音 后 手 形 复 原 。 

4． 臂 肘 要 随 手 的 移 动 下 沉 和 上 移 ， 不 可 僵 持 不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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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一 ） 　 传 统 把 位 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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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二 ） 　 传 统 把 位 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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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新 把 位 图 

· 91· 



3． 跳 指 换 把 。 跳 指 换 把 是 手 指 离 弦 跳 向 终 点 音 ， 在 两 音 距 离 较 远 又 不 许 出 现 滑 音 时 ， 必 须 

用 跳 指 换 把 。 如 ： 

陆 修 棠 《 怀 乡 行 》 （ 片 断 ） 

· 92 · 

顾 武 祥 　 孟 津 津 《 喜 送 公 粮 》 （ 片 断 ） 
由 慢 渐 快 

2． 移 指 换 把 。 换 把 中 间 的 经 过 音 不 出 声 ， 手 指 在 滑 向 终 点 音 的 过 程 中 要 虚 按 ， 先 按 在 起 始 

音 上 不 动 ， 待 腕 关 节 下 沉 或 上 提 接 近 终 点 音 时 ， 迅 速 下 移 或 上 移 至 终 点 。 如 ： 

1． 滑 指 换 把 。 是 由 起 始 音 滑 向 终 点 音 ， 中 间 的 经 过 音 要 出 声 。 如 ： 

（ 三 ） 换 把 的 种 类 



· 93· 

2．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是 用 不 同 手 指 在 不 同 音 上 的 换 把 。 如 ： 

换 把 的 方 式 有 同 指 异 音 换 把 ，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和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三 种 。 

1． 同 指 异 音 换 把 是 用 同 一 手 指 在 不 同 音 上 换 把 。 如 ： 

（ 四 ） 换 把 的 方 式 

两 音 距 离 很 近 ， 但 连 续 内 外 弦 交 替 ， 也 需 用 跳 指 换 把 ： 

俞 鹏 《 平 原 竞 马 》 （ 片 断 ） 



二 胡 过 去 在 民 间 流 传 时 ， 换 把 的 方 法 不 统 一 、 不 科 学 ， 很 难 应 付 复 杂 演 奏 对 技 巧 的 需 要 。 本 

· 94· 

宋 国 生 《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练 习 》 （ 片 断 ） 

刘 天 华 《 空 山 鸟 语 》 （ 片 断 ） 

3．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是 用 不 同 的 手 指 在 同 一 个 音 上 交 换 。 如 ： 



从 一 指 开 始 的 换 把 

刘 天 华 曲 

练 习 89

世 纪 30年 代 以 后 ， 民 族 音 乐 大 师 刘 天 华 先 生 深 入 学 习 了 西 洋 小 提 琴 的 演 奏 ， 广 泛 研 究 了 其 他 

民 族 弹 拨 乐 器 和 弓 弦 乐 器 的 演 奏 方 法 ， 创 造 了 科 学 规 范 的 二 胡 换 把 方 法 ， 使 二 胡 的 表 现 力 产 生 

了 历 史 性 的 飞 跃 。 他 归 纳 的 几 种 换 把 方 式 ， 至 今 仍 是 二 胡 学 习 者 必 须 掌 握 的 精 华 。 

1． 同 指 异 音 

① 全 用 内 弦 

② 全 用 外 弦 

练 习 要 求 ： 虎 口 、 手 掌 、 手 指 均 要 放 松 ， 速 度 不 可 快 ， 弓 子 要 平 稳 ， 拉 满 弓 ， 掌 握 好 两 音 之 间 

的 换 把 距 离 ， 用 移 指 和 滑 指 方 法 反 复 把 音 练 准 。 第 3小 节 第 二 拍 为 异 指 异 音 下 行 （ 从 高 音 往 低 

音 为 下 行 ） 换 把 ， 要 求 手 腕 上 提 时 二 指 随 之 移 至 3（ mi） ① 7（ si） ② 音 ， 再 落 一 指 。 这 个 过 程 尽 量 

不 要 出 现 滑 音 。 

2． 一 、 二 指 的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③ 全 用 内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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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把 练 习 （ 一 ） 

刘 天 华 曲 

⑥ 全 用 外 弦 

④ 全 用 外 弦 

练 习 要 求 ：  这 条 练 习 的 目 的 是 掌 握 2（ re） → 5（ sor） 、 4（ fa） → 3（ mi） ； 6（ la） → 2（ re） 、 1（ do） → 7

（ si） 的 换 把 基 本 过 程 ， 不 管 在 什 么 调 上 ， 遇 到 这 类 音 程 ， 都 要 这 样 换 把 。 第 1小 节 第 一 拍 和 第 2

小 节 第 一 拍 附 点 音 符 后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实 际 是 经 过 音 ， 要 拉 得 短 促 、 轻 淡 、 含 蓄 。 

3． 一 、 三 指 异 指 异 音 、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⑤ 全 用 内 弦 

练 习 要 求 ： 这 两 条 练 习 的 目 的 是 掌 握 内 弦 2（ re） → 6（ la） ， 外 弦 6（ la） → 3（ mi） 的 换 把 过 程 。 

第 2小 节 和 第 3小 节 第 二 拍 是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 注 意 一 、 三 指 交 换 的 落 弦 点 要 准 确 、 一 致 。 

练 习 90

中 速 

一 三 一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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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二 指 开 始 的 换 把 

刘 天 华 曲 

练 习 提 示 ： 这 条 练 习 曲 综 合 了 前 面 从 一 指 开 始 换 把 的 几 种 要 素 ， 要 把 它 们 运 用 好 。 注 意 第 

6、 14、 19小 节 四 指 与 三 指 的 隔 指 按 弦 ， 要 把 拇 指 张 开 、 四 指 下 伸 ， 将 音 按 准 。 

练 习 91

同 指 异 音 换 把 ： 

· 97· 

练 习 要 求 ： 注 意 左 手 手 腕 和 虎 口 都 要 放 松 ， 掌 握 好 两 音 间 的 换 把 距 离 ， 用 滑 指 和 移 指 两 种 

方 法 反 复 练 习 ， 把 音 按 准 。 



二 、 三 指 的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 

练 习 要 求 ： 这 两 条 练 习 提 示 了 内 弦 由 二 指 3（ mi） 至 三 指 6（ la） 再 回 到 二 指 3（ mi） ， 外 弦 由 

二 指 7（ si） 至 三 指 3（ mi） 再 回 到 二 指 7（ si） 的 换 把 过 程 。 其 中 的 装 饰 音 实 际 是 两 个 正 音 之 间 的 

经 过 音 ， 要 轻 巧 、 轻 淡 ， 不 可 笨 拙 。 

二 指 一 指 的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 

练 习 要 求 ： 这 两 条 练 习 提 示 了 内 弦 二 指 3（ mi） 至 一 指 4（ fa） 再 回 到 二 指 3（ mi） ， 外 弦 7（ si） 

至 1（ do） 再 回 到 7（ si） 的 换 把 过 程 ， 其 中 的 装 饰 音 绝 不 可 过 于 强 调 。 开 始 练 习 时 可 以 出 现 声 音 ， 

熟 练 后 可 不 出 声 音 。 

二 指 四 指 的 异 指 异 音 换 把 ： 

练 习 要 求 ： 这 条 练 习 是 内 弦 二 指 3（ mi） 至 7（ si） 再 回 到 3（ mi） ， 外 弦 7（ si） 至 5（ sor） 再 回 到 7

（ si） 的 换 把 过 程 ， 其 中 装 饰 音 的 要 求 ， 与 前 面 的 要 求 一 样 ， 不 可 过 于 强 调 声 音 ， 但 必 须 把 换 指 的 

过 程 做 好 。 第 ⑧ 条 第 一 小 节 四 指 要 充 分 伸 开 ， 将 5（ sor） 音 按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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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把 练 习 （ 二 ） 练 习 92

练 习 要 求 ： 要 把 前 面 练 习 的 基 本 过 程 ， 运 用 到 这 条 练 习 中 来 。 注 意 第 6小 节 ， 第 16小 

节 

刘 天 华 曲 
中 速 

四 指 按 弦 的 音 要 准 。 第 21小 节 ， 二 指 内 外 弦 交 换 把 位 ， 要 圆 滑 流 畅 ， 不 留 痕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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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指 异 音 ， 滑 指 换 把 

中 速 

异 指 异 音 ， 移 指 换 把 

中 速 

· 100· 

换 把 练 习 （ 四 ） 练 习 94

换 把 练 习 （ 三 ） 练 习 93



练 习 95

跳 指 换 把 

· 101· 

＝ 92） 中 速 （ 

换 把 练 习 （ 五 ） 



换 把 练 习 （ 六 ） 

＝ 72

练 习 要 求 ： ① 右 手 腕 要 灵 活 ， 十 六 分 音 符 和 八 分 音 符 的 力 度 要 均 匀 ， 声 音 要 富 于 颗 粒 性 ； ② 

左 手 掌 、 虎 口 均 要 放 松 ， 以 保 证 换 把 灵 活 。 手 指 触 弦 要 准 确 ， 有 弹 性 。 先 以 两 小 节 为 一 组 放 慢 练 

习 ， 都 练 准 确 后 ， 再 连 起 来 加 速 练 习 。 

练 习 96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练 习 （ 七 ） 

练 习 提 示 ： 基 本 用 滑 指 换 把 ， 要 特 别 注 意 手 指 交 换 的 音 准 ， 要 奏 得 圆 滑 连 贯 ， 富 于 歌 唱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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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音 异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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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98

十 四 、 D调 （ 1— 5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② 各 段 第 2小 节 、 第 3小 节 除 采 用 谱 中 标 注 的 两 种 指 法 外 ， 还 可 用 其 他 指 法 进 行 练 习 。 

如 ： 

练 习 要 求 ： 

① 用 以 下 四 种 弓 法 演 奏 ： 

③ 括 号 内 为 另 一 种 指 法 安 排 ， 两 种 指 法 都 要 掌 握 。 

④ 第 5小 节 至 第 11小 节 的 指 法 安 排 ， 主 要 是 为 了 掌 握 连 续 “ 同 音 异 指 ” 技 法 ， 要 严 格 按 所 

标 注 的 指 法 练 习 ， 注 意 大 、 小 二 度 音 程 交 换 时 的 指 距 关 系 。 

⑤ 第 12小 节 、 第 13小 节 连 续 用 一 指 在 内 弦 演 奏 一 个 八 度 内 的 音 阶 ， 要 用 移 指 换 把 ， 掌 握 

好 大 二 度 、 小 二 度 的 指 距 ， 各 音 之 间 不 可 出 现 滑 音 ， 要 抽 出 来 反 复 练 习 ， 掌 握 好 音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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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99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用 以 下 四 种 弓 法 演 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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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幽 静 、 慈 爱 地 

练 习 100 摇 篮 曲 

广 东 民 歌 

② 要 密 切 注 意 各 种 琶 音 的 音 高 变 化 及 临 时 升 降 记 号 ， 把 握 好 音 准 。 练 习 时 要 从 慢 速 练 起 。 

双 臂 、 双 手 均 要 放 松 ， 不 可 紧 张 、 发 僵 。 对 变 化 音 一 时 掌 握 不 好 者 ， 可 暂 不 练 括 号 内 的 乐 谱 。 



（ 电 影 《 小 猫 钓 鱼 》 插 曲 ） 

（ 综 合 练 习 ） 黄 准 曲 

陈 御 麟 编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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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充 满 自 豪 地 

练 习 101 劳 动 最 光 荣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古 老 的 婴 儿 催 眠 歌 曲 。 演 奏 声 音 要 十 分 甜 美 ， 感 情 充 满 了 慈 爱 ， 滑 音 要 

圆 滑 ， 柔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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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要 求 ： ① 第 1～ 18小 节 是 歌 曲 的 原 旋 律 ， 要 演 奏 得 朝 气 蓬 勃 ， 富 有 生 气 。 ② 第 19小 节 

后 为 变 奏 ， 右 手 腕 要 放 松 、 声 音 要 有 弹 性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灵 活 ， 按 音 要 准 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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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民 歌 

＝ 108　 赞 美 地 

森 吉 德 玛 练 习 102



练 习 103

中 速 稍 快 

· 110· 

江 苏 民 歌 

拔 根 芦 柴 花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蒙 族 青 年 赞 美 美 丽 姑 娘 森 吉 德 玛 的 歌 曲 ， 情 绪 开 朗 豪 放 ， 用 弓 有 力 ， 注 

意 泛 音 、 滑 音 、 装 饰 音 的 准 确 性 。 



· 111· 

＝ 160

练 习 104 长 弓 活 指 换 把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每 分 钟 160拍 是 练 熟 后 的 要 求 ， 初 练 时 一 定 要 放 慢 速 度 ， 把 每 个 音 符 拉 清 楚 ， 

特 别 是 换 把 要 准 确 ； ② 运 弓 要 有 粘 着 力 ， 不 可 发 虚 、 发 飘 ， 开 始 慢 速 可 一 拍 一 弓 ， 熟 练 后 可 四 拍 

一 弓 ； ③ 手 指 触 弦 要 松 弛 、 有 弹 性 。 最 后 两 音 的 5 0用 一 指 拨 外 弦 ， 1 0用 拇 指 拨 里 弦 。 

· 112· 

＝ 160

练 习 105 综 合 练 习 



· 113· 



练 习 要 求 ： 

① 速 度 要 保 持 稳 定 ， 不 可 忽 快 忽 慢 。 

② 运 弓 手 腕 要 十 分 灵 活 ， 决 不 可 僵 硬 ， 内 外 弦 交 替 手 指 要 密 切 配 合 ， 保 证 弓 毛 贴 紧 琴 弦 ， 使 

每 个 音 都 要 清 晰 地 表 达 出 来 。 

③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准 确 有 弹 性 ， 换 把 虎 口 要 放 松 ， 手 腕 要 灵 活 。 

④ 该 曲 可 分 四 部 分 分 别 练 习 ： 

第 1～ 16小 节 均 在 第 一 把 位 ， 要 注 意 第 13、 14小 节 的 切 分 弓 法 ； 

第 17～ 32小 节 ， 换 把 比 较 频 繁 ， 其 中 第 19～ 24小 节 要 抽 出 单 独 练 习 ， 把 换 把 练 流 畅 、 练 准 ； 

第 33～ 48小 节 为 连 续 内 外 弦 交 替 及 换 把 ， 音 符 要 表 达 得 清 晰 和 准 确 ； 

（ 4） 第 49～ 结 束 ， 其 中 第 49～ 59小 节 为 连 续 两 小 节 一 组 的 音 型 模 进 ， 要 一 组 一 组 地 练 熟 练 

准 。 第 60～ 62小 节 难 度 较 大 ， 要 放 松 放 慢 练 习 ， 练 熟 练 准 后 再 加 速 ， 切 不 可 急 躁 ， 免 得 越 练 越 僵 。 

· 114· 



练 习 106

中 速 

· 115·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07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8的 练 习 要 求 。 

王 国 潼 编 曲 

十 五 、 G调 （ 5— 2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练 习 108

中 速 　 深 情 地 

· 116· 

山 西 民 歌 

绣 荷 包 （ 一 ）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9的 练 习 要 求 。 



绣 荷 包 （ 二 ） 

云 南 民 歌 

练 习 109

中 速 稍 快 　 明 朗 、 秀 丽 地 

练 习 提 示 ： 我 国 许 多 地 区 都 有 《 绣 荷 包 》 的 民 歌 ， 歌 中 充 满 了 少 女 对 心 上 人 的 祝 愿 、 寄 托 ， 对 

新 生 活 的 憧 憬 。 这 两 首 民 歌 风 格 差 异 很 大 ： 山 西 的 内 向 、 深 情 ， 云 南 的 明 朗 、 秀 丽 ， 体 现 了 两 地 不 

同 的 风 土 人 情 。 滑 抹 音 、 装 饰 音 是 体 现 各 地 民 间 音 乐 风 格 的 重 要 表 现 手 段 ， 演 奏 的 味 儿 全 体 现 

在 这 上 面 ， 要 认 真 对 待 。 

· 117 · 

中 速 （ ＝ 72） 　 苍 凉 、 悠 远 地 

蓝 花 花 

陕 北 民 歌 

练 习 110



练 习 提 示 ： 《 蓝 花 花 》 是 流 传 在 陕 北 的 一 首 叙 事 民 歌 ， 一 首 曲 调 含 多 段 歌 词 。 叙 述 了 美 丽 可 

爱 的 蓝 花 花 从 出 生 、 成 长 、 爱 情 ， 到 为 反 抗 封 建 婚 姻 而 殒 情 的 悲 惨 感 人 的 故 事 。 曲 调 随 着 歌 词 内 

容 的 不 同 而 在 速 度 、 情 绪 上 有 所 变 化 。 本 曲 的 情 绪 侧 重 在 对 蓝 花 花 的 追 忆 和 怀 念 ， 要 演 奏 得 悠 

远 、 苍 凉 、 无 限 深 情 。 第 6小 节 5（ sor） 为 压 揉 滑 音 ， 用 一 指 压 揉 上 抹 ， 虎 口 随 后 上 移 至 千 斤 处 ， 

一 指 随 之 移 到 3（ mi） 音 。 

· 118·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蒙 族 人 民 怀 念 民 族 英 雄 嘎 达 梅 林 的 民 歌 ， 曲 调 苍 凉 悲 壮 。 指 法 比 较 复 

＝ 60） 　 怀 念 地 中 速 稍 慢 （ 

内 蒙 古 民 歌 

嘎 达 梅 林 练 习 111



浏 阳 河 

（ 连 顿 弓 练 习 ） 

练 习 112

＝ 96欢 快 地 
根 据 唐 璧 光 原 曲 加 花 变 奏 

杂 ， 练 习 时 可 先 将 基 本 旋 律 拉 熟 ， 然 后 再 一 步 步 将 滑 抹 音 、 装 饰 音 加 进 去 。 运 弓 要 丰 满 、 有 力 。 

一 些 民 间 音 乐 装 饰 音 的 尺 寸 和 韵 律 ， 用 文 字 是 无 法 写 清 的 ， 需 在 练 习 中 自 己 体 验 。 练 这 首 

曲 子 ， 如 找 不 到 正 确 感 觉 ， 可 听 一 些 蒙 古 族 民 歌 录 音 ， 听 多 了 就 可 找 到 正 确 感 觉 了 。 

练 习 提 示 ： 第 5～ 8小 节 的 换 把 连 顿 弓 ， 要 在 一 弓 之 内 奏 32个 顿 音 。 开 始 练 时 先 用 分 顿 弓 ， 

然 后 做 四 音 一 连 弓 ， 一 小 节 一 连 弓 ， 两 小 节 一 连 弓 ， 最 后 做 四 小 节 一 连 弓 。 练 习 连 顿 弓 ， 大 臂 、 小 

臂 、 手 腕 、 手 指 一 定 要 张 弛 结 合 ， 即 发 音 的 一 刹 那 要 紧 张 一 下 ， 但 声 音 发 出 后 马 上 要 放 松 ， 绝 不 

可 一 直 绷 劲 ， 造 成 整 个 右 臂 僵 硬 。 左 手 及 手 臂 也 不 可 紧 张 ， 换 把 要 用 移 指 换 把 ， 手 指 触 弦 点 要 准 

确 。 

· 119· 



· 120· 

浙 江 舟 山 锣 鼓 行 板 　 如 歌 地 

练 习 113 渔 舟 凯 歌 （ 节 选 ） 



性 ， 运 弓 要 舒 展 ， 声 音 要 柔 美 。 第 19～ 26小 节 富 于 动 感 ， 注 意 

间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切 分 音 如 果 掌 握 不 好 可 先 把 连 线 去 掉 ， 奏 成 

谱 演 奏 。 速 度 要 稳 定 ， 运 弓 要 轻 巧 。 第 27小 节 以 后 表 现 渔 民 拉 网 的 劳 动 节 奏 ， 运 弓 要 有 力 ， 要 把 

附 点 音 符 时 值 奏 满 ， 每 小 节 第 一 个 音 要 加 重 。 第 36、 38、 39小 节 的 
#
4（ 

#
Fa） 音 要 奏 准 。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严 格 按 照 规 定 的 弓 法 、 指 法 演 奏 。 

的 节 奏 特 点 。 中 

， 练 熟 后 再 按 原 

· 121 · 

练 习 要 求 ： 这 段 乐 曲 表 现 了 海 上 渔 帆 点 点 ， 渔 歌 阵 阵 的 如 画 景 象 。 第 1～ 18小 节 富 于 歌 唱 



练 习 114

中 速 、 热 情 洋 溢 地 

· 122· 

刘 明 源 曲 

喜 洋 洋 



练 习 提 示 ： 这 首 乐 曲 具 有 浓 郁 的 山 西 民 间 音 乐 色 彩 ， 曲 调 轻 松 愉 快 ， 喜 气 洋 洋 。 乐 曲 由 三 部 

分 组 成 ： 

① 第 1～ 16小 节 活 泼 跳 跃 ， 富 于 动 感 。 其 中 的 ↓ 7（ si） 音 要 奏 得 低 于 本 音 ， 但 又 不 到 
 
7（ si） ， 

↑ 4 （ fa）  音 要 奏 得 高 于 4 （ fa）  而 不 到 
#
4 （ 

#
fa）  。 ↑ 4 （ fa）  为 浮 揉 。 

② 第 17、 18小 节 是 间 奏 ， 二 胡 休 止 四 拍 。 第 19～ 34小 节 旋 律 性 强 ， 带 有 喜 悦 和 诙 谐 的 表 情 ， 

该 段 要 反 复 一 次 。 

③  为 从 前 一 个  处 反 复 ， 奏 至 16小 节 结 束 。 

· 123· 

黄 贻 钧 曲 ＝ 160） 【 一 】 快 板 （ 

练 习 115 花 好 月 圆 



· 124· 



· 125·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轻 松 欢 快 的 轻 音 乐 曲 ， 第 1～ 4小 节 是 全 曲 的 引 子 ， 要 奏 得 热 烈 欢 快 。 

第 5～ 36小 节 是 一 段 轻 快 优 美 的 旋 律 ， 在 两 个 调 上 的 演 奏 ， 要 奏 得 舒 展 、 轻 松 、 流 畅 。 第 37～ 64

小 节 是 以 跳 跃 的 音 型 对 前 面 旋 律 的 变 奏 ， 用 弓 要 短 促 ， 富 于 弹 跳 性 。 第 65～ 72小 节 是 用 密 集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演 奏 第 5小 节 后 的 旋 律 ， 力 度 不 要 太 强 ， 演 奏 要 轻 盈 、 潇 洒 。 第 74小 节 转 G调 后 是 

乐 曲 的 最 高 潮 ， 用 弓 根 部 分 演 奏 ， 在 欢 腾 气 氛 中 结 束 全 曲 。 

· 126·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16

十 六 、 F调 （ 6— 3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127· 

王 国 潼 编 曲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117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8的 练 习 要 求 。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9的 练 习 要 求 。 

练 习 118

· 128· 

云 南 民 歌 ＝ 56） 　 悠 远 、 思 念 地 柔 板 （ 

小 河 淌 水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非 常 优 美 、 深 情 的 曲 调 ， 表 现 了 云 南 山 乡 少 女 在 明 月 当 空 的 夜 晚 对 进 

山 劳 动 的 情 哥 的 深 切 赞 美 和 思 念 。 这 首 曲 子 重 点 要 求 运 弓 的 徐 缓 和 力 度 ， 声 音 要 丰 满 、 圆 润 ， 因 

此 ， 运 弓 要 像 气 功 一 样 用 内 力 ， 绝 不 可 用 蛮 劲 。 

· 129· 

＝ 80） 中 速 （ 

练 习 119 拉 骆 驼 

内 蒙 古 民 歌 



是 从 泛 音 到 实 音 ， 手 指 要 先 ， 是 从 实 音 到 泛 音 ， 手 指 要 先 实 后 虚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蒙 族 牧 民 拉 着 骆 驼 队 行 进 中 唱 的 歌 ， 步 履 沉 重 ， 但 充 满 了 乐 观 和 自 

信 。 练 习 时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 

但 不 ① 凡 是 两 个 八 分 音 符 组 成 一 拍 的 音 型 ， 后 半 拍 的 音 均 须 加 强 力 度 ， 如 

可 过 强 。 

② 第 2、 6小 节 的 

虚 后 实 。 为 大 下 滑 音 符 号 ， 从 3滑 向 7。 运 弓 要 丰 满 。 
.

③ 第 19小 节 为 小 三 度 颤 指 ， 按 一 指 ， 颤 三 指 ， 表 现 出 了 蒙 古 族 音 乐 的 特 有 风 格 。 

练 习 120

慢 板 

（ 电 影 《 绿 色 的 原 野 》 插 曲 ） 

＝ 48　 优 美 、 沉 思 地 

· 130· 

田 　 歌 曲 

草 原 之 夜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具 有 浓 郁 新 疆 音 乐 风 格 的 创 作 歌 曲 ， 表 现 了 在 草 原 工 作 的 年 轻 小 伙 在 

寂 静 的 夜 晚 对 远 方 姑 娘 的 思 念 。 在 指 法 和 弓 法 的 制 定 上 充 分 考 虑 到 富 于 歌 唱 性 。 练 习 时 要 认 真 

琢 磨 、 体 验 ， 拉 出 韵 味 。 可 以 先 唱 熟 ， 然 后 分 段 把 指 法 搞 清 楚 。 滑 音 要 十 分 圆 滑 、 音 要 准 。 速 度 要 

稳 ， 不 可 越 拉 越 快 。 

· 131· 



· 132· 

中 速 （ 

舒 伯 特 曲 
＝ 72） 　 优 美 、 抒 情 

练 习 121 小 夜 曲 



练 习 提 示 ： 小 夜 曲 是 欧 洲 古 典 音 乐 的 一 种 音 乐 体 裁 ， 表 现 青 年 男 女 的 爱 情 生 活 。 著 名 奥 地 

利 作 曲 家 舒 伯 特 （ 1797— 1828） 创 作 的 这 首 小 夜 曲 原 为 歌 曲 ， 曲 调 十 分 优 美 动 听 ， 被 改 编 为 各 种 

乐 曲 演 奏 而 传 遍 世 界 。 

演 奏 这 首 乐 曲 运 弓 要 平 和 温 柔 ， 揉 弦 要 用 滚 揉 法 ， 音 准 方 面 7（ si） 一 定 要 靠 向 1（ do） ， 4

（ fa） 一 定 要 靠 向 3（ mi） ， #号 音 要 靠 近 比 该 音 高 二 度 的 原 音 ，  号 音 要 靠 近 比 该 音 低 二 度 的 原 

音 ， 不 可 似 是 而 非 。 注 意 三 连 音 和 附 点 音 符 的 准 确 表 达 。 

· 133· 

京 剧 曲 牌 
＝ 60） 慢 速 （ 

练 习 122 夜 深 沉 



· 134· 



③ 内 弦 均 不 出 空 弦 音 ， 如 ， 在 后 半 拍 要 加 强 力 度 ； 要 奏 成 

为 “ 小 垫 弓 ” 也 叫 “ 甩 弓 ” ， 用 于 拉 弓 。 弓 子 拉 到 弓 尖 处 时 手 腕 迅 速 抖 动 一 下 ， 出 现 两 个 

练 习 提 示 ： 京 剧 是 我 国 流 传 最 广 的 剧 种 ， 素 有 “ 国 剧 ” 之 称 。 学 习 民 族 乐 器 ， 不 可 不 了 解 京 剧 

音 乐 。 《 夜 深 沉 》 是 京 剧 十 分 著 名 的 一 首 曲 牌 ， 由 昆 剧 《 思 凡 》 中 的 曲 牌 《 风 吹 荷 叶 煞 》 的 旋 律 演 变 

而 来 。 原 以 京 胡 独 奏 ， 小 堂 鼓 伴 奏 。 近 年 来 ， 一 些 作 曲 家 将 其 改 编 为 多 种 器 乐 演 奏 ， 从 而 使 这 首 

曲 子 得 到 了 更 大 的 丰 富 发 展 。 演 奏 这 首 曲 子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 

① 十 六 分 音 符 和 三 十 二 分 音 符 快 弓 均 以 推 弓 开 头 ； 

② 其 中 的 ↑ 4（ fa） 音 均 高 于 本 位 音 ， 低 于 #4音 ； 

⑤ 全 曲 运 弓 要 多 用 腕 力 ， 发 音 要 清 脆 、 利 索 ， 不 可 绵 软 、 拖 沓 。 

④ 

密 集 音 ， 如 要 奏 成 

· 135 · 



· 136 · 

刘 文 金 曲 小 快 板 　 热 情 、 乐 观 、 灵 巧 地 

练 习 123 三 门 峡 畅 想 曲 （ 节 选 ） 



· 137· 



） 。 

练 习 要 求 ： 该 曲 是 作 曲 家 刘 文 全 先 生 50年 代 的 成 名 之 作 ， 热 情 讴 歌 了 中 国 人 民 修 建 三 门 

峡 水 库 、 改 变 黄 河 面 貌 的 伟 大 业 绩 ， 对 二 胡 的 演 奏 技 巧 做 出 了 突 破 性 的 发 展 。 练 习 该 段 曲 子 的 

目 的 是 训 练 6-3弦 的 快 速 换 把 及 跳 弓 （ 

① 先 从 中 慢 速 练 起 ， 把 换 把 练 熟 ， 音 准 练 准 。 左 手 手 腕 一 定 要 松 弛 ， 换 把 才 能 流 畅 。 

② 跳 弓 是 利 用 甩 动 弓 杆 的 惯 性 ， 使 弓 毛 粘 弦 发 声 后 立 刻 反 弹 离 弦 ， 弓 毛 粘 弦 的 部 位 必 需 是 

琴 弦 与 琴 筒 的 交 汇 点 ， 因 此 ， 手 腕 的 甩 动 方 向 在 拉 外 弦 时 向 外 下 方 甩 动 ， 拉 内 弦 时 向 内 下 方 甩 

动 。 跳 弓 分 控 制 跳 弓 、 连 跳 弓 、 自 然 跳 弓 三 类 。 

控 制 跳 弓 在 演 奏 速 度 较 慢 的 跳 弓 时 使 用 ， 主 要 是 右 手 对 弓 子 的 反 弹 进 行 控 制 ， 避 免 出 现 由 

于 弓 杆 颤 抖 而 发 出 毛 音 。 

连 跳 弓 也 叫 抛 弓 ， 即 利 用 弓 杆 的 弹 性 ， 一 弓 内 连 跳 几 个 音 。 

本 曲 要 求 自 然 跳 弓 。 练 习 自 然 跳 弓 要 求 右 臂 、 手 腕 及 手 指 绝 不 可 紧 张 僵 硬 ， 弓 毛 不 可 太 松 ， 

亦 不 可 太 紧 ， 要 找 准 弓 杆 的 最 佳 自 然 弹 跳 点 （ 往 往 在 弓 杆 中 间 偏 左 部 位 ） ， 先 从 外 弦 单 音 练 起 ， 

向 外 下 方 来 回 甩 动 弓 杆 ， 使 其 跳 起 。 在 练 习 中 找 到 能 使 弓 子 跳 起 的 最 佳 力 度 感 觉 （ 这 种 感 觉 往 

往 转 瞬 即 逝 ， 要 反 复 寻 找 ， 琢 磨 ） ， 一 旦 抓 住 这 种 感 觉 ， 就 要 变 成 自 觉 控 制 的 手 法 ， 逐 步 达 到 得 心 

应 手 、 随 心 所 欲 。 当 弓 杆 能 在 自 己 的 支 配 下 弹 跳 时 ， 即 可 将 左 手 需 要 演 奏 的 音 型 结 合 练 习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与 弓 毛 触 弦 的 时 间 完 全 一 致 ， 才 能 发 出 清 晰 的 颗 粒 性 声 音 。 

内 弦 跳 弓 的 练 习 比 外 弦 的 难 度 要 大 ， 主 要 是 将 弓 杆 往 内 下 方 甩 动 时 ， 食 指 、 中 指 与 无 名 指 

要 同 时 向 内 压 动 弓 杆 和 弓 毛 。 因 此 ， 手 腕 、 食 指 与 中 指 、 无 名 指 的 三 种 力 度 要 十 分 协 调 才 能 将 弓 

毛 弹 起 。 练 习 方 法 也 要 从 单 音 练 起 ， 向 内 下 方 来 回 甩 动 弓 杆 ， 找 到 使 弓 子 跳 起 的 最 佳 力 度 感 

觉 。 然 后 ， 再 将 左 手 需 练 的 音 型 加 进 结 合 练 习 。 

跳 弓 是 较 难 掌 握 的 技 巧 ， 往 往 要 经 过 多 次 反 复 才 能 抓 住 ， 绝 不 是 一 两 次 就 能 掌 握 的 。 因 此 ， 

绝 不 能 急 躁 ， 要 有 耐 心 ， 每 天 抽 出 一 定 时 间 练 习 ， 一 定 能 够 掌 握 好 。 

· 138 ·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24

十 七 、 C调 （ 2— 6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139·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25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8的 练 习 要 求 。 



秋 　 收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9的 练 习 要 求 。 

练 习 126

稍 慢 　 自 由 地 
山 西 民 歌 

陈 御 麟 编 曲 

· 140· 



· 141· 

＝ 72愉 快 地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由 同 名 山 西 民 歌 发 展 而 成 的 练 习 曲 。 表 现 了 农 民 喜 获 丰 收 的 愉 快 。 第 

1～ 10小 节 是 全 曲 的 引 子 ， 描 写 田 野 的 广 阔 、 美 丽 ， 要 演 奏 得 舒 展 、 自 由 ， 不 可 呆 板 。 注 意 第 4～ 7

小 节 切 分 弓 法 和 由 快 到 慢 的 节 奏 变 化 。 

第 11 ～ 18 小 节 是 中 心 曲 调 。 注 意 第 11 小 节 1 — 3 的 大 下 滑 音 和 第 12 小 节 2 — 1 的 大 

跳 ， 换 把 要 放 松 ， 音 要 准 。 

第 19小 节 后 的 展 开 部 分 ， 开 始 要 加 强 力 度 ， 注 意 
 
7音 的 音 准 。 第 26～ 29小 节 要 柔 和 。 注 

意 切 分 弓 法 节 奏 的 准 确 。 第 35小 节 一 指 的 5— 5要 肯 定 、 准 确 。 

. .. . ..

.

练 习 127

中 速 稍 慢 （ 

鱼 水 情 深 

（ 高 胡 协 奏 曲 《 云 周 西 忆 事 》 节 选 ） 
陈 御 麟 

楚 世 及 

周 耀 锟 

· 142 · 

曲 
＝ 58） 　 亲 切 地 



练 习 提 示 ： 《 云 周 西 忆 事 》 追 忆 了 女 英 雄 刘 胡 兰 的 壮 烈 一 生 ， “ 鱼 水 情 深 ” 取 自 协 奏 曲 第 三 乐 

章 的 一 部 分 ， 描 写 了 刘 胡 兰 护 理 子 弟 兵 伤 员 充 满 纯 真 、 亲 切 、 热 爱 之 情 。 演 奏 运 弓 要 柔 和 ，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第 13、 14小 节 在 下 把 位 的 高 音 区 要 做 到 音 色 纯 美 透 明 ， 音 要 准 。 原 曲 为 1— 5弦 。 

· 143· 

青 海 民 歌 

＝ 100　 欢 快 、 活 泼 地 

练 习 128 花 儿 与 少 年 



为 前 面 一 拍 的 时 值 等 于 后 面 三 拍 的 时 值 。 D． C． 为 从 

练 习 提 示 ： ① 第 1～ 20小 节 要 演 奏 得 流 畅 、 流 利 ， 不 可 拖 沓 ， 注 意 运 弓 手 腕 的 灵 活 ； ② 注 意 

第 21小 节 八 分 之 三 拍 的 速 度 变 化 。 

头 反 复 ， Fine为 反 复 后 到 此 结 束 。 

· 144· 

【 一 】 小 行 板 　 悠 扬 、 赞 美 陈 御 麟 编 曲 

练 习 129 山 丹 丹 开 花 红 艳 艳 



· 145· 



· 146· 



化 　 蝶 练 习 130

练 习 要 求 ： 这 首 曲 子 表 现 了 陕 北 人 民 对 红 军 的 热 爱 、 赞 美 和 欢 迎 红 军 到 来 的 热 烈 情 景 。 第 

1～ 17小 节 要 演 奏 得 开 阔 明 朗 ， 运 弓 要 舒 展 ， 长 音 要 丰 满 。 第 18～ 43小 节 要 奏 得 有 力 ， 富 于 弹 

性 。 第 44～ 55小 节 的 快 弓 要 清 晰 ， 富 于 颗 粒 性 ， 换 把 要 快 捷 ， 手 指 触 弦 要 准 确 。 这 一 段 要 从 慢 练 

起 ， 练 熟 后 再 加 速 。 第 58小 节 的 十 连 音 要 在 一 拍 之 内 奏 十 个 音 还 要 换 把 ， 要 奏 得 十 分 流 畅 。 因 

此 也 要 从 慢 练 起 ， 要 求 虎 口 、 手 掌 、 手 指 及 整 个 左 臂 一 定 要 放 松 ， 手 指 要 十 分 灵 敏 ， 演 奏 效 果 像 

刮 过 一 阵 风 。 第 【 三 】 段 要 奏 得 十 分 壮 美 、 激 动 ， 要 求 运 弓 饱 满 、 有 力 ， 长 音 的 拍 子 要 奏 够 ， 力 度 要 

坚 持 住 。 注 意 该 段  7的 音 准 。 

（ 小 提 琴 协 奏 曲 《 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 》 节 选 ） 

＝ 50　 安 静 、 柔 美 

· 147· 

何 占 豪 、 陈 　 钢 曲 



· 148· 



瑶 族 舞 曲 （ 节 选 ） 

均 在 把 位 不 动 的 前 提 下 由 一 指 、 三 指 上 抹 、 下 滑 ， 音 要 准 ， 滑 音 要 

练 习 要 求 ： 《 梁 祝 》 是 为 人 们 所 熟 知 和 喜 爱 的 乐 曲 。 《 化 蝶 》 取 自 该 曲 最 后 一 段 ， 表 现 了 祝 英 

台 投 坟 后 ， 梁 祝 化 为 一 对 彩 蝶 在 花 丛 中 翩 翩 起 舞 的 诗 情 ， 叙 说 万 物 对 梁 祝 爱 情 的 由 衷 赞 颂 。 

的 由 实 音 到 第 1～ 9小 节 要 音 色 纯 净 ， 声 音 柔 美 ， 换 把 流 畅 。 其 中 

泛 音 的 过 渡 要 自 然 、 圆 滑 ， 泛 音 要 清 晰 。 

第 10～ 19小 节 ， 表 现 一 对 蝴 蝶 在 花 间 飞 舞 ， 声 音 要 纯 净 、 亮 丽 ， 换 把 要 准 确 ， 颤 指 要 灵 巧 。 

第 20～ 36小 节 的 发 音 要 丰 满 ， 情 绪 要 激 动 ， 表 现 对 梁 祝 爱 情 的 颂 扬 赞 美 。 

第 37小 节 ～ 结 尾 ， 演 奏 要 十 分 细 腻 温 柔 ， 充 满 了 依 恋 之 情 ， 其 中 一 指 的 

指 的 

圆 、 柔 、 粘 。 

练 习 131

· 149· 

慢 速 （ ＝ 52） 　 安 静 地 刘 铁 山 、 茅 　 原 曲 

三 



· 150· 



练 习 提 示 ： ① 第 1～ 16小 节 描 写 晚 霞 映 照 瑶 族 山 寨 ， 瑶 族 姑 娘 翩 翩 起 舞 。 要 演 奏 得 十 分 优 

美 ， 注 意 力 度 的 起 伏 变 化 ； ② 第 17小 节 以 后 节 奏 变 为 小 快 板 ， 气 氛 热 烈 ， 表 现 了 青 年 男 女 热 烈 

欢 腾 的 歌 舞 场 面 ， 要 注 意 运 弓 手 腕 的 灵 活 和 力 度 的 对 比 ， 特 别 是 第 46小 节 后 的 快 速 双 音 ， 要 用 

弓 根 演 奏 ， 要 奏 得 清 晰 、 有 力 ， 运 弓 要 加 进 大 臂 的 力 量 ， 增 加 小 臂 甩 动 的 力 度 ， 并 用 大 臂 调 整 内 

外 弦 的 关 系 ； ③ 第 54小 节 的 提 高 八 度 ， 换 把 要 迅 速 、 准 确 ； ④ 第 61小 节 的 fp＜ 奏 法 是 从 弓 根 

猛 然 发 力 ， 将 弓 子 拉 到 弓 尖 突 弱 ， 在 手 腕 抖 动 的 同 时 逐 渐 加 重 对 弓 杆 的 压 力 ， 同 时 将 运 弓 部 位 

移 至 弓 中 。 

· 151· 

＝ 126

新 疆 风 格 三 拍 子 综 合 练 习 练 习 132



· 152· 



； ③ 第 45～ 51小 节 为 连 实 际 效 果 是 满 的 声 音 。 如 

练 习 要 求 ： ① 第 1～ 36小 节 要 求 运 弓 舒 展 ， 音 色 淳 美 ， 像 一 群 少 女 翩 翩 起 舞 。 特 别 要 注 意 

4— 3、 7— 1之 间 的 小 二 度 音 准 ； ② 第 37～ 44小 节 为 “ 控 制 跳 弓 ” ， 演 奏 方 法 是 右 手 中 指 、 无 名 指 

相 叠 将 弓 毛 撑 紧 ， 在 拉 、 推 中 用 小 臂 将 琴 弓 抬 离 琴 筒 ， 迅 速 甩 向 琴 弦 与 琴 筒 交 汇 处 ， 发 出 短 促 饱 

续 抛 弓 。 模 仿 新 疆 热 瓦 甫 弹 奏 。 奏 法 是 ： 持 弓 右 手 中 指 、 无 名 指 相 叠 、 绷 紧 弓 毛 ， 拉 弓 后 迅 速 将 弓 

子 提 起 在 回 弓 时 抛 向 琴 弦 与 琴 筒 交 汇 点 ， 同 时 将 拇 指 、 食 指 放 松 ， 使 琴 弓 反 弹 ， 在 推 弓 的 过 程 中 

发 出 连 续 的 短 促 富 于 颗 粒 性 的 声 音 。 做 这 个 动 作 要 避 免 将 弓 杆 敲 在 琴 筒 上 。 练 习 抛 弓 要 认 真 琢 

磨 ， 反 复 体 会 ， 不 可 性 急 ， 右 臂 既 要 适 当 绷 劲 ， 又 不 可 僵 硬 。 一 下 掌 握 不 了 不 要 紧 ， 可 转 练 其 他 练 

习 ， 待 精 神 放 松 后 ， 再 转 回 来 练 习 。 ④ 最 后 两 个 长 音 为 泛 音 。 第 一 个 泛 音 在 内 弦 千 斤 与 琴 马 之 间 

二 分 之 一 处 ， 第 二 个 泛 音 在 内 弦 下 把 位 五 分 之 一 处 。 

· 153 · 

＝ 158） 快 速 （ 

（ 双 千 斤 板 胡 协 奏 曲 《 珊 瑚 幻 想 曲 》 片 断 ） 

练 习 133 快 弓 换 把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① 先 放 慢 练 习 ， 如 

对 ， 将 音 奏 准 、 换 把 时 ， 左 手 臂 腕 均 要 松 弛 ， 拇 指 不 得 挟 琴 杆 ， 右 手 腕 要 松 弛 、 灵 活 ， 推 拉 弓 用 小 

臂 甩 动 手 掌 ， 拉 推 的 力 度 、 速 度 都 要 均 匀 。 ② 该 曲 内 外 弦 交 换 比 较 多 ， 要 掌 握 好 如 下 原 则 ： 一 是 

动 作 ， 先 外 后 内 时 ， 右 手 则 要 如 此 先 拉 后 推 ， 先 内 后 外 时 右 手 要 如 此 

动 作 ， 先 内 后 外 时 ， 右 手 则 要 如 此 

变 为 

拉 ， 先 外 后 内 ， 右 手 要 如 此 

臂 、 小 臂 、 手 腕 要 协 调 配 合 。 为 了 掌 握 好 内 外 弦 的 交 替 ， 可 做 如 下 练 习 。 

· 154 · 

动 作 。 在 做 这 些 动 作 时 ， 大 

动 作 ； 二 是 先 推 后 

， 将 指 法 搞 



练 习 134

快 速 

· 155· 

张 　 韶 曲 

四 种 换 弦 方 法 练 习 



· 156·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35

十 八 、  B调 （ 3— 7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 157 ·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36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8的 练 习 要 求 。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9的 练 习 要 求 。 

练 习 137

· 158· 

洗 星 海 曲 
中 速 　 亲 切 地 

二 月 里 来 



采 蘑 菇 的 小 姑 娘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表 现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陕 甘 宁 边 区 开 展 大 生 产 的 歌 曲 。 曲 调 热 情 、 明 朗 。 演 

奏 时 要 特 别 注 意 换 把 自 如 ， 不 留 换 把 痕 迹 ， 使 人 感 到 旋 律 的 延 绵 不 断 。 注 意 第 12、 14、 15小 节 的 

换 把 滑 音 ， 左 手 腕 要 放 松 ， 手 指 按 弦 要 准 确 ， 声 音 要 圆 润 自 然 。 

练 习 138

小 快 板 　 活 泼 、 跳 跃 地 

· 159· 

谷 建 芬 曲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十 分 活 泼 欢 快 的 儿 童 歌 曲 ， 表 现 采 蘑 菇 的 小 姑 娘 心 灵 手 巧 、 情 纯 天 真 

的 活 泼 可 爱 的 形 象 。 练 习 要 注 意 如 下 几 点 ： ① 运 弓 要 灵 巧 有 弹 性 ， 其 中 第 9、 11、 17、 19小 节 要 用 

顿 弓 ， 第 26～ 31小 节 要 用 控 制 跳 弓 与 短 弓 结 合 的 方 法 演 奏 ； ② 手 指 触 弦 要 有 弹 性 ， 在 与 跳 弓 配 

合 时 手 指 触 弦 要 与 弓 毛 触 弦 时 间 一 致 ， 注 意 第 1小 节 的 6（ la） 是 用 四 指 伸 指 、 虎 口 不 可 移 位 。 换 

把 要 严 格 要 求 音 准 。 

· 160· 



· 161· 

＝ 60　 凝 重 、 沉 思 

练 习 139 海 边 情 思 



慢 速 回 旋 滑 音 ， 近 似 于 

练 习 140

· 162 · 

【 一 】 小 快 板 　 欢 乐 、 喜 悦 

喜 丰 收 

（ 3— 7弦 综 合 练 习 ） 

， 弓 子 力 度 亦 要 随 之 起 伏 。 

为 注 意 力 度 的 大 幅 度 变 化 。 不 注 意 力 度 的 区 别 ， 演 奏 就 会 苍 白 无 力 。 第 10、 12小 节 的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表 现 海 外 漂 泊 者 思 乡 的 乐 曲 ， 具 有 浓 郁 的 闽 南 音 乐 特 色 。 在 演 奏 中 要 



· 163· 



· 164· 



第 二 段 ， 演 奏 要 恢 谐 、 流 畅 ， 像 人 们 互 相 对 话 、 嬉 闹 ， 这 段 开 始 速 度 要 慢 下 来 。 第 39小 节 变 为 
1
/4

控 制 在 ＝ 120以 内 ， 运 弓 要 有 弹 性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灵 巧 清 楚 ； 第 22小 节 第 二 拍 至 69小 节 为 

拍 ， 速 度 还 要 稍 慢 一 点 ， 这 段 要 特 别 注 意 换 把 的 流 畅 和 音 准 ， 第 23～ 25小 节 一 指 5（ sor） 至 3

（ mi） 至 5（ sor） 的 滑 音 ， 53、 54小 节 三 指 7（ si） 至 2（ re） 至 7（ si） 的 滑 音 ， 把 位 不 动 ， 由 一 指 上 抹 和 

三 指 下 伸 来 完 成 ； 第 70～ 90小 节 为 第 三 段 ， 要 奏 得 十 分 活 跃 ； 第 91小 节 后 的 快 弓 ， 包 括 了 拉 弓 

和 推 弓 两 种 起 弓 方 法 ， 要 力 度 统 一 ， 速 度 一 致 ， 音 符 要 清 晰 。 如 掌 握 不 好 ， 可 将 两 种 起 弓 法 的 段 

落 抽 出 来 单 练 ， 适 应 后 再 连 起 来 练 。 

.

· 165· 

练 习 要 求 ： 该 曲 具 有 山 东 民 间 音 乐 风 格 ， 情 绪 喜 庆 、 热 烈 。 第 1～ 21小 节 为 第 一 段 ， 速 度 要 



· 166·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42 音 阶 与 琶 音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8的 练 习 要 求 。 

王 国 潼 编 曲 

练 习 141

十 九 、 A调 （ 4— 1弦 ） 换 把 技 巧 练 习 

两 个 八 度 内 的 七 声 音 阶 练 习 



练 习 要 求 ： 同 练 习 99的 练 习 要 求 。 

· 167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十 分 轻 松 、 活 泼 的 台 湾 校 园 歌 曲 ， 演 奏 用 弓 要 轻 巧 ， 全 曲 没 有 特 别 重 的 

音 ， 第 2、 5小 节 第 三 拍 、 第 四 拍 的 两 个 四 分 音 符 要 奏 得 轻 盈 、 有 弹 性 ， 不 可 奏 满 。 揉 弦 用 滚 揉 

法 。 

· 168 · 

邱 　 晨 曲 

练 习 143
小 茉 莉 



＝ 48） 　 庄 重 、 肃 穆 地 

古 曲 

· 169· 

慢 速 （ 

练 习 144 苏 　 武 



芦 　 笛 练 习 145

练 习 要 求 ： 该 曲 歌 颂 了 汉 朝 使 臣 苏 武 出 使 匈 奴 被 扣 ， 受 尽 折 磨 凌 辱 几 十 年 而 忠 贞 不 屈 的 史 

绩 。 演 奏 该 曲 运 弓 要 用 内 力 ， 长 音 要 保 持 力 度 ， 手 指 按 弦 要 有 力 ， 揉 弦 用 吟 揉 和 压 揉 表 现 出 深 

沉 、 庄 严 和 肃 穆 的 情 绪 。 

进 行 速 度 　 轻 快 地 

〔 波 〕 扬 · 奥 乌 夫 曲 

· 170· 



· 171· 

王 国 潼 、 刘 　 昆 曲 
中 速 　 如 歌 、 赞 美 地 

练 习 146 赞 大 寨 （ 节 选 ） 

练 习 要 求 ： 这 是 一 首 轻 快 活 泼 的 曲 调 。 全 曲 除 二 分 音 符 和 四 分 音 符 外 ， 全 部 用 小 顿 弓 或 控 

制 跳 弓 演 奏 ， 要 保 证 每 个 音 的 丰 满 和 颗 粒 性 。 注 意 4（ fa） 音 和 7（ si） 音 的 音 准 。 



· 172· 

周 　 维 曲 
＝ 120） 　 欢 快 地 小 快 板 （ 

练 习 147 葡 萄 熟 了 （ 节 选 ） 

练 习 提 示 ： 这 段 曲 调 具 有 浓 郁 的 山 西 民 间 风 味 ， 表 现 了 对 山 乡 的 赞 美 和 深 情 。 重 点 练 习 长 

弓 运 弓 的 丰 满 和 粘 着 力 。 左 手 揉 弦 不 可 轻 飘 、 频 率 不 宜 过 快 ， 注 意 换 把 的 准 确 ， 滑 音 的 圆 润 。 



窗 　 花 　 舞 练 习 148

的 切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一 首 表 现 新 疆 维 吾 尔 族 农 民 庆 祝 葡 萄 丰 收 的 乐 曲 ， 曲 调 热 情 、 明 朗 ， 具 有 新 

疆 维 吾 尔 族 舞 蹈 形 象 。 练 习 该 曲 要 注 意 如 下 几 点 ： ① 长 短 弓 结 合 的 弓 法 ， 安 排 好 用 弓 的 部 位 。 短 

弓 要 有 弹 性 ， 长 弓 要 丰 满 扎 实 ， 拍 子 要 拉 够 ； ② 注 意 第 2、 9、 19、 22、 26小 节 

分 弓 法 ， 节 奏 要 准 确 ， 中 间 两 音 要 轻 巧 ； ③ 注 意 第 2小 节 #4（ fa） 、 第 15、 16小 节 
 
7（ si） 的 音 

准 。 

现 代 芭 蕾 剧 《 白 毛 女 》 音 乐 片 断 

＝ 120　 欢 快 地 

· 173· 

严 金 萱 曲 



练 习 提 示 ： 这 段 音 乐 表 现 了 北 方 农 村 过 年 ， 姑 娘 们 剪 窗 花 的 舞 蹈 场 面 ， 乐 曲 活 泼 、 欢 快 、 跳 

跃 。 其 中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均 用 自 然 跳 弓 ， 八 分 音 符 的 分 弓 也 要 奏 得 富 于 弹 性 ， 不 要 把 时 值 奏 满 。 第 

19～ 22小 节 的 大 跳 要 肯 定 ， 准 确 。 整 个 乐 曲 带 有 管 弦 乐 合 奏 特 点 ， 均 不 加 滑 抹 音 ， 因 此 ， 换 把 更 

要 强 调 松 弛 ， 准 确 。 手 指 换 把 触 弦 均 用 移 指 和 跳 指 ， 绝 不 可 出 现 滑 音 。 

· 174· 



〔 奥 〕 莫 扎 特 曲 

陈 御 麟 移 植 定 指 法 

· 175· 

练 习 149 土 耳 其 进 行 曲 （ 节 选 ）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根 据 莫 扎 特 创 作 的 一 首 著 名 钢 琴 曲 移 植 的 ， 目 的 在 于 练 习 4（ fa） — 1（ do） 

弦 快 速 七 声 音 阶 换 把 的 音 准 和 左 右 手 配 合 。 ① 换 把 触 弦 要 准 确 ， 不 准 出 现 似 是 而 非 的 音 和 滑 抹 

音 ； ② 注 意 所 有 #号 、  号 音 的 音 准 。 ③ 第 1～ 9小 节 用 自 然 跳 弓 ， 第 10小 节 以 后 的 音 型 用 弓 

也 要 富 于 弹 性 ， 绝 不 可 僵 硬 ， 死 板 。 要 充 分 发 挥 手 腕 的 灵 活 和 手 掌 的 惯 性 

· 176· 



· 177· 

【 一 】 小 快 板 　 热 烈 、 欢 快 

（ 根 据 任 一 平 编 曲 的 坠 胡 曲 改 编 ） 

练 习 150 河 南 曲 子 调 



· 178· 



· 179· 



· 180· 



练 习 提 示 ： 曲 剧 是 河 南 传 统 剧 种 ， 音 乐 极 富 特 色 。 过 去 的 民 间 剧 团 大 多 在 农 村 露 天 演 出 ， 为 

招 徕 观 众 ， 开 演 前 乐 队 都 要 奏 一 段 欢 快 热 烈 的 前 奏 曲 。 琴 师 根 据 观 众 的 情 况 决 定 演 奏 的 长 短 ， 

发 展 得 十 分 花 梢 。 该 曲 就 是 曲 剧 的 开 场 曲 。 乐 曲 共 分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小 快 板 ， 气 氛 热 烈 。 运 弓 要 灵 巧 有 力 ， 第 3～ 6小 节 二 指 的 滑 音 要 圆 滑 、 利 落 。 其 中 

第 3小 节 二 指 滑 向 5（ sor） 后 ， 奏 第 四 小 节 的 6（ la） 时 ， 二 指 要 再 往 下 滑 至 1（ do） 音 的 位 置 再 从 

里 弦 下 滑 向 6。 注 意 第 20小 节 的 突 慢 及 22小 节 三 指 至 5音 的 大 跳 音 准 。 

.

.

第 二 部 分 慢 板 ， 富 于 说 唱 特 点 。 像 两 人 对 话 ， 这 一 段 滑 音 极 富 特 色 ， 要 注 意 滑 音 的 准 确 和 把 

位 的 流 畅 ， 其 中 第 32小 节 的 4为 滑 揉 ， 手 指 按 弦 要 松 ， 由 手 腕 上 下 抖 动 ， 带 动 手 指 在 本 音 上 下 

滑 动 。 

第 三 部 分 转 为 热 烈 地 快 板 。 这 段 音 域 幅 度 和 节 奏 变 化 较 大 ， 要 把 握 准 确 。 其 中 第 77～ 80小 

节 、 第 113～ 117小 节 、 第 128～ 129小 节 为 大 幅 度 的 滑 揉 下 滑 音 ， 由 左 手 按 弦 手 指 急 速 地 滑 揉 ， 

小 臂 带 动 把 位 逐 渐 上 移 至 滑 音 终 点 ， 弓 子 按 八 分 音 符 分 弓 强 奏 。 

第 四 部 分 结 尾 。 注 意 慢 快 慢 的 速 度 安 排 ， 用 弓 要 干 脆 、 利 落 。 

· 181· 



练 习 151

快 板 　 热 烈 地 

· 182 · 

闵 惠 芬 编 曲 

洪 湖 人 民 的 心 愿 （ 节 选 ） 



三 指 

练 习 提 示 ： 这 是 二 胡 演 奏 家 闵 惠 芬 根 据 歌 剧 《 洪 湖 赤 卫 队 》 音 乐 改 编 的 独 奏 曲 。 该 段 乐 曲 表 

现 了 劳 苦 人 民 闹 革 命 的 情 景 。 音 乐 跌 宕 起 伏 、 大 气 磅 礴 ， 充 满 了 革 命 豪 情 。 ① 运 弓 要 丰 满 有 力 ， 

注 意 强 弱 变 化 ， 其 中 第 21、 22小 节 ， 第 27、 28小 节 似 号 角 ， 似 火 炬 ， 要 奏 得 十 分 丰 满 、 扎 实 ， 长 音 

要 有 力 度 要 坚 持 住 ， 围 绕 这 两 个 动 机 的 快 弓 好 似 响 应 革 命 的 群 众 从 四 面 八 方 汇 聚 成 革 命 洪 流 。 

要 奏 得 清 晰 ， 富 于 弹 性 ； ② 左 手 换 把 要 灵 活 、 准 确 ， 注 意 第 29、 30小 节 

与 一 指 的 四 度 按 弦 音 准 。 

· 183· 



练 习 152

快 板 
〔 匈 〕 V． 蒙 蒂 曲 

陈 御 麟 定 指 法 

二 十 、 转 调 综 合 技 巧 练 习 

· 184· 

查 尔 达 什 （ 节 选 ） 



· 185· 



练 习 提 示 ： 查 尔 达 什 是 匈 牙 利 民 间 舞 蹈 ， 情 绪 热 烈 、 奔 放 。 该 曲 原 为 巴 扬 独 奏 ， 后 为 各 种 乐 

器 移 植 演 奏 。 本 曲 节 选 了 其 中 的 快 板 部 分 ， 主 要 练 习 快 弓 、 跳 弓 、 转 调 ， 左 右 手 都 要 十 分 放 松 ， 左 

手 指 要 十 分 灵 敏 ， 有 弹 性 ， 右 手 腕 要 十 分 灵 活 。 注 意 #号 音 的 音 准 。 

· 186 · 

周 耀 锟 曲 ＝ 76　 坚 定 有 力 地 

练 习 153 混 合 节 奏 练 习 



· 187· 



· 188 · 



打 虎 上 山 （ 节 选 ） 

＝ 132） 　 有 气 势 地 
现 代 京 剧 《 智 取 威 虎 山 》 音 乐 

按 3/8拍 子 练 习 。 在 同 音 上 （ 如 

练 习 提 示 ： 

① 速 度 要 保 持 稳 定 ， 除 要 求 渐 慢 的 小 节 外 ， 不 可 忽 快 忽 慢 。 第 1～ 29小 节 是 以 三 连 音 为 主 

的 节 奏 训 练 。 三 连 音 要 在 一 拍 之 内 平 均 奏 三 个 音 ， 第 一 个 音 的 音 头 稍 强 ， 若 一 下 子 找 不 准 ， 可 先 

） 先 找 准 弓 序 的 正 确 感 觉 ， 一 旦 适 应 了 ， 即 可 选 

择 第 13～ 29小 节 练 习 ， 将 旋 律 练 熟 后 ， 改 为 用 右 脚 尖 轻 点 地 面 击 一 拍 奏 三 个 音 ， 适 应 后 再 从 头 

连 起 来 练 。 

② 第 27小 节 后 为 练 习 曲 第 二 部 分 。 其 中 第 27～ 34小 节 为 第 二 部 分 的 间 奏 ， 具 有 朝 鲜 族 长 

鼓 舞 的 节 奏 特 点 。 注 意 第 27～ 30小 节 第 一 拍 的 附 点 八 分 音 符 与 第 31～ 34小 

节 第 二 拍 附 点 八 分 音 特 在 节 奏 上 的 区 别 ， 要 奏 准 确 。 

③ 第 53～ 66小 节 为 快 速 五 声 音 阶 琶 音 连 弓 换 把 ， 左 手 要 十 分 流 畅 ， 按 指 要 准 确 。 要 先 从 慢 

速 练 起 。 

练 习 154

快 速 （ 

· 189· 



· 190· 



· 191· 



压 弦 练 习 练 习 155

练 习 要 求 ： 

① 该 曲 

② 第 5 小 节 的 奏 法 是 二 指 按 在 2 上 ， 三 、 四 指 并 拢 往 下 攥 弦 ， 将 音 高 压 至 5 ， 

练 习 提 示 ： ① 所 有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快 弓 都 要 奏 出 弹 性 和 颗 粒 性 ， 要 将 力 度 变 化 奏 出 来 ； ② 第 

14～ 17小 节 ， 第 59～ 60小 节 的 抖 弓 要 用 中 弓 ， 奏 出 特 强 力 度 ； 第 37～ 40、 第 53～ 56小 节 的 抖 

弓 用 弓 尖 ， 要 奏 得 细 而 密 ； ③ 注 意 变 化 音 （ #） 和 还 原 （  ） 音 的 区 别 ， 严 格 把 握 音 准 。 

选 自 郭 富 团 编 曲 
＝ 132

的 《 秦 腔 牌 子 曲 》 

为 快 速 压 揉 ， 由 指 根 关 节 发 力 支 配 手 指 在 弦 上 快 速 压 动 。 ↓ 7音 比 7低 、 比 
 
7

要 用 二 指 按 在 2上 ， 三 、 四 指 并 拢 同 时 往 下 攥 弦 ， 将 音 高 高 。  为 大 幅 度 压 揉 记 号 ， 如 

压 至 5音 ； 

.. .

.

然 后 与 一 指 同 时 往 上 抹 ， 当 一 指 抹 至  7音 时 三 、 四 指 抬 起 ， 一 指 快 速 压 弦 ， 将 音 高 压 至 7与  7

之 间 ， 然 后 滑 向 下 一 小 节 的 

· 192· 

为 了 适 应 广 大 业 余 学 习 者 的 视 谱 习 惯 ， 本 曲 在 记 谱 上 对 原 曲 的 拍 子 做 了 改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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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热 烈 地 

练 习 156 三 拍 子 综 合 练 习 

高 攥 至 5后 ， 四 个 手 指 同 时 放 松 至 4音 后 同 时 快 速 压 弦 ， 然 后 四 指 抬 起 露 出 3音 
.

.

.

. .
。 

的 奏 法 是 将 音 4． 第 12小 节 第 二 拍 至 13小 节 第 一 拍 

时 上 抹 ， 当 一 指 到 6音 位 置 时 二 、 三 、 四 指 迅 速 抬 起 ， 当 6音 出 现 后 ， 一 指 再 下 滑 至 1音 ； 

的 奏 法 是 将 音 高 攥 至 5音 后 ， 一 、 二 、 三 、 四 指 同 ③ 第 9、 10小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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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勇 支 前 

＝ 146） 　 紧 张 地 

练 习 157

练 习 提 示 ： ① 第 3、 4、 7、 8、 11、 12小 节 的 跳 把 颤 指 ， 一 要 音 准 、 二 要 灵 巧 ； ② 第 17～ 32小 节 

要 演 奏 得 舒 展 ， 明 朗 ， 第 36～ 51小 节 声 音 要 浑 厚 ； ③ 第 69、 71、 73、 75小 节 一 、 三 拍 的 附 点 音 符 

要 奏 够 ， 不 要 赶 速 度 ； ④ 第 77小 节 至 结 尾 是 本 曲 技 术 难 点 ， 换 把 要 流 畅 ， 音 要 按 准 ， 整 个 左 臂 、 

手 掌 、 手 指 均 要 放 松 ， 右 臂 手 腕 要 灵 活 。 

曲 
快 板 （ 

陈 御 麟 

楚 世 及 

周 耀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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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山 倒 海 　 乘 胜 追 击 练 习 158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选 自 高 胡 协 奏 曲 《 云 周 西 忆 事 》 第 二 乐 章 《 奋 勇 支 前 》 的 一 部 分 ， 表 现 女 英 雄 

刘 胡 兰 带 领 担 架 队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救 护 子 弟 兵 伤 员 的 紧 张 、 激 烈 场 面 。 演 奏 的 技 术 性 很 强 。 因 此 ， 

首 先 要 用 慢 速 将 整 个 曲 子 摸 一 遍 ， 搞 清 指 法 、 弓 法 、 节 奏 变 化 和 升 降 音 变 化 ， 然 后 分 段 练 习 ： 

① 第 11～ 20小 节 ， 要 奏 得 有 弹 性 和 颗 粒 性 。 其 中 3/4拍 子 的 强 音 记 号 要 奏 出 来 ； 

② 第 21～ 44小 节 ， 这 一 部 分 要 分 句 练 习 ， 第 21～ 24、 25～ 28、 29～ 32、 33～ 36小 节 这 四 句 

换 把 要 松 弛 ， 顺 畅 ， 手 指 要 灵 敏 ， 触 弦 点 要 非 常 准 确 ， 要 把  号 音 和 #号 音 拉 准 。 运 弓 要 有 

力 ， 要 特 别 注 意 力 度 的 变 化 ； 

③ 第 45小 节 至 结 尾 。 第 45～ 56小 节 。 运 弓 要 有 弹 性 ， 手 腕 要 利 索 ， 要 将 fp 做 好 。 第 

54小 节 的 快 弓 十 六 分 音 符 要 用 中 弓 演 奏 ， 奏 出 ff的 力 度 。 抖 弓 转 向 弓 尖 并 逐 渐 向 弓 中 移 动 ， 

奏 出 渐 强 的 效 果 。 

（ 现 代 芭 蕾 舞 剧 《 红 色 娘 子 军 》 选 曲 ） 

＝ 100

吴 祖 强 、 杜 鸣 心 、 戴 洪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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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万 春 、 王 燕 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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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蜂 飞 舞 

（ 半 音 阶 练 习 ） 

练 习 159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选 自 现 代 芭 蕾 舞 剧 《 红 色 娘 子 军 》 ， 描 写 娘 子 军 追 击 敌 人 的 音 乐 ， 其 气 势 磅 

薄 ， 情 绪 激 越 。 要 特 别 强 调 演 奏 的 力 度 。 第 1～ 20小 节 连 续 八 分 音 符 的 演 奏 用 弓 要 靠 近 弓 根 的 

部 位 ， 将 弓 杆 提 起 后 用 大 臂 发 力 砍 向 琴 弦 。 该 曲 六 次 转 调 ， 奏 简 谱 要 注 意 括 号 内 的 （ X＝ X） 的 提 

示 ， 即 前 调 的 某 音 等 于 后 调 的 某 音 ， 这 样 即 可 及 时 抓 住 新 调 的 音 准 。 

＝ 160

李 姆 斯 基 -科 萨 科 夫 曲 

陈 御 麟 移 植 定 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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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是 从 俄 罗 斯 作 曲 家 李 姆 斯 基 -科 萨 科 夫 所 作 著 名 乐 曲 移 植 而 来 ， 并 根 据 二 

胡 的 音 域 对 局 部 作 了 改 编 、 调 整 。 乐 曲 生 动 形 象 地 表 现 了 蜜 蜂 在 花 间 飞 舞 。 原 曲 曾 被 各 种 器 乐 



无 穷 动 

＝ 184） 

练 习 160

移 植 改 编 。 演 奏 该 曲 对 培 养 演 奏 者 的 半 音 观 念 及 两 手 配 合 的 灵 巧 、 流 畅 都 有 极 大 的 帮 助 。 该 曲 

难 度 较 大 ， 需 在 熟 练 地 掌 握 了 前 面 的 转 调 综 合 练 习 后 再 练 该 曲 。 练 习 前 可 找 其 他 乐 器 演 奏 该 曲 

的 录 音 反 复 听 ， 以 加 深 印 象 。 然 后 用 慢 速 一 小 节 一 小 节 地 练 熟 。 最 后 再 连 起 来 演 奏 。 练 习 过 程 

中 可 用 钢 琴 或 电 子 琴 校 正 音 准 。 

练 习 时 两 手 一 定 要 保 特 高 度 地 放 松 ， 左 手 指 要 灵 巧 ， 右 手 腕 要 灵 活 。 可 用 分 弓 和 连 弓 两 种 

弓 法 练 习 ， 连 弓 用 四 音 一 弓 演 奏 。 

快 板 （ N ． 帕 格 尼 尼 曲 

陈 御 麟 移 植 定 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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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即 算 成 功 。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根 据 帕 格 尼 尼 同 名 小 提 琴 练 习 曲 移 植 ， 根 据 二 胡 的 音 域 ， 对 其 中 的 局 部 作 

了 改 编 。 

练 习 该 曲 要 注 意 ： ① 一 定 要 从 慢 速 开 始 ， 全 身 、 双 臂 两 手 一 定 要 放 松 ； ② 严 格 掌 握 其 中 变 化 

音 的 音 准 。 自 己 没 有 把 握 时 ， 可 用 钢 琴 或 电 子 琴 校 正 。 ③ 该 曲 速 度 的 最 高 要 求 是 每 分 钟 184拍 ， 

但 在 实 际 练 习 中 能 达 到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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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快 板 　 热 烈 地 

二 十 一 、 独 奏 曲 六 首 

闹 　 元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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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曲 说 明 ： 我 国 农 历 正 月 十 五 是 元 宵 节 ， 这 一 天 人 们 挂 彩 灯 ， 耍 狮 子 、 舞 龙 、 踩 高 跷 ， 热 热 闹 

闹 地 闹 元 宵 。 取 材 于 山 西 民 歌 《 闹 元 宵 》 创 作 的 这 首 二 胡 曲 表 现 的 就 是 山 西 农 村 元 宵 节 这 种 热 

烈 欢 乐 的 景 象 。 

锣 鼓 声 的 奏 法 是 ： 用 三 指 在 外 弦 
1
/2处 下 滑 ， 模 仿 小 锣 声 ； 用 一 指 在 内 弦 

1
/2处 上 抹 ， 模 仿 大 锣 

声 。 弓 毛 要 紧 贴 琴 弦 ， 拉 出 强 音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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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奔 腾 、 热 烈 地 

牧 　 马 　 人 



· 224· 



· 225· 



· 226 · 



· 227· 



· 228· 



· 229· 



· 230· 



· 231· 



· 232· 



乐 曲 说 明 ： ① 辽 阔 的 草 原 ， 飞 来 奔 腾 的 马 群 ， 年 青 的 牧 马 人 ， 挥 动 着 马 鞭 ， 唱 着 豪 迈 的 歌 ， 马 

群 在 牧 马 人 的 指 挥 下 左 右 奔 突 ， 掀 起 阵 阵 尘 烟 。 

② 晚 霞 映 照 草 原 ， 湖 面 上 泛 起 金 光 ， 马 儿 悠 闲 地 漫 步 ， 帐 房 冒 出 炊 烟 ， 牧 马 人 拉 起 马 头 琴 ， 

与 亲 爱 的 人 儿 一 起 共 度 草 原 之 夜 。 

③ 马 嘶 唤 醒 了 黎 明 ， 牧 马 人 又 开 始 了 紧 张 的 放 牧 生 活 ， 马 群 渐 渐 远 去 ， 留 下 一 片 宁 静 。 

马 嘶 声 的 奏 法 ： 弓 子 强 拉 外 弦 ， 一 指 迅 速 滑 向 高 音 区 后 三 指 按 弦 ， 推 弓 时 一 指 上 滑 三 指 迅 

速 击 弦 。 弓 毛 要 紧 贴 琴 弦 ， 弓 子 要 绷 紧 ， 如 何 做 得 像 要 自 己 去 体 会 。 

马 蹄 声 的 奏 法 ： 右 手 先 将 后 弓 部 位 竖 起 来 靠 在 外 弦 1/2 处 ， 将 弓 毛 压 紧 琴 弦 ， 按 一 拍 四 下 有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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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胡 定 音 

（ 高 胡 独 奏 ） 

洱 海 欢 歌 

节 奏 地 一 下 一 上 甩 动 琴 弓 ， 一 指 按 在 上 把 位 某 音 上 ， 三 指 在 第 三 下 时 敲 一 下 琴 弦 ， 发 出 “ 咯 答 咯 

答 ” 近 似 马 蹄 的 声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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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胡 为 高 音 二 胡 的 简 称 ， 过 去 为 广 东 粤 剧 伴 奏 的 领 弦 乐 器 。 原 来 ， 演 奏 时 需 用 两 腿 夹 着 琴 

筒 下 半 部 ， 20世 纪 50年 代 以 后 ， 经 改 进 产 生 了 不 用 腿 夹 的 高 音 二 胡 ， 成 为 民 族 管 弦 乐 队 的 高 

音 弓 弦 乐 器 ， 定 音 为 g
1
— d

2
， 并 出 现 了 一 批 高 胡 独 奏 、 协 奏 曲 ， 演 奏 方 法 与 二 胡 基 本 相 同 ， 其 音 

色 甜 润 、 细 腻 、 委 婉 。 

乐 曲 说 明 ： 该 乐 曲 采 用 西 南 白 族 、 彝 族 民 歌 音 调 创 作 ， 表 现 了 我 国 云 南 洱 海 地 区 少 数 民 族 

欢 乐 的 歌 舞 及 青 年 男 女 的 爱 情 生 活 。 

该 曲 若 用 二 胡 定 弦 d
1
— a

1
演 奏 ， 看 五 线 谱 按 “ 首 调 ” 视 谱 者 只 要 按 照 谱 子 标 的 定 弦 按 低 八 

度 视 谱 演 奏 即 可 ， “ 固 定 调 ” 视 谱 者 ， 则 需 按 定 音 g
1
— d

2
观 念 演 奏 该 谱 。 用 二 胡 演 奏 时 ， 扬 琴 伴 

奏 则 需 根 据 二 胡 的 定 音 改 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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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沙 ， 我 可 爱 的 家 乡 

（ 高 胡 独 奏 ） 

【 一 】 引 子 、 自 由 地 

· 247· 

陈 御 麟 编 曲 

根 据 吕 远 作 曲 的 电 影 《 南 海 风 云 》 音 乐 改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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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曲 说 明 ： 乐 曲 由 【 引 子 】 、 【 一 】 、 【 二 】 共 三 段 组 成 。 

【 引 子 】 犹 如 一 阵 轻 风 吹 开 薄 雾 ， 露 出 了 辽 阔 的 南 海 和 西 沙 诸 岛 的 美 丽 面 容 ， 伴 奏 与 高 胡 呼 

应 的 悠 长 旋 律 及 高 胡 的 华 彩 演 奏 尽 情 表 现 了 西 沙 的 美 丽 和 多 姿 多 彩 。 

【 一 】 富 于 动 感 的 悠 扬 旋 律 ， 表 现 了 西 沙 军 民 对 家 乡 的 讴 歌 、 赞 颂 。 

【 二 】 为 小 快 板 ， 表 现 了 西 沙 渔 民 欢 乐 的 劳 动 、 丰 收 的 景 象 及 海 军 为 渔 民 护 航 ， 军 民 共 同 保 

卫 、 建 设 海 疆 的 热 烈 场 面 和 坚 定 决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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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天 华 曲 

（ 作 于 193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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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引 子 】 

光 　 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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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指 要 十 分 灵 巧 有 力 ， 后 面 的 连 顿 弓 要 奏 得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是 刘 天 华 先 生 首 次 将 西 洋 进 行 曲 式 成 功 地 用 于 民 族 器 乐 创 作 的 典 范 。 乐 曲 

表 现 了 20世 纪 30年 代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追 求 民 主 自 由 、 向 往 光 明 的 一 往 无 前 ， 不 屈 不 挠 的 精 神 风 貌 。 

【 引 子 】 的 四 小 节 似 战 鼓 由 远 而 近 ， 第 一 拍 的 顿 音 ， 在 弓 毛 擦 弦 后 要 立 即 离 开 使 空 弦 产 生 余 

音 。 

【 一 】 这 段 变 化 起 伏 很 大 ， 第 5～ 8小 节 

十 分 有 精 神 。 第 9～ 20小 节 要 奏 得 十 分 丰 满 ， 表 现 出 雄 壮 豪 迈 的 气 势 。 第 21～ 24小 节 要 掌 握 

好 起 伏 和 韵 律 。 第 25～ 28小 节 要 奏 得 舒 展 。 第 29小 节 以 后 的 连 续 顿 弓 要 奏 出 弹 性 和 力 度 。 

【 二 】 第 29～ 44小 节 全 用 内 弦 。 第 45小 节 后 全 用 外 弦 ， 注 意 换 把 的 音 准 ， 要 用 全 弓 ， 奏 得 丰 

满 ， 大 气 磅 礴 。 

【 三 】 这 一 段 要 奏 得 灵 巧 ， 有 弹 性 ， 注 意 手 臂 、 手 腕 的 放 松 。 

等 复 【 四 】 注 意 连 续 附 点 音 符 不 要 赶 速 度 ， 弓 子 要 有 粘 着 力 。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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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天 华 曲 

（ 作 于 1928年 ） 

· 263· 

＝ 40） 【 引 子 】 极 慢 （ 

空 山 鸟 语 

附 点 音 符 的 时 值 要 奏 够 。 这 段 奏 完 要 反 复 到 头 奏 至  记 号 处 接 尾 声 。 

【 尾 声 】 全 部 用 颤 弓 ， 要 注 意 右 臂 手 腕 绝 不 可 僵 硬 。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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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更 增 加 对 该 曲 的 回 味 。 

减 弱 ， 反 复 后 至 第 二 房 子 时 力 度 不 减 ， 至 时 ， 可 由 一 、 二 、 三 指 在 高 把 位 上 下 颤 指 滑 

2

练 习 提 示 ： 该 曲 据 唐 诗 “ 空 山 不 见 人 ， 只 闻 人 语 响 ” 诗 句 引 伸 而 来 ， 表 现 了 作 者 对 大 自 然 的 

赞 美 ，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 对 二 胡 的 演 奏 技 巧 作 了 突 破 性 的 发 挥 。 

【 引 子 】 每 音 都 用 全 弓 ， 每 音 的 长 短 不 要 完 全 一 致 ， 注 意 高 音 跳 把 的 音 准 ， 不 可 出 现 滑 抹 

音 。 低 音 与 高 音 力 度 要 有 对 比 ， 表 现 出 空 谷 回 声 的 效 果 。 

【 一 】 慢 起 渐 快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灵 活 有 弹 性 ， 右 手 腕 要 松 弛 、 灵 活 ， 基 本 用 中 弓 演 奏 。 反 复 要 

用 快 速 。 

力 度 【 二 】 前 12小 节 力 度 加 大 ， 用 全 弓 演 奏 ， 第 60～ 63小 节 渐 弱 ， 第 64小 节 后 渐 强 ， 至 

8
动 ， 弓 子 自 由 推 拉 ， 造 成 一 种 百 鸟 声 喧 的 意 境 。 然 后 由 5颤 指 下 滑 至 空 弦 ， 再 接 拍 子 的 音 

型 ， 注 意 第 86～ 90小 节 一 指 跳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 三 】 要 特 别 注 意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左 手 腕 要 放 松 ， 随 着 三 、 二 、 一 指 的 变 换 而 往 下 移 动 

把 位 。 小 臂 绝 不 可 僵 持 不 动 。 

【 四 】 第 124～ 129小 节 是 在 模 仿 鸟 叫 ， 奏 法 是 用 一 指 由 上 往 下 滑 至 5音 ， 再 用 三 指 下 伸 往 

上 滑 至 1音 ， 要 做 得 圆 滑 、 亮 丽 。 
..

.

.

第 130～ 139小 节 连 续 三 连 音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左 手 虎 口 要 十 分 放 松 ， 手 腕 要 灵 活 ， 整 个 左 臂 

都 要 放 松 ， 三 、 二 、 一 指 触 弦 点 要 准 确 、 一 致 。 练 习 时 先 要 慢 练 ， 待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 五 】 该 段 表 现 了 群 鸟 争 鸣 的 热 烈 景 象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非 常 灵 活 ， 富 于 弹 性 。 大 滑 音 时 左 臂 、 

手 腕 、 手 指 要 松 弛 、 灵 活 ， 不 可 有 一 丝 的 绷 劲 和 僵 硬 。 

【 尾 声 】 奏 法 与 【 一 】 基 本 一 致 ， 注 意 第 186小 节 后 的 换 把 要 准 确 ， 不 可 带 滑 音 。 第 190小 节 

后 可 再 加 两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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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全 国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部 分 曲 目 辅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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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顿 弓 练 习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三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之 一 。 练 习 要 求 ： 

① 全 部 用 全 弓 演 奏 ， 运 弓 要 饱 满 有 力 。 

② 手 指 触 弦 要 有 弹 性 ， 不 可 轻 摸 ， 亦 不 可 往 里 抠 。 四 分 音 符 均 要 揉 弦 。 

③ 换 把 方 法 全 部 用 “ 移 指 换 把 ” 和 “ 跳 指 换 把 ” 。 换 把 音 之 间 要 一 下 到 位 ， 不 可 出 现 滑 抹 音 。 

④ 音 符 上 面 的 “ ○ ” 为 自 然 泛 音 记 号 。 本 曲 的 第 7、 19、 20、 21、 23、 24、 36小 节 的 泛 音 均 在 内 

外 弦 千 斤 与 琴 马 之 间 的 1/2处 ， 第 15小 节 的 泛 音 内 弦 在 上 1/3处 ， 37小 节 的 泛 音 在 外 弦 下 1/3处 。 

要 求 手 指 触 弦 点 准 确 ， 泛 音 和 实 音 的 触 弦 点 要 一 致 。 泛 音 触 弦 面 微 小 ， 实 音 触 弦 面 宽 ， 掌 握 不 

好 实 按 音 就 会 出 现 偏 高 或 偏 低 的 倾 向 。 

中 快 速 

张 　 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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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辅 导 ： 该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三 级 的 规 定 曲 目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自 选 曲 目 之 一 。 

① 这 首 练 习 曲 多 次 出 现 10拍 20个 音 的 连 顿 弓 ， 要 控 制 好 运 弓 速 度 ， 节 约 用 弓 。 运 弓 要 贴 

紧 琴 弦 ， 既 要 慢 行 ， 又 要 音 符 均 匀 ， 保 证 每 个 顿 音 的 颗 粒 性 。 要 特 别 注 意 大 臂 、 小 臂 、 手 腕 的 配 

合 。 大 臂 控 制 运 弓 速 度 ， 小 臂 在 出 现 一 个 音 后 要 停 顿 一 下 ， 手 腕 作 连 续 外 拉 或 内 推 的 爆 发 动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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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花 　 鼓 

刘 北 茂 曲 

拉 弓 到 弓 尖 部 位 时 ， 要 防 止 手 掌 反 弹 出 现 的 双 音 。 

② 练 习 时 切 忌 一 遍 遍 地 趟 。 要 抓 住 重 点 、 难 点 反 复 练 习 ， 如 第 4～ 6小 节 、 10～ 12小 节 是 4

拍 八 个 音 的 连 顿 弓 ； 第 16～ 21、 31～ 36、 37～ 42、 43～ 48小 节 均 为 内 弦 10拍 20个 音 拉 弓 连 顿 

弓 ； 第 61～ 67、 68～ 72小 节 为 外 弦 10拍 20个 音 拉 弓 连 顿 弓 ； 第 79～ 84、 85～ 90小 节 为 外 弦 10

拍 20个 音 推 弓 连 顿 弓 ； 第 113～ 118、 119～ 124小 节 为 内 弦 中 把 位 的 10拍 20音 推 弓 连 顿 弓 。 

这 些 部 分 不 但 要 注 意 右 手 弓 法 ， 还 要 注 意 左 手 按 弦 及 换 把 的 音 准 。 待 这 些 难 点 都 按 正 确 要 求 练 

好 了 ， 再 连 起 来 完 整 练 习 。 

③ 完 整 练 习 时 要 注 意 如 下 几 点 ： 

一 是 除 了 分 弓 顿 音 外 ， 基 本 用 丰 满 有 力 的 全 弓 演 奏 。 

二 是 全 曲 速 度 在 中 速 稍 快 ， 不 可 越 来 越 快 或 越 来 越 慢 。 

和 一 指 大 二 度 滑 指 换 把 的 节 奏 和 音 三 是 注 意 第 134～ 135小 节 的 切 分 弓 法 

准 。 

④ 注 意 第 136～ 142小 节 的 连 续 推 弓 八 分 音 符 不 要 奏 长 ， 要 将 八 分 休 止 空 出 来 。 一 指 上 移 

的 音 要 准 ， 注 意 大 二 度 与 小 二 度 音 程 的 区 别 。 

小 快 板 

欢 乐 愉 快 、 天 真 活 泼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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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辅 导 ： 该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三 级 规 定 曲 目 之 一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三 级 规 定 乐 曲 。 花 鼓 是 我 国 民 间 广 泛 流 行 的 一 种 拿 在 手 上 的 轻 便 扁 鼓 。 它 可 

以 伴 歌 、 伴 舞 或 演 员 拿 在 手 上 边 敲 边 唱 边 舞 。 《 小 花 鼓 》 是 描 写 一 群 儿 童 敲 着 小 花 鼓 歌 舞 的 乐 

曲 。 曲 调 具 有 安 徽 、 苏 北 一 带 的 特 点 。 活 泼 欢 快 、 朝 气 蓬 勃 。 速 度 每 分 钟 120拍 左 右 。 

的 音 型 手 腕 要 灵 活 ， 不 要 赶 速 度 。 

第 1小 节 两 音 外 弦 用 食 指 拨 弦 ， 内 弦 同 时 用 弓 拉 顿 音 ， 表 现 击 鼓 的 声 音 。 

第 1～ 14小 节 要 奏 得 轻 松 、 跳 跃 。 其 中 

第 16～ 42小 节 要 奏 得 流 畅 、 明 快 。 其 中 第 21～ 24小 节 为 连 顿 弓 ， 最 后 三 个 音 虽 在 弓 尾 演 

奏 ， 但 要 奏 出 强 音 ， 充 分 发 挥 手 掌 右 甩 的 力 量 。 高 音 部 分 要 注 意 音 准 ， 特 别 是 第 31～ 33小 节 的 

是 抹 指 滑 音 ， 把 位 不 动 ， 用 手 指 抹 向 终 点 音 ， 再 抹 回 来 。 对 

此 ， 要 抽 出 来 反 复 练 准 、 练 熟 。 

第 43～ 53小 节 换 弓 要 尽 量 不 留 痕 迹 。 第 43、 44小 节 和 第 50、 51小 节 运 弓 要 在 后 半 拍 加 强 

力 度 。 

陕 北 民 歌 

中 速 稍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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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四 指 伸 指 在 5上 回 转 滑 音 并 加 压 揉 ， 虎 口 随 之 

练 习 辅 导 ： 该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三 级 的 规 定 曲 目 之 一 。 

这 首 乐 曲 原 本 是 陕 甘 宁 边 区 人 民 歌 颂 毛 泽 东 主 席 、 朱 德 总 司 令 的 歌 曲 ， 欢 快 、 热 烈 。 在 这 些 

领 袖 人 物 故 去 以 后 ， 该 曲 变 成 了 一 首 怀 念 他 们 的 歌 曲 ， 曲 调 变 得 哀 婉 、 沉 痛 ， 这 首 二 胡 曲 表 达 的 

正 是 后 一 种 感 情 。 

第 1～ 24小 节 是 前 奏 ， 速 度 稍 快 ， 至 第 21小 节 稍 慢 ， 引 进 主 旋 律 。 前 奏 的 强 弱 力 度 对 比 要 

和 顿 弓 奏 出 来 ， 第 17～ 20小 节 的 切 分 弓 法 及 从 p ～ mf 的 渐 强 要 奏 

好 。 

第 25～ 40小 节 ， 要 奏 得 深 情 ， 富 于 歌 唱 性 。 要 特 别 注 意 掌 握 好 滑 音 、 回 转 滑 音 的 音 准 及 幅 

度 ， 左 手 腕 要 放 松 。 

第 41～ 48小 节 是 间 奏 ， 力 度 要 加 强 ， 速 度 稍 快 ， 至 第 45小 节 渐 慢 ， 至 第 48小 节 反 复 到 第 

25小 节 。 

.

 

第 49～ 72小 节 更 悲 痛 、 更 深 情 ， 要 奏 得 十 分 感 人 。 第 49～ 56小 节 速 度 很 慢 ， 用 弓 要 扎 实 ， 

其 中 第 50、 51小 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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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三 小 节 是 渐 慢 、 渐 弱 ， 留 下 不 尽 的 思 念 之 情 。 

....
下 移 ， 三 指 按 在 4音 压 揉 滑 向 5音 ， 接 着 虎 口 上 移 ， 带 动 三 指 由 5滑 向 3。 要 特 别 注 意 掌 握 好 音 

准 。 第 57小 节 回 到 25小 节 的 速 度 。 

反 复 后 进 入 二 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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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腕 要 十 分 放 松 。 

练 习 辅 导 ： 该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之 一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自 选 练 习 曲 之 一 。 

这 首 练 习 曲 表 现 了 群 马 奔 驰 ， 你 追 我 赶 的 情 景 。 旋 律 由 do调 式 上 下 行 音 阶 模 进 组 合 而 

成 ， 每 拍 第 二 、 第 四 音 全 为 外 弦 空 弦 5（ sor） 音 。 演 奏 全 部 用 中 弓 ， 内 外 弦 交 换 时 右 手 由 左 至 右 划 

圆 圈 ， 先 外 后 内 时 右 手 由 右 至 左 划 圈 

换 把 全 用 跳 指 换 把 ， 左 手 指 触 弦 与 右 手 换 弓 速 度 要 完 全 一 致 。 换 把 按 音 要 准 确 ， 特 别 要 注 

意 3～ 4、 7～ 1的 小 二 度 关 系 。 开 始 练 习 时 速 度 放 慢 ， 一 拍 两 音 ， 难 点 要 抽 出 来 反 复 练 习 ， 待 到 十 

分 熟 练 后 再 逐 渐 加 速 到 每 分 钟 160拍 。 要 注 意 力 度 变 化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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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度 音 换 ， 按 音 后 亮 空 弦 

弦 及 同 度 音 换 弦 

易 按 得 偏 高 和 带 有 明 显 的 滑 音 。 

2
该 曲 第 1～ 16小 节 为 慢 速 的 

要 用 一 指 上 滑 至 空 弦 抬 起 再 从 千 斤 处 滑 下 至 5音 。 揉 ， 要 有 深 度 。 其 中 第 4小 节 的 

第 5小 节 的 

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之 一 ， 是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 

原 曲 注 释 ： 

① 本 曲 通 过 亮 空 弦 音 后 按 音 

等 方 法 来 辨 别 和 纠 正 音 差 。 

易 按 得 偏 低 ， 小 指 要 注 意 伸 展 ； 外 弦 的 ② 曲 中 内 弦 的 

要 求 按 音 准 确 而 果 断 ， 虎 口 不 要 移 动 。 

练 习 辅 导 ： 

先 要 把 3— 7弦 上 把 位 音 阶 练 熟 、 练 准 。 

4
拍 ， 带 有 深 沉 的 叙 事 感 情 。 运 弓 要 贴 紧 琴 弦 ， 揉 弦 用 吟 

也 要 如 此 滑 音 。 第 6小 节 的 第 一 个 1用 内 弦 四 指 ， 第 二 个 1

用 外 弦 一 指 上 抬 按 弦 ， 虎 口 不 动 ， 要 求 一 指 迅 速 上 抬 至 接 近 千 斤 处 按 下 ， 与 内 弦 的 1音 高 找 

齐 。 注 意 不 可 出 现 由 2至 1的 滑 音 。 第 8小 节 由 外 弦 2至 1再 至 2时 ， 用 一 指 由 2滑 向 1再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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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 每 小 节 第 一 拍 稍 强 ， 注 意 

8
拍 子 ， 情 绪 转 为 开 朗 、 乐 观 。 首 先 要 掌 握 好 三 拍 子 的 特 点 ， 开 始 先 慢 第 17～ 32为 快 速 的 

3

的 音 准 。 伸 ， 将 2音 按 准 ， 虎 口 与 其 他 手 指 均 不 要 下 移 ， 以 保 证 第 12小 节 

致 。 第 11小 节 的 的 2， 由 小 指 与 三 指 隔 小 三 度 按 内 弦 ， 左 手 拇 指 要 张 开 使 小 指 充 分 下 

用 三 指 按 内 弦 7 时 ， 音 高 要 与 外 弦 空 弦 音 一 向 2， 但 滑 音 不 可 太 重 、 太 涩 。 第 9小 节 的 



良 　 宵 

2
 拍 ， 速 度 要 稳 ， 不 可 忽 快 忽 慢 。 这 一 段 分 三 个 部 

分 ： 第 33～ 48小 节 要 奏 得 坚 实 有 力 ， 其 中 等 小 指 

等 这 些 第 一 拍 加 附 点 的 音 ， 要 将 时 值 奏 满 ， 待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开 始 练 习 时 每 小 节 击 三 拍 ， 熟 练 后 

每 小 节 击 一 拍 。 要 拉 得 流 畅 ， 欢 快 。 

4
第 33小 节 至 结 束 是 第 三 段 。 转 为 较 快 的 

1与 外 弦 2、 3的 换 弦 右 手 腕 要 灵 活 ， 不 可 紧 张 ， 僵 硬 。 速 度 要 稳 定 。 第 49～ 64小 节 是 快 弓 ， 用 中 

弓 演 奏 ， 要 奏 得 富 于 颗 粒 性 ， 要 充 分 注 意 右 手 腕 的 松 弛 、 灵 活 和 左 手 指 触 弦 的 弹 性 。 

第 65小 节 后 是 第 一 部 分 的 变 化 再 现 ， 与 第 一 部 分 要 求 一 致 。 

（ 亦 名 《 除 夜 小 唱 》 ） 

刘 天 华 曲 轻 快 、 如 歌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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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乐 曲 之 一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乐 曲 。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民 族 音 乐 大 师 刘 天 华 先 生 1928年 除 夕 之 夜 与 朋 友 们 在 家 中 聚 会 的 即 兴 之 

作 ， 曲 调 优 美 流 畅 ， 跌 宕 有 序 ， 一 气 呵 成 ， 具 有 浓 郁 的 江 南 音 乐 特 色 。 可 分 四 部 分 练 习 ： 

① 第 1～ 14小 节 为 第 一 部 分 ， 要 求 运 弓 平 稳 ， 声 音 纯 净 。 其 中 几 次 出 现 的 

要 从 
#
4落 指 迅 速 滑 向 5。 

.
② 第 15～ 32小 节 为 第 二 部 分 ， 换 把 要 做 到 音 准 和 流 畅 。 第 17小 节 的 

要 注 意 3至 5一 指 隔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三 指 由 6至 2净 ， 音 要 准 。 第 36、 37小 节 

音 出 发 滑 指 换 把 至 5音 再 滑 回 3音 ， 左 手 手 腕 要 灵 活 ， 拇 指 要 放 松 。 第 18小 节 的 

指 从 1
.
至 6 要 用 移 指 换 把 ， 中 间 不 要 出 现 滑 音 ， 从 6至 2用 一 指 移 指 换 把 至 1后 二 指 迅 速 按 在 

2
.

上 。 第 19～ 25小 节 中 ， 二 指 内 弦 5音 滑 至 1音 的 上 行 四 度 换 把 后 再 滑 向 3的 下 行 六 度 换 把 

及 第 22小 节 从 3至 5
.
的 上 行 十 度 的 大 距 离 换 把 ， 要 做 到 节 奏 正 确 ， 按 音 准 确 ， 换 把 圆 滑 流 畅 。 

左 臂 要 放 松 ， 手 腕 要 灵 活 ， 小 臂 要 随 换 把 下 沉 和 上 移 ， 不 可 僵 持 。 要 反 复 把 这 几 小 节 练 

. .

.

.

准 。 

..

.

. . . .

③ 第 33～ 44小 节 为 第 三 部 分 ， 情 绪 趋 于 高 涨 和 激 动 。 注 意 高 音 区 力 度 要 丰 满 ， 音 色 要 纯 

要 用 伸 指 够 向 2
..
， 把 位 不 动 。 第 39、 40小 节 的 三 指 上 提 至 3时 不 要 出 现 大 的 滑 音 。 其 

中 三 处 两 拍 半 的 长 音 ， 时 值 要 奏 满 。 弓 子 力 度 随 着 音 乐 向 高 音 发 展 加 强 ， 随 着 向 低 音 回 落 而 减 弱 。 

④ 第 45～ 64小 节 为 最 后 一 部 分 。 这 一 部 分 手 法 有 所 变 化 。 第 45～ 49小 节 用 短 促 的 顿 弓 和 

半 弓 颤 指 结 合 演 奏 ， 似 在 模 仿 三 弦 、 琵 琶 的 弹 弦 和 轮 指 。 第 50～ 53小 节 是 乐 曲 最 高 潮 ， 要 奏 得 

内 弦 四 指 

三 指 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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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利 群 改 编 

奔 放 、 热 烈 地 

赛 　 马 

黄 海 怀 曲 

的 泛 音 。 令 人 回 味 无 穷 。 

. .

...

.

加 一 个 

标 有 从 头 反 复 记 号 ， 但 在 实 际 演 奏 中 大 都 只 奏 一 遍 。 结 束 时 自 63小 节 渐 慢 ， 在 第 64小 节 后 可 

的 切 分 音 2音 可 适 当 延 长 。 该 曲 64小 节 情 绪 逐 渐 趋 于 甜 美 的 平 静 。 注 意 68小 节 

指 要 到 位 ， 把 位 不 动 。 由 一 指 5换 至 三 指 3要 用 跳 指 换 把 ， 中 间 不 可 出 现 大 滑 音 。 第 57小 节 至 

的 音 准 ， 由 一 指 从 5滑 向 3再 滑 回 5， 手 十 分 丰 满 。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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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 38小 节 的 ， 第 11、 12、 15、 16、 21、 22 小 节 的 的 

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规 定 乐 曲 之 一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四 级 的 自 选 乐 曲 之 一 。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一 首 快 速 ， 热 情 奔 放 的 乐 曲 。 表 现 了 蒙 古 族 牧 民 节 日 赛 马 的 热 烈 场 面 。 这 首 

乐 曲 可 分 五 个 部 分 练 习 ： 

① 第 1～ 40小 节 ， 情 绪 欢 腾 激 烈 ， 表 现 了 群 马 奔 腾 的 场 面 。 左 手 指 要 灵 巧 ， 其 中 第 5、 6小 节 

指 速 要 均 匀 ， 先 抽 出 来 慢 速 练 习 ，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第 8、 9小 节 和 第 23、 24小 节 的 装 饰 音 

要 利 索 ， 后 半 拍 稍 强 。 

右 手 运 弓 要 注 意 力 度 的 对 比 ， 强 音 要 用 内 力 甩 动 手 掌 发 出 ， 弱 音 不 可 发 虚 、 发 飘 ， 始 终 让 弓 

毛 贴 紧 弦 。 注 意 连 弓 、 分 弓 、 顿 弓 的 弓 法 区 别 。 

② 第 41～ 56小 节 表 现 了 跑 在 前 面 的 赛 手 欢 乐 豪 迈 的 歌 声 ， 要 奏 得 流 畅 、 欢 快 。 第 43小 节 

震 音 要 奏 得 灵 巧 有 三 度 颤 指 要 密 集 、 灵 巧 ， 第 47、 51小 节 

要 求 三 指 在 第 二 拍 的 后 半 拍 迅 

左 手 换 把 要 敏 捷 、 准 确 ， 声 音 要 清 晰 。 练 习 时 要 放 慢 速 度 ， 节 

第 44 小 节 的 要 奏 成 

速 下 滑 ， 弓 子 配 合 力 度 稍 加 强 。 

③ 第 57～ 68小 节 表 现 马 蹄 轻 松 地 奔 腾 。 右 手 手 腕 要 十 分 灵 活 有 弹 性 ， 特 别 是 第 59、 60小 

的 节 奏 特 点 ， 熟 练 后 再 加 速 。 找 对 

④ 第 73～ 87小 节 ， 伴 奏 用 密 集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演 奏 第 二 段 旋 律 ， 独 奏 用 右 手 指 拨 内 弦 ， 与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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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5小 节 第 二 拍 的 

弹 性 ， 第 49小 节 的 



C调 力 度 练 习 

奏 形 成 你 追 我 赶 的 气 氛 。 第 72小 节 最 后 一 个 音 要 用 拉 弓 ， 奏 完 后 将 弓 子 迅 速 放 在 右 腿 上 ， 弓 毛 

要 贴 在 外 弦 上 ， 然 后 将 右 手 提 起 用 食 指 尖 拨 内 弦 的 中 下 部 位 ， 拨 弦 时 手 腕 要 放 松 ， 甩 动 手 掌 拨 

弦 。 注 意 节 奏 稳 定 ， 将 每 小 节 的 前 半 拍 空 好 。 左 手 指 触 弦 要 把 音 按 准 ， 要 特 别 注 意 的 

小 三 度 一 指 的 音 准 。 同 时 要 与 右 手 拨 弹 的 速 度 一 致 。 到 第 88小 节 拨 弦 后 ， 迅 速 拿 起 弓 子 拉 奏 下 

面 的 旋 律 。 

⑤ 第 88节 第 二 拍 ～ 118 小 节 是 结 束 部 分 ， 表 现 了 赛 手 们 争 先 恐 后 冲 向 终 点 的 热 烈 场 

面 。 要 注 意 快 弓 的 清 晰 、 颗 粒 性 和 力 度 对 比 ， 速 度 要 稳 ， 第 89～ 92小 节 的 附 点 四 分 音 符 的 时 值 

要 奏 够 ； 101～ 104小 节 弓 子 要 拉 满 ， 注 意 滑 音 的 音 准 ； 105～ 108小 节 用 弓 要 短 ； 109～ 112的 快 

弓 要 短 促 有 力 ； 最 后 两 小 节 速 度 突 慢 ， 声 音 丰 满 有 力 ， 结 束 音 左 手 拨 外 弦 ， 右 手 将 弓 子 以 ff的 

力 度 迅 速 拉 至 弓 尖 后 突 弱 ， 慢 速 渐 强 推 向 弓 根 结 束 全 曲 。 

曲 
刘 逸 安 

赵 寒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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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把 的 音 准 和 2～ 4 的 小 三 度 音 准 及 f 、 p、 的 力 度 变 

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五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 

原 曲 注 释 ： 本 曲 练 习 强 、 弱 、 渐 强 、 渐 弱 力 度 变 化 ， 拉 奏 时 要 做 到 强 而 不 噪 ， 弱 而 不 虚 。 连 顿 

弓 用 中 弓 拉 奏 。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一 首 力 度 对 比 练 习 ， 全 曲 包 含 了 强 （ f） 、 中 强 （ mf） 、 中 弱 （ mp） 、 弱 （ p） 四 个 

力 度 等 级 和 渐 强 、 渐 弱 的 力 度 变 化 。 指 法 上 包 含 了 同 音 异 指 、 同 指 异 音 、 移 指 、 跳 指 ， 多 种 换 把 方 

法 。 练 习 要 求 ： 

① 速 度 用 中 速 稍 快 ， 每 分 钟 80～ 100拍 ， 从 头 至 尾 保 持 一 致 ， 不 要 忽 快 忽 慢 、 越 来 越 快 或 越 

来 越 慢 。 

② 右 手 腕 要 保 持 灵 活 ， 使 弓 毛 始 终 与 琴 弦 贴 紧 ， 内 外 弦 交 换 要 特 别 注 意 手 腕 放 松 ， 切 忌 僵 硬 。 

③ 左 手 换 把 虎 口 要 松 ， 手 腕 要 活 ， 音 要 准 ， 手 指 触 弦 要 有 弹 性 。 

④ 要 掌 握 好 四 个 力 度 的 音 量 区 别 和 渐 强 、 渐 弱 。 要 强 而 不 噪 ， 弱 而 不 虚 。 

⑤ 要 严 格 按 谱 子 标 明 的 弓 法 、 指 法 及 力 度 记 号 练 习 ， 不 习 惯 的 地 方 要 抽 出 来 反 复 练 熟 。 开 

始 练 时 要 放 慢 速 度 ， 摸 清 指 法 、 弓 法 ， 然 后 按 如 下 几 部 分 单 练 ： 

第 1～ 8小 节 ： 注 意 内 外 弦 交 换 的 清 晰 和 换 把 的 音 准 及 f、 p对 比 。 

第 9～ 16小 节 ： 注 意 二 指 的 1不 可 偏 高 ， 三 指 的 2不 可 偏 低 ， 内 弦 四 指 6要 按 准 ， 掌 握 好 

渐 弱 、 渐 强 。 

. .

. .
第 17～ 24小 节 ： 注 意 

化 。 

第 25～ 33小 节 ： 注 意 第 25～ 28小 节 八 分 音 符 、 十 六 分 音 符 交 替 的 速 度 稳 定 ， 特 别 要 注 意 

第 32、 33小 节 两 个 八 度 上 行 琶 音 换 把 的 灵 活 、 流 利 、 音 准 。 

第 34～ 41小 节 ： 注 意 下 把 位 的 指 距 、 音 准 ， 特 别 是 内 弦 音 弱 奏 时 要 清 晰 ， 不 可 发 虚 。 

第 42～ 57小 节 ： 注 意 由 f渐 弱 及 由 mf 渐 弱 的 力 度 变 化 。 

第 58～ 69小 节 ： 注 意 第 60、 61、 67小 节 同 音 异 指 换 把 ， 第 62小 节 同 指 异 音 及 第 65小 节 

一 、 二 指 隔 音 跳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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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加 庆 曲 
＝ 84　 轻 快 、 有 精 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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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山 村 变 了 样 

这 九 部 分 都 练 熟 了 ， 即 可 连 起 来 演 奏 ， 最 后 达 到 按 速 度 要 求 一 气 呵 成 。 

换 把 的 迅 速 稳 定 及 音 准 。 第 78～ 99小 节 ： 注 意 第 79小 节 

第 70～ 77小 节 ： 注 意 顿 弓 的 颗 粒 性 及 两 小 节 渐 弱 与 四 小 节 渐 弱 的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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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五 级 的 规 定 乐 曲 。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一 首 表 现 江 浙 山 区 群 众 用 劳 动 改 变 山 村 面 貌 的 颂 歌 。 全 曲 由 四 段 组 

成 。 

第 一 段 速 度 为 中 板 ， 是 对 山 村 的 咏 叹 ， 表 现 了 山 民 朴 实 、 耿 直 的 性 格 。 运 弓 要 坚 实 有 力 ， 要 

特 别 注 意 其 中 滑 音 和 揉 弦 。 揉 弦 幅 度 要 大 ， 力 度 要 重 （ 手 指 下 揉 时 指 根 关 节 加 力 ） ， 频 率 不 要 太 

快 。 滑 音 很 有 特 点 ， 要 特 别 注 意 第 3、 4、 11、 12、 19～ 22、 25～ 28、 33、  34小 节 滑 音 的 力 度 及 音 

准 。 

第 二 段 是 具 有 劳 动 号 子 特 点 的 快 板 。 慢 起 渐 快 ， 第 一 小 节 起 弓 铿 锵 有 力 ， 像 人 们 抬 起 一 块 

巨 石 ， 随 着 领 班 的 号 子 声 迈 出 坚 实 的 步 伐 ， 以 后 进 入 了 你 追 我 赶 的 热 烈 劳 动 场 景 。 注 意 切 分 弓 

法 的 力 度 ， 至 第 64小 节 进 入 稳 定 速 度 。 反 复 第 二 遍 比 第 一 遍 稍 快 ， 至 第 80小 节 突 慢 ， 出 现 了 豁 

然 开 朗 的 全 新 景 象 。 

第 三 段 是 非 常 漂 亮 的 华 彩 段 ， 节 奏 自 由 ， 音 域 宽 广 ， 大 幅 度 地 上 下 行 音 型 模 进 ， 如 行 云 流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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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 表 现 了 改 变 面 貌 的 山 村 泉 水 淙 淙 、 鸟 儿 啁 啾 ， 空 谷 回 声 的 山 村 美 景 。 要 特 别 注 意 上 下 行 模 

进 的 换 把 流 畅 、 音 准 。 

第 四 段 为 第 一 段 的 紧 缩 再 现 。 表 现 了 作 者 对 山 村 的 怀 恋 ， 演 奏 要 充 满 恋 恋 不 舍 的 

深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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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砚 臣 曲 

三 连 音 换 弦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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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三 连 音 时 ， 第 一 个 强 音 在 拉 弓 上 第 二 个 强 音 在 推 弓 上 ， 在 开 始 练 习 时 可 在 同 音 上 练 习 右 

手 的 弓 法 ， 然 后 再 用 四 度 或 五 度 练 习 内 外 弦 交 换 。 如 ： 1— 5弦 的 

四 度 隔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第 25

的 大 跳 换 把 要 一 次 到 位 ， 肯 定 、 准 确 。 第 60～ 71小 节 分 

等 ， 练 习 时 速 

度 不 可 快 ， 要 稳 定 ， 待 右 手 适 应 了 ， 即 可 进 入 正 式 练 习 。 

到 该 曲 第 1～ 24小 节 为 D调 1— 5弦 ， 注 意 第 8～ 9小 节 

小 节 后 转 为 F调 6— 3弦 ， 注 意 指 序 的 变 化 ， 特 别 是 外 弦 内 弦 的 一 指 按 弦 

至 位 置 的 变 化 。 第 59～ 60小 节 从 

解 和 弦 的 下 行 模 进 要 抽 出 放 慢 练 习 ， 将 音 按 准 。 左 右 臂 、 腕 都 要 轻 松 自 如 ， 换 把 音 要 准 ， 掌 握 好 

不 同 把 位 的 指 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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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 　 活 泼 地 

赞 歌 （ 金 珠 玛 米 赞 ） 

王 竹 林 曲 

， 每 拍 第 一 个 音 稍 强 ， 因 此 在 连 续 演 练 习 辅 导 ： 三 连 音 要 求 一 拍 中 平 均 奏 三 个 音 

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六 级 的 规 定 练 习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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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考 六 级 的 自 选 乐 曲 之 一 。 

练 习 辅 导 ： 这 是 一 首 以 藏 族 舞 蹈 音 乐 为 素 材 创 作 的 二 胡 曲 ， 表 现 了 藏 族 人 民 欢 乐 的 生 活 和 

对 亲 人 解 放 军 （ 金 珠 玛 米 ） 的 衷 心 赞 美 和 祝 福 。 全 曲 由 三 部 分 组 成 ： 

① 第 1～ 49小 节 为 第 一 部 分 ， 用 
 
B调 （ 3— 7弦 ） 演 奏 。 该 段 以 藏 族 特 有 的 舞 蹈 节 奏 贯 穿 始 

终 ， 情 绪 欢 快 、 热 烈 。 演 奏 要 注 意 每 小 节 第 二 拍 稍 强 的 节 奏 特 点 ， 注 意 换 把 的 音 准 和 内 外 弦 交 换 

的 灵 活 、 清 晰 。 

第 1～ 7小 节 是 个 完 整 的 乐 句 ， 是 这 一 段 的 核 心 。 第 一 小 节 起 弓 要 坚 实 有 力 ， 速 度 稍 慢 ， 至 

饰 音 要 清 脆 、 灵 巧 ， 八 分 附 点 音 符 的 

要 稳 。 

收 弓 要 利 索 、 干 净 ，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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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时 值 要 奏 满 ， 十 六 分 音 符 

三 指 颤 音 及 装 和 第 3小 节 第 二 拍 的 第 4小 节 进 入 小 快 板 ， 第 1、 2小 节 第 二 拍 的 

此 曲 为 中 国 音 协 二 胡 （ 业 余 ） 考 级 考 六 级 的 规 定 乐 曲 ， 中 国 民 族 管 弦 乐 学 会 二 胡 （ 业 余 ） 考 



第 15～ 24小 节 是 核 心 乐 句 高 八 度 的 重 现 ， 但 在 三 小 节 后 作 了 变 化 扩 展 ， 要 注 意 14小 节 第 

第 8～ 14小 节 是 前 面 乐 句 提 高 五 度 的 完 整 模 仿 ， 要 特 别 注 意 10小 节 第 二 拍 至 11小 节 

第 一 拍 跳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及 换 把 后 的 音 准 。 

二 拍 

拍  的 节 奏 特 点 ， 要 奏 得 灵 巧 自 然 ， 不 可 赶 速 度 。 

60～ 63小 节 是 前 面 五 小 节 的 变 化 发 展 ， 要 注 意 61小 节 二 、 三 拍 之 间 连 续 滑 音 换 把 左 手 腕 

至 15小 节 第 一 拍 跳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 18小 节 后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演 奏 要 短 促 有 力 ， 富 于 颗 

粒 性 ， 20～ 23小 节 连 续 上 行 、 下 行 换 把 及 内 外 弦 交 换 双 臂 双 手 都 要 保 持 放 松 ， 调 整 好 左 手 各 把 

位 的 指 距 ， 将 音 按 准 。 

第 25～ 37小 节 二 胡 演 奏 副 旋 律 ， 伴 奏 演 奏 一 、 二 乐 句 ， 要 注 意 速 度 稳 定 ， 25、 31、 35小 节 的 

两 拍 半 长 音 ， 要 把 时 值 奏 够 ， 42～ 48小 节 连 续 上 下 行 十 六 分 音 符 的 换 把 要 注 意 音 准 及 运 弓 的 

颗 粒 性 。 

48小 节 后 是 一 个 短 小 的 华 彩 乐 句 ， 前 三 个 长 音 要 奏 得 舒 展 ， 揉 弦 用 滚 揉 ， 频 率 不 可 过 快 ， 

后 面 的 两 拍 六 连 音 速 度 由 慢 渐 快 再 渐 慢 ， 要 注 意 换 把 的 音 准 、 流 畅 ， 后 面 的 两 拍 十 六 分 音 符 速 

度 要 慢 下 来 ， 稍 停 顿 后 接 以 四 拍 长 音 ， 引 入 第 二 部 分 。 

② 这 部 分 转 入 F调 6— 3弦 的 慢 板 ， 以 三 小 节 乐 句 为 主 题 进 行 发 展 ， 旋 律 连 绵 起 伏 ， 如 叙 如 

诉 ， 极 富 特 色 。 要 特 别 注 意 运 弓 力 度 的 变 化 和 滑 抹 音 、 装 饰 音 的 准 确 运 用 ， 不 能 可 有 可 无 ， 也 不 

可 随 心 所 欲 ， 没 有 就 失 去 了 韵 味 和 特 色 ， 滥 用 就 会 油 腔 滑 调 。 

52～ 54小 节 起 弓 力 度 不 可 太 强 ， 但 不 可 发 虚 ， 至 53小 节 稍 强 ， 54小 节 渐 弱 。 注 意 52、 54小 

节 二 、 三 拍 ， 均 须 在 后 半 拍 加 强 力 度 。 

55～ 59小 节 是 核 心 主 题 移 高 四 度 的 扩 展 ， 注 意 56小 节 第 一 拍 上 行 （ 往 高 音 ） 滑 指 换 把 

和 5二 、 三 拍 二 指 、 一 指 下 行 （ 往 低 音 ） 滑 指 换 把 的 音 准 及 园 滑 流 畅 。 还 要 注 意 58小 节 第 四 

要 放 松 ， 音 要 奏 准 ， 第 三 拍 的 时 值 要 奏 准 确 ， 不 可 奏 成 

64～ 74小 节 第 二 拍 是 核 心 主 题 在 高 八 度 的 两 次 变 化 发 展 ， 要 注 意 65、 66小 节 与 69、 70、 71

小 节 ， 同 样 音 型 的 不 同 节 奏 的 变 化 ， 要 奏 准 确 ； 65小 节 三 指 在 3～ 6、 3～ 5之 间 的 滑 指 换 把 ， 要 

做 到 音 准 、 园 滑 、 流 畅 ， 69小 节 亦 是 如 此 。 68小 节 第 二 拍 、 70小 节 一 、 二 、 三 拍 一 指 由 1～ 6～ 1

的 滑 音 ， 把 位 不 动 ， 由 一 指 自 主 上 下 滑 动 ， 要 掌 握 好 小 三 度 的 音 准 。 

. . . .

. .

③ 第 85小 节 至 107小 节 ， 为 第 一 部 分 的 完 整 再 现 ， 速 度 比 第 一 部 分 稍 快 ， 情 绪 更 为 热 烈 。 

要 注 意 运 弓 手 腕 的 灵 活 及 弹 性 ， 奏 出 颗 粒 性 ， 速 度 要 稳 定 。 

108～ 114小 节 是 结 尾 的 扩 展 ， 要 注 意 五 声 音 阶 上 、 下 行 换 把 左 手 的 灵 巧 及 音 准 ， 右 手 运 弓 

不 可 赶 速 度 ， 要 注 意 弓 毛 与 弦 的 粘 着 力 ， 声 音 不 可 发 虚 ， 至 114小 节 第 二 拍 渐 慢 ， 115小 节 要 用 

全 弓 强 奏 ， 声 音 要 丰 满 有 力 ， 116节 的 抖 弓 ， 用 弓 中 偏 左 部 位 强 奏 ， 延 长 四 拍 左 右 强 力 迅 速 推 进 

结 束 全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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