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河》这首乐曲原是 50年代的创作歌曲，旋律流畅、优美动听。

70年代由著名古筝演奏家张燕改编为筝曲，虽然对原曲调未作发展，

但由于各段巧妙地运用了不同的技法，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乐

曲具有了更强烈的感染力。乐曲中采用变奏曲的形式，深情的表达了

人民对家乡和生活的热爱。

古筝曲《浏阳河》中采用的演奏手法在整个曲目中主要分为三块，

第一块是运用左手揉、吟、滑、按的技法来表现乐曲柔美的旋律，这

一块在乐曲中首尾相应演奏两边；第二块就是双手配合快速弹奏部

分；第三块则运用如流水般的双手交替下行琶音来表现乐曲动听的旋

律。

在乐曲的第一段中主要是注意按滑音的准确性和控制好乐曲的

速度，就像是在用歌声深情地将内心对生活的爱娓娓道来；整个乐曲

中主要有两个难点，也就是后面的双手配合快速弹奏及琶音部分。

下面分别就这两块的演奏要领进行一下讲解：

双手配合快速弹奏部分

在练习浏阳河双手配合弹奏之前最好先练习一下有关双手配合

的练习曲，待手指活动开之后，再弹奏曲子中的部分。在左右手配合

弹奏的同时，要注意掌握好每个手的力度，突出乐曲的主旋律（如一

般双手配合时左手为伴奏音其力度要稍次于右手）。

关于左右手配合的练习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1）先分后合：先分练即左手练习左手的，右手练习右手的，

练习时分开练，练至十分纯熟；



（2）心理的合奏：练其中一手时，脑海里想象着另一手的演奏

将其节奏配合在正在演奏的那支手中，逐渐形成脑海中的双手配合练

习；

（3）先慢后快、由简入难：以右手的演奏为主线，采用较慢的

节拍，将已在脑海中形成的双手配合映射成实际的双手配合，注意一

定要从简单的练习曲的配合练习开始从慢到快，从简单到复杂，直至

能够演奏较大的曲目。

琶音部分

在浏阳河的琶音部分有两种弹法，一种是左右手各弹四个音交替

进行；一种是右手大指只负责每句的第一个音即主旋律音，其余的音

则由左手完成。不论用那种弹法都需要将乐曲的旋律突出，琶音部分

力度需轻于主旋律音，但每个音都要求表现的清晰流畅，这样弹出的

乐曲才有起伏、才有韵味。

琶音在运用到曲子以前，需要一段系统的学习和练习，不要急于

弹曲子，要先打好扎实的基本功，这样在弹奏曲子时可以保证每个手

指正确的弹奏姿势和发力技巧，从而更好地运用琶音来表现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