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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笙的传统作品和现代作品 

韩 雪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吉林长春 

【摘要】笙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乐器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兴衰变革。20 世纪在众多优秀演奏家的

共同努力下，新曲迭出、技法多变、风格迥异、人才辈出、崭露头角，迎来了又一个辉煌的时代。传统的经典独

奏曲目及新颖的协奏曲目各具特色，百花齐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本文即主要对笙的传统作品和现代

作品展开分析，探讨笙的创作、演奏及现存传承、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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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Sheng'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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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ng, as one of the oldest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in my country, has risen and fallen in the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many outstanding performers, new songs came out one 
after another, the techniques were varied, the styles we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 talents came out in large numbers, which 
ushered in another glorious era. The traditional classic solo pieces and the novel concerto piec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 hundred flowers are blooming, showing a thriving situ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works and modern works of the sheng, and discusses the creation, performance, and existing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eng. 

【Keywords】Sheng;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works 
 
1 笙的概述 
笙是一种古老的民族簧管乐器，由簧演奏出的和

声有着“和谐”之美，与中国传统美学一脉相承，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自商朝开始，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就有着诸多记载。

笙的发展由独奏的宫廷雅乐走向乐器伴奏成为陪衬，

直至明清时期，彻底没落，也代表了我国诸多民族乐

器兴衰灭亡的发展历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国家

的大力提倡下，笙的演奏重新兴起，开始走向繁荣。

尤其是 50 年代，名家辈出，百花齐放，胡天泉等一众

优秀笙作曲家创作了《凤凰展翅》、《草原骑兵》等

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开辟了笙新的历史舞台。自此，

笙的发展一路欣欣向荣，迎来了它真正的辉煌时代。

时至今日，笙的创作、演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

创作出《天鹅畅想曲》、《唤凤》等多部新作，各具

特色。 
2 笙的传统作品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笙开始迅速发展，多种风格流派相

继出现。演奏风格、技巧等发展形势都较之前有很大

的不同。以胡天泉、阎海登为首的民族音乐家创作迭

起，奠定了笙的地位。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技

法，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给与了笙全新的面貌，笙的

发展被注入了新的血液。 
胡天泉创作的《凤凰展翅》在 50 十年代掀起一阵

飓风，成为笙曲演奏的经典之作。《凤凰展翅》开启

了笙的独奏之路，作品中用到“吐音”等技巧有助于

增强音乐的表现力，既能将情感更好地传达出来，又

准确地塑造了作品的音乐形象。作品开头曲调的快慢

动作，展现出凤凰惟妙惟肖的姿态。平稳的气息、优

美的旋律让人在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凤凰起舞的优

美身形。伴随着音乐的起起伏伏，美丽的凤凰时而展

翅、时而高飞，时而小憩、时而俯冲，身姿绰约。优

美的画面和着悦耳的旋律让人沉醉其中，使得此曲成

为经典中的经典。1956 年《凤凰展翅》一举成名之后，

胡天泉等人在 1958 年创作的《草原骑兵》也不落下风。

这部作品在传统笙的演奏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结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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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得演奏者在演奏时更加地如鱼得水，也是此曲

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音域的宽广变化尽显草原广阔

之美，让人能够感受到辽阔的大草原上迎着自由的风

在马背上尽情奔跑，那种豪迈之气让人回味无穷。骑

兵飞奔的情景吸引着无数受众对大自然的美景、对新

鲜的空气、对自由的广阔草原天地的向往。 
阎海登创作的《晋调》也堪称笙独奏中的经典之

作，不仅技巧繁复，而且融入了地方风味，对于演奏

者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晋调》快慢板的乐曲结

构，融入了戏曲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家的功底，

也能锻炼演奏者的演奏水准。此曲在演奏技法上不仅

运用了“剁气”、“顿气”，还有与“花舌”的配合

运用。“颤音”、“复调”等技法的组合使用，增加

了节奏感，突出了音乐旋律。“复调”的使用让曲调

起承转合，节奏变化明快。“复调”源于西方，后来

在西方小说中也有使用。《晋调》最突出的特征在于

“情”的表达，曲能动情也能传情。乐曲中融入了鲜

明的山西特色，有着山西特有的民风、民情，乐曲嘹

亮、高昂，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激昂的外表下又有着

婉转的音乐形态之美，犹如山西大汉粗狂的外表下有

一颗柔软、细腻之心。这种反差的音乐之美带给人极

大的震撼，直击人心。《秦王破阵乐》是唐代的军歌，

又有《秦王破阵舞》之称。后被张之良教授改编成近

代演奏笙的独奏曲，并且带有很强的叙事色彩，将它

背后的历史故事书写其中。作品中和声与复调的使用，

远远超越了其他笙作品，独树一帜。整个作品分成六

个部分，将一场战争的的过程完整呈现，层层递进，

将战前的准备、战斗中的肃杀、战胜的大喜之情一一

渲染。整个叙事节奏分明、脉络清晰。通过音乐的渲

染营造大战的紧张气氛，环境与故事人物相互映衬。

艰苦恶劣的环境并不能阻挡大军的前进步伐，将士骁

勇善战，踊跃杀敌，舍身赴死，战胜敌人的勇气与决

心在笙的复调调和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整部作品豪壮

之气扑面而来，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随着音乐的旋律

清晰浮现，让人身临其境。笙的改良迎来了 50 年代的

初期繁荣，使得笙作为一种独奏乐器活跃在大众视野

中。《凤凰展翅》、《草原骑兵》、《晋调》、《秦

王破阵乐》等经典作品出世，由此长盛不衰。经典作

品的演绎让笙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登上历史的舞台，

人们开始认知笙这种由簧片演奏的乐器，体味这种乐

器带来的独特音乐之美 。 
3 笙的现代作品分析 
50 年代、60 年代笙曲独奏亮相舞台，由此拉开笙

的时代序幕。演奏家们继续苦心钻研，改变传统的演

奏方式，思索新颖的演奏技巧，与时俱进、融合时代

特征。在 70 年代创作出了如《红花遍地开》、《我爱

祖国西沙》、《林海新歌》等多部优秀的多声部作品，

主调的变化加入复调的技法使得这些作品不同于《凤

凰展翅》、《草原骑兵》等独奏笙曲，让人耳目一新。

到了 80 年代、90 年代，笙曲的作品繁复，体裁变化多

端，风格也是各具特色，焕发出新生的时代气息。《天

鹅畅想曲》、《微山湖船歌》等一众优秀作品登上笙

曲舞台，为笙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天鹅畅想曲》是笙演奏家唐富所创的优秀作品。

曲如其名，婉转悠扬的旋律加上特有的民族特色，塑

造了高贵、优雅的天鹅形象，表现出对自由的畅想、

对祖国大好河山、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之情。整部作

品分成四个部分，描绘了湖中天鹅漫步、嬉闹、起舞

的美妙景象，让人如临其境，心情归于宁静，陶冶其

中，尽情欣赏这美好时刻。优美的旋律配上曲式结构

使得整部作品恰到好处。尤其是第三部分《漫舞》，

将湖中天鹅嬉戏打闹之景逼真描绘、尽显灵动之感。

演奏者要有足够的气息，才能准确把握，把俏皮之感

传递出来。最后一个部分《憧憬》，由单旋律逐渐转

换成和弦，悠扬的旋律渐行渐远，仿佛看到天鹅嬉戏

耍完之后飞向远方，逐渐消逝在苍茫茫的天空中。既

是天鹅的无限自由，也影射每个人心中都想成为一只

自由、美丽的天鹅的美好愿景。《微山湖船歌》是一

种“端鼓”腔音乐，流传于山东微山湖地区。原是当

地渔民自己创作的一种娱乐方式，后经过牟善平先生

和肖江先生合作改编而成由笙演奏的现代作品。此曲

独具地方民风民俗，微山湖的清秀美景、清澈溪流都

融入在作品中。清丽美景并非南方标签，作品中时而

体现东北大汉的粗狂豪迈、时而又有细腻柔情，铁汉

柔情完美融合。整部曲子由四个部分组成，“舌颤音”

的巧妙使用描绘出清晨日出时刻，朝阳映照下的湖面

波光粼粼，微风吹拂，荡起片片涟漪的多彩画卷。安

静中又充满生机，让人沉静在宁静的田园时光中。第

二部分使用“顿气”的手法表现山东大汉渔民的强健

形象，淳朴健硕。第三部分的“帆号”是民间打鱼时

吆喝的传统号子声，既是劳动人民相互打气加油的动

力，也是在辛苦的体力劳动中的一种娱乐交流方式。

将渔民们的劳动情景与娱乐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勤

劳、乐观的渔民形象跃然纸上。第四部分“撒网歌”

渲染了整个丰收的喜悦、激动的场面，在旋律的强弱

控制之下，一扫劳动过程的辛苦，一片生机勃勃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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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这部融合强烈民族特色的作品，流露出自然真

情，让聆听者自主代入，欢喜之心油然而生。《潮》

和《遐梦》是青年教师吴爱国创作的两首新曲，风格

迥异，别具一番风味。吴爱国将自己对大海独特的审

美感受融入《潮》的创作中，大海的辽阔、温柔、平

静又坚毅在滚滚的潮水中让人敬畏又敬仰。乐曲的开

端尽显大海的辽阔，抒发向往之情。反复使用复调手

法表现潮水的汹涌澎湃，滚滚潮水仿佛不平凡的人生

道路。时而平静无味，时而迎难而上，大海宽阔的胸

怀让人心生平静。风浪的袭击、暴风骤雨的翻滚并不

能改变大海平静的本质，犹如美好的人生总有坎坷挫

折。如大海一般去包容、去面对，一切都会回归平静。

《潮》有一种坚毅的人生哲学，给人以勇敢坚强的勇

气，直面困难，更好地去生活。《遐梦》是 1987 年创

作的作品，在《潮》的基础上放开想象，新颖的技法

创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意境。整个曲子有六个部分，

结构自由，节奏时而缓慢时而跳跃，仿佛梦境的飘忽

不定。在低音的衬托下有一种空灵之感。古老的乐器

被注入时代的灵魂，既扩展了笙这种乐器的承载力，

加强了乐器的表现力，也对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艺术永无止境，演奏家们还在不断地探索、开源创新。

有挑战才有动力，笙的演奏也在逐渐攀升另一个高度。 
4 笙的创作、演奏及现存传承、发展问题 
21 世纪的今天，笙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曲目创作不歇，人才传承不断，在新的舞台上熠熠生

辉。当今笙曲的创作也面向多元化发展，立足于本国

优秀的传统技法，再融入相继的西方技法，呈现出多

样化的演奏风格。笙曲的创作不仅在演奏技法上有所

改良，创作形式也走向世界，面对多元化发展的国际

形式，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笙曲创作也融合了其他乐

器以协奏曲的形式出现。独奏笙曲尽显笙这种传统的

民族乐器的美丽，与其他乐器合作的协作曲也别有风

味。笙曲的创作、演奏在现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良，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有待进一

步提升，以便笙的演奏更长久地发展。复调手法的使

用在笙曲的创作中是必不可少的，既能提升演奏的复

杂性，也能大大提升作品的感染力。笙源自于民间，

作为传统的民间乐器，即兴演奏是它的特色。笙曲发

展到今天，大多根据乐谱进行演奏，这种脱离乐谱的

即兴演奏手法逐渐失传。即兴演奏非常考验演奏者的

功力，能培养演奏者的灵活性，既情即奏，灵感凸显，

使得演奏更加生动、更具有表现力。 
改革开放以来，笙这件古老的乐器在演奏家们的

共同努力下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多样化的笙曲演

奏让人耳目一新，开辟了笙曲世界的新局面。今日之

笙已远不是千年之前的笙，几千年的发展，兴衰变革，

也代表了我国众多民族乐器发展的轨迹。然而，有众

多古老的传统乐器并未像笙一样这般幸运，迎来了自

己的现代辉煌之路，它们大多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

中，只在历史文献中留下斑驳的剪影。因而，透过笙

应重视起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播，几千年的文化

积奠中定有许多我们未曾注意到的星光，亟待我们去

发掘。对于像笙这样的传统文化，应注入时代的眼光，

创新发展，更好地去传承，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鼓

励创新，为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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