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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詮釋報告藉由笛子曲《沂蒙山歌》與《沂河歡歌》的曲譜結構來分析，

以及運用「中國魔笛－曾永清」1以及「沂河歡歌百鳥引」的有聲錄音來比對

【彭麗媛】的《沂蒙山小調》2的演唱，歸納笛子演奏如何利用音階、旋律、音

程等，使笛子模仿最接近於山東民歌演唱的技術手法。	

    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針對整篇詮釋報告的研究動機、目的、對象範圍、

研究程序方法及文獻進行論述，第二章針對《沂蒙山歌》的作曲家創作背景、

樂曲分析及詮釋說明，第三章針對《沂河歡歌》的作曲家創作背景、樂曲分析

及詮釋說明，第四章對於山東民歌與笛子演奏詮釋手法做比較與分析，最後一

章為本篇詮釋報告的結論。 

 

關鍵字：器樂模仿山東民歌、笛子器樂模仿民歌、《沂蒙山歌》、《沂河歡歌》	

	 	

																																																								
1	 (王徐春	 1996)	
2	 (侯鈞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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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Dizi Songs “Yimeng folk Song” 

and “Yi River Song of Joy”, Compare “Chinese Magic Flute-Zeng Yong Qing” and 

“Yi River Song of Joy and Birds” with Peng Li Yuan’s singing of "	Melody of Yimeng 

Mountain ". with their recordings. This thesis also generalizes the use of scale, 

melodic idea, and varied intervals to imitate the singing techniques of Shandon folk 

song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scope, procedure and method of the study and th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omposer's compositional background, music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Yimeng folk Song".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omposer's compositional background, the analysis of music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 River Song of Joy”. The fourth chapt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andong folk song and the Dizi performance.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interpretational report. 

 

Keywords: The imitation of music instrument of the Shandong folk song, The 

imitation of Dizi performing folk song, Yimeng folk Song, Yi River Song of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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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對於整篇詮釋報告的研究動機、目的、對象範圍、程序方法及文獻

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部分探討研究對象與範

圍，第三部分說明此研究的程序及方法，最後部分對於本詮釋報告相關的文獻

資料與研究資料來探討及說明此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個人學習笛子近 20 年，對於民間傳統音樂風格的曲目相較其他現代曲目或

戲曲風格曲目來說，對音樂的感覺較能體現，在收集資料的同時，發現了利用

器樂來模仿民間歌曲演奏的資料少之又少，特別在吹管的資料中，盡是屈指可

數，因此有了對於「器樂模仿民間歌曲」的部分想更做進一步的了解，且在之

後能使得笛子在民間歌曲器樂演奏的技巧上能有個高度模仿。 

研究對象與範圍	

此詮釋報告研究的對象為民間歌曲及笛子曲相關為主，在中國民間歌曲裡

有陝西、江蘇、河南、安徽等風格歌曲，而在這兩種樂曲的共通風格大概為陝

西、山東、蒙古、新疆等，又在陝西風格這當中【李昂】3先生及【康碧容】4小

姐做過相關的研究，且為了更精準的研究而縮小範圍，所以這次本人選擇山東

民間風格來作為研究。 

對此研究，本人選擇《沂蒙山歌》及《沂河歡歌》兩首笛子曲來探討， 

且利用袁非凡〈從零起步學笛子〉5中《沂蒙山歌》的譜例與閻黎雯〈中國竹笛

																																																								
3	 (李昂	 2013)	
4	 (康碧容	 2014)	
5	 (袁非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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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薈萃〉6裡《沂河歡歌》的譜例，來比對《沂蒙山小調》與《趕牛山》的歌

唱譜並進行曲譜分析，使笛子之後吹奏民間歌曲的曲目能更快速且更加掌握此

風格的樂曲。 

研究程序與方法	

一、收集資料：	

	 	 	 	 從各大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與中國知識網收集器樂模仿民歌、笛子

演奏技巧、民歌、山東、樂譜、唱譜等資料。	

二、整理資料：	

	 	 	 	 分類成笛子演奏技巧、笛子器樂模仿民歌、其他樂器器樂模仿民歌、

民歌演唱技巧、山東民歌、《沂蒙山歌》、《沂河歡歌》、【曾永清】、【曲祥】

等資料。並統整分類為「沂蒙山歌」、「沂河歡歌」、「山東民歌演唱特色」	

三、分析資料：	

簡單分析樂曲與技巧用法及詮釋手法，且收集《沂蒙山小調》與《趕

牛山》的歌唱及《沂蒙山歌》與《沂河歡歌》的演奏，並比較曲子力度、

演奏（唱）法等，並運用笛子演奏技巧來使得力度、演唱法能更明確的歸

納，也能更瞭解的從唱歌移植到演奏該如何呈現，使器樂能更貼近原始山

東民間唱歌的演奏法。下列以中國第一位民族聲樂碩士，同時也是山東民

歌代表人物【彭麗媛】老師版本，與《沂蒙山歌》作曲者【曾永清】老

師，及《沂河歡歌》作者【曲祥】老師的演奏作為比較分析。	

	

																																																								
6	 (閻黎雯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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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為了探討山東民間風格音樂的相關資料，找尋山東民歌歷史與演唱法與

【曾永清】、【曲祥】兩位作曲家的生平與創作背景，以及〈沂蒙山歌〉與〈沂

河歡歌〉等笛子技術相關資料，簡單對其內容做重點整理，並進行比對梳理，

進而從中找尋不足資訊並補足差異，以利於本文內容的撰寫。下列分為兩部

分，以山東為主的民歌相關資料及笛子相關資料來分類說明。	

一、民歌相關資料：	

中國山東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李海鷗】於 2000 年所撰寫的〈論山東

民歌演唱的傳統特色之繼承與創新——兼談我演唱山東民歌時的體會〉7論

文中，整理了山東地區民歌的種類與演唱中「聲」、「情」、「字」、

「味」的處理方式，並以自身演唱的感覺來說明不同種類的歌曲該如何進

入曲子本身的情緒。例：「勞動號⼦，遍布⼭東各地。在⾳樂⾵格、題材上各有特

點，豐富多彩。但它們都是源於勞作，由勞動產⽣的、發⾃肺腑的⼼聲，它可以⿎舞幹

勁、解除疲勞、提⾼勞動效率。」（李海鷗 2000：7）最後探討山東民歌的演唱在

現代生活中的地位及前景與展望。然而此論文在風格特點上的說明大多為

自身演唱的感覺與經驗，對於此風格的節奏、技巧與音樂旋律只輕描帶過

或並未提起。因此本詮釋報告會針對山東民歌的節奏、技巧與音樂旋律加

以統整，以至於在演奏（唱）上能更快速地抓到山東音樂的特色。 

中國河北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喬貞偉】於 2010 年所撰寫的〈山東臨

沂民歌的探索與發展——以《沂蒙山小調》為例〉8論文中，主要搜集了

《沂蒙山小調》的整個歷史、藝術特色、曲調淵源、歌曲變體以及發展等

																																																								
7	 (李海鷗	 2000)	
8	 (喬貞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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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做探討，例：「據資料記載《沂蒙⼭⼩調》誕⽣於蒙⼭費縣⽩⽯屋村這樣的⼀個

⼩村落。由當年抗⼤⼀分校⽂⼯團的李林和阮若珊兩位同志創作⽽成。」（喬貞偉 

2010：17）然而此論文是針對《沂蒙山小調》的各項種種作為研究，僅是山

東民歌「小調」中的其中一種型式而已，對於整個山東民歌而言，並無法

知道其旋律、節奏與技巧能代表山東所有的特色，因此在本詮釋報告會比

對其他論文等資料來找尋並歸納出屬於山東民歌的旋律、節奏與技巧的特

色。 

中國西北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楚亞麗】於 2010 年所撰寫的〈山東成

武民歌演唱風格的研究〉
9
論文中，主要說明了成武地區影響民歌形成的歷

史、民歌的種類與民歌的傳承與發展，例：「戲曲、曲藝因素中，成武縣地處魯

西南戲曲之鄉，戲劇活動歷史悠久，劇種繁多。現有傳統地⽅戲劇種⼭東梆⼦、兩夾弦、

棗梆、柳⼦戲、豫劇、呂劇、四平調、⼤平調等。」（楚亞麗 2010：2）然而其論文

說明的地區為山東省成武縣，並無法以一概全整個山東省，且在分類上等

眾多內容，多與【李海鷗】7 的論文觀點相似，因此對於此風格的節奏、技

巧與音樂旋律等也無從得知。 

中國曲阜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王會會】於 2013 年所撰寫的〈沂蒙民

歌演唱風格的傳承與創新〉10論文中，說明了沂蒙民歌的研究已經開始得到

社會的重視，並如同【李海鷗】7 與【楚亞麗】9 一樣整理了沂蒙地區的民

歌的種類，但不一樣的是，作者寫出了解放後沂蒙民歌各時代的特色，

例：「這些歌曲也都是以沂蒙民歌為基調來創作，在突出時代特⾊的同時，⼜傳承了沂

蒙民歌特⾊，其中《誰不說俺家鄉好》在 2007 年中國成功發射的“嫦娥⼀號”搭載著 30 

																																																								
9	 (楚亞麗	 2010)	
10	 (王會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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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性歌曲登上⽉球。」（王會會 2013：28）然而此篇僅從這些傳承創作曲

上，個別對這些曲子做歷史介紹與樂曲分析，一樣對於整個山東民歌風格

的節奏、技巧與音樂旋律沒有一個統一整理，使大家能快速的了解，因此

本詮釋報告會對於此問題做更近一步的研究。 

中國哈爾濱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李月婷】於 2015 年所撰寫的〈山東

臨沂民歌的音樂風格研究——以《沂蒙山小調》與《綉荷包》為例〉11論文

中，主要說明山東臨沂民歌的文化背景與音樂風格，例：「在整個沂蒙地

區，多數情況下，引⼊變宮的六聲⾳階是最為常⽤的⼀種⾳階形式，接著就是五聲⾳階，

最後就是加清⾓的六聲⾳階和加變宮、變徵的七聲⾳階民歌。」（李月婷 2015：14）在

這裡終於有人對山東民歌的音階、調式、音程、節拍和結構做了一個統

整，這也對本人在探討笛子創作曲能有一個應證。 

二、笛子相關資料：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學博士【蕭舒文】於 2010 年撰寫了〈20 世紀中

國笛樂〉12論文中，敘述了中國笛的歷史、各個時期笛子的創作背景、笛

子演奏員的來源、笛子的派系由來、笛子的改良與笛子的教程編寫等，

例：「1983-1987 年河南省⽂物研究所在河南省舞陽縣，發掘賈湖新⽯器時代的遺址。在

清理 78 號墓時，墓主⼈的左股⾻兩側各發現⼀件穿孔⾻器，上有個⼩圓孔，形狀很像現

在的橫笛，但無笛膜孔。」（蕭舒文	 2010：4）使本人能根據背景來了解山東笛曲

各個時期的創作心理。然而在笛子技巧上只提起名稱，並未利用範例說明

技巧在各個時期運用在笛曲上的不同，及詳細的操作技巧，因此本詮釋報

告會針對笛子技巧在笛曲上如何的運用，使笛曲能更接近當時在創作的心

																																																								
11	 (李月婷	 2015)	
12	 (蕭舒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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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樣貌。	

中國山東藝術學院音樂學碩士【白麗娟】於 2012 年撰寫了〈山東當代

民族器樂創作現狀研究〉13，其內容主要說明山東音樂家在民族器樂上的

創作背景與曲目，例：「⽂化⼤⾰命使得民族器樂作品創作掉⼊低⾕。⽂⾰後期，隨

著國家形式的扭轉及樂器改⾰的推動使民族器樂創作，出現如《沂河歡歌》、《春到沂

河》、《豐收鑼⿎》等在全國有⼀定影響⼒作品，但從整體的恢復情況來看仍達不到⽂⾰前

的⽔平。」（白麗娟	 2012：27）然而這篇論文敘述的是山東民族器樂家的所有

創作，並未詳細說明這些創作曲所運用的素材取自何方，因此需確認此篇

文章所提到的笛子創作曲哪些取自山東民歌，才能說明山東民歌在笛子創

作曲上的運用。	

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張鐘中】於 2013 年撰寫的〈曲祥笛樂藝術

特徵的探析和分析〉14論文中，介紹了山東笛子家【曲祥】老師的生平及

創作藝術，並說明【曲祥】老師對於笛子技術的要求，且舉了兩個創作來

說明作曲家在不同時期所選取素材的方向，例：「曲祥⽼師的笛⼦曲創作可以分

為兩個階段，以 80 年代的《嚮往》為界，前期是採⽤民間素材，創作了⼀批富有⼭東獨

特地⽅⾵格的作品；後期是打破地域特點，開闊思路、勇於探索的⾳樂創作。」（張鐘

中	 2013：10）這篇論文內容有提到山東風格的主要旋律走向及音階，對於本

人在山東民歌風格研究有極大的幫助，然而此篇在舉例上只說明旋律與音

階，對於笛子技巧如何模仿並未提起，因此本篇詮釋報告會在笛子模仿技

巧上面做一個討論，來應證笛子接近於山東民歌的技術手法。	

中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李昂】於 2013 所撰寫的〈論陝北民歌

																																																								
13	 (白麗娟	 2012)	
14	 (張鐘中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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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竹笛作品中「器樂演奏聲腔化」顯現及演奏法〉3 論文中，說明了「聲

腔化」的民詞界定與器樂化陝北民歌的可能性，並利用《塞上風情》、《蘭

花花》、《陝北四章》第一樂章來解析笛子在模仿陝北民歌上的技術手法與

氣息運用，例：「『⾳』、『聲』、『腔』在⼈聲中的出現， 必然早於在器樂中的存在， 

並且傳統民間器樂諸多演奏技法的創造與發展都離不開對⼈聲的借鑒與模仿。」（李昂	

2013：4）然而此篇文章僅說明陝北民歌的部分，對於其他風格並未提起，

但此篇對於本人在「器樂模仿民歌」上有很大的了解，因此本人傚仿此篇

文章的寫法來使笛子技術運用在「器樂模仿山東民歌」能更加順暢。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音樂學系中國音樂組碩士【康碧容】於 2014 年所撰

寫的〈運用陝西地方音樂風格為素材之笛子曲〉4 論文中，對於陝西地區的

音樂特色做個概述，並以《秦川抒懷》與《陝北四章》作為陝西地區例子

來說明曲子的吹奏法，例：「作者成功移植板胡『揉弦』技巧到笛⼦上，創造『壓揉

⾳』技巧（以Ｕ∼∼表⽰），更加突出了秦地⾳韻，豐富了笛⼦的表現⼒。」（康碧容	

2014：25）然而此篇僅說明曲子中陝西地區風格如何地呈現，且大多是說明

吹奏感覺，並沒有仔細提到技巧該如何運用在此上面，因此本詮釋報告會

在說明風格之餘，更以技巧來說明該如何運用，使技巧手法更容易接近此

探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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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沂蒙山歌》詮釋與分析	

	 《沂蒙山歌》是取材於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改編而成，此曲主要描寫

了沂蒙山的人民熱愛家鄉美麗山水的情懷，和發憤圖強建設家鄉新天地的精

神，並充分表現出中國山東省沂蒙山地區明媚的風光以及人民的歡愉氛圍，樂

曲舒展豪放、優美動聽，具有鄉村的質樸風格。此章節分為兩部分，先了解作

曲家的經歷與創作背景，再利用袁非凡〈從零起步學笛子〉5 的譜例來進行本曲

的分析。	

作曲家經歷與創作背景	 	

	 【曾永清】，1944 年 3 月 2 日出生於天津市，祖籍廣東中山市，為中國國

家一級演奏員，1995 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作為第一批民樂科學生並分配

學習笛子，由於民樂學科剛成立，師資缺乏，學校便請來了天津人民藝術劇院

著名笛子演奏家【劉管樂】任教，也為【曾永清】的啟蒙老師，後因【劉管

樂】老師需參加天津人民藝術劇團的全國巡演，而先後向【張鷹】、【劉恆之】、

【金沙】、【張強】、【楊立中】、【胡炳智】學習。1958 年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從天

津遷往北京，他便隨著北派笛子代表人物【馮子存】學習，後又向【王鐵鎚】

先生學習其作品。	

1961 年進入大學，先後向【陳重】學習江南絲竹15；【葉仰曦】學習崑曲

																																																								
15	中國民間傳統器樂絲竹樂的一種，流行於江蘇南部和浙江一帶。音樂結構主要有板式變化和
曲牌聯綴兩種類型，以板式變化手法最有特點。它往往以一個曲牌為母曲，以放慢加花或加速

減字的手法發展為幾首獨立樂曲。主要突出二胡、笛子樂器的基本原則下，其它樂器靈活自如

地、依據一定的規律特點相互對比烘托，默契協調，獲得獨特的韻味。在技法中有你繁我簡、

你高我低、加花變奏、嵌擋讓路、即興發揮等手法，並逐步形成「小、細、輕、雅」的風格特

色。這種技法和風格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相互謙讓、協調創新等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中國大百
科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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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段廣義】學習二人台17、梆子18、冀中吹歌19以及南派20吹奏法；後又師承

上海音樂學院【金祖禮】老師。1964 年中央音樂學院分院成立中國音樂學院，

他便隨著【馮子存】老師進入中國音樂學院。1965 年民樂系派他去杭州向笛子

大師【趙松庭】學習三個月，因此對南派技巧及曲風有更大的認識與掌握。	

七十年代後期，他為中國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代課，由於他的北派21

笛子演奏風格純正、技藝精湛，【趙松庭】先生將自己許多得意門生引薦給他繼

續深造，便也培育出一批優秀青年笛子演奏家，如詹永明、王次恆、戴亞、侯

長青、張維良等。	

【曾永清】早在高中便開始嘗試移植與改編，1964 年為了實施毛主席提出

																																																								
16	「崑曲」是中國戲曲之一，發源自元末明初，發源地為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蘇州崑山）。
崑曲是流傳於蘇州、上海、無錫一帶的曲唱藝術體系，糅合了唱唸做表、舞蹈及武術的表演藝

術。現在一般亦指代其舞台形式。崑劇素有「百戲之母」的雅稱，以鼓、板控制演唱節奏，以

曲笛、三弦等為主要伴奏樂器，其唱唸語音為「中州韻」，北曲遵「中原」，南曲遵「洪武」。崑

曲唱腔華麗婉轉、念白儒雅、表演細膩。2001年，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
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崑曲藝術研習社 2007)	
17	二人台，又名二人班、打玩意兒，是中國地方戲曲劇種之一，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
一。二人台起源於山西，成長於內蒙古，流行於山西北部、內蒙古西部、陝西北部、河北張家

口地區等四省區。清朝後期，山西北部的農民為了逃荒西出塞外，遠赴內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遙

遠的地區墾荒、挖煤、拉駱駝、做小生意。這種行為被稱為「走西口」。這些人把山西的秧歌、

高蹺、旱船、道情、打坐腔、轉火龍等民間藝術形式帶到塞外，加上內蒙古民歌的音樂和戲劇

的化妝，形成了二人台這個藝術形式。二人台故名思意，就是兩個人一台戲，表演以兩個人說

唱為主，有一生一旦、一丑一旦、兩小旦等，但都是兩個人出場。內容多為喜劇。(中國大百科 
2011b) 
18	這裡指的是「梆子腔」，中國傳統戲曲四大聲腔之一，因演唱時以打擊樂器硬木梆子擊節而
得名。陝西的同州梆子和山西的蒲州梆子（今蒲劇）是現存最早的梆子腔劇種，它們對梆子腔

基本音樂風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1644∼1911)中葉梆子腔逐漸盛行，流行地域遍及南
北各地，分別成為當地的梆子腔劇種。其聲腔風格高亢激越，粗獷豪放。例：陝西的秦腔、山

西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河北梆子、河南的豫劇（河南梆子）、山東的山東梆子（曹州梆子）、

山東的萊蕪梆子等，均屬梆子腔。(王依群	 et	al.	1983)	
19	是指「河北吹歌」因地域不同分為「冀南吹歌」、「冀中吹歌」和「冀東吹歌」河北吹歌是流
行於河北省的傳統器樂吹打樂。以吹管樂器為主，輔以打擊樂器及旋樂器，演奏曲目大多來自

傳統民歌和戲曲唱腔，故名吹歌。(李民雄	 1989)	
20	「南派」是竹笛的一個重要風格流派。演奏重於運氣、贈音、喚音、打音等技巧，受崑曲、
江南絲竹等影響，其旋律優美、抒情、委婉，亦多用加花變奏、板腔式變奏。代表人物有：陸

春齡、趙松庭、俞遜發等(臺灣長雲樂集 2014a)	
21	「北派」是竹笛的一個重要風格流派。演奏時主要使用音區較高，音色較高亢的梆笛，重視
運用吐音、滑音、剁音、花舌等技巧，取材於北方的戲曲及民間器樂如：梆子戲、二人台、河

北吹歌等，表現出北方民風的粗曠熱情。代表人物有：馮子存、劉管樂、王鐵錘等。(臺灣長雲
樂集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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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藝與工農兵結合方針，中國音樂學院全校師生到河北省定縣下鄉勞動演

出，在一個多月的生活中，他了解和學習到許多當地的民間戲曲及音樂，並取

材當地的河北老調、定縣秧歌等素材編寫了笛子獨奏曲《麥收》。1972 年總政

歌舞團參加「廣州交易會」要求他拿出一個反應部隊生活的新作品，他由自己

當年到內蒙邊境體驗生活的經歷，取材內蒙民間音樂素材，結合西北笛子技

巧，創作了《草原巡邏兵》一曲。1974 年根據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改編創

作了獨奏曲《沂蒙山歌》。1987 年將京劇《杜鵑山》中重要唱段之一「亂雲

飛」進行創作。1991 年全國藝術團體考核，作為一個國家一級演奏員，想要拿

出新的東西，於是他採用戲曲音調，將其發展、變化，再進行合理的邊配合組

合創作出《秦川情》呈現給大家。	

由上述的學習經歷與創作背景且根據〈20 世紀中國笛樂〉12 可以看出，

【曾永清】老師的創作分為兩大時期，一為文革前與文革時期，多以民間音樂

為素材創作，二為文革後，多以戲曲為題材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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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詮釋與分析	

	 《沂蒙山歌》全曲分為四個樂段，分別為第一段的「散板、自由遼闊地」、

第二段「慢板、抒情地」、第三段「小快板、輕巧地」與第四段的「熱情地快

板」，全曲以Ｅ調笛筒音作 6 演奏，結構如下：	

	

表一： 笛子曲《沂蒙山歌》樂曲結構	

段落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版式	 散板、自由遼闊地	 慢板、抒情地	 小快板、輕巧地	 熱情地快板	

拍號	 自由地	 2/4、3/4	 3/8	 2/4、3/4	

速度	 自由地	 q = 55 e = 68 q = 140～168	

小節	 mm.1	 mm.2	–	mm.29	 mm.30	–	mm.43	 mm.43	–	mm.172	

	

	 《沂蒙山歌》全曲以《沂蒙山小調》做各種改編，技巧加入南北派特色及

旋律加入戲曲特色，使全曲更添不同的變化及風采，以下為《沂蒙山小調》段

落表格與譜例，利於比對《沂蒙山歌》的樂曲解說。	

	

表二： 《沂蒙山小調》段落表格	

小節	 mm.1	–	mm.3	 mm.4	–	mm.6	 mm.7	–	mm.9	 mm.10	–	mm.12	

樂句	 1	 2	 3	 4	

拍號	 3/4	

速度	 q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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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一： 《沂蒙山小調》	

22	

	

	 曲子一開始「散板」（譜例二）以《沂蒙山小調》的長音作為主軸改編（譜

例二），分成了四句，從圈起來的音來看，依舊能看得出《沂蒙山小調》的旋

律。第一句描述沂蒙山晨間太陽剛起的畫面，聲音由從遠處慢慢地顯現，故在

吹奏時，用「噗」來代替「禿」，可避免一開始的音太大聲，並慢慢漸強，便能

顯現出晨曦畫面。第二句如太陽將整個山照亮，故在吹奏時，在第一個延長音

就搭配氣息變化使音越來越厚實並在音色變化後再利用五聲音階的上行到高

音，使沂蒙山的美麗全部顯現出來。第三句如小鳥在旁說話、談笑，故在吹奏

時，用輕巧的單吐及輕巧的裝飾音來模仿。第四句一開始用一個厚實音色的低

音加上上行到高音 1，後用裝飾音柔和的回來到主音 5，有如景象慢慢地由山景

看到了山中村莊，並揭開了故事的序幕。	

	

																																																								
22	譜例取自於(曾熠	 and	黃大衛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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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 《沂蒙山歌》第一段「散板」	

 

	

	 	 	 	 第二段慢板前段（譜例三），是完全移植《沂蒙山小調》的旋律，並利用裝

飾音來模仿唱歌時的樣子。我們可以依譜例四看到，每個人所詮釋的有所不

同，因此本人選擇【曾永清】的演奏譜，並以【彭麗媛】所演唱的版本及譜例

四來比對說明氣息及技巧如何運用。第一句歌詞因為【曾永清】老師把第一個

音 放在前一句的末端，形成了弱起拍，裝飾音做的速度也較快較輕，顯得

後一個高音較為重，讓重音落在第二個音上。相對與【彭麗媛】所演唱的第一

個音 ，裝飾手法較慢，因此也會顯得本音較重。因為《沂蒙山小調》的唱

法關係，所以在笛子上的裝飾音大多手法較慢且帶有滑音。下列圈起來為手法

較快且沒有滑音的裝飾音，以便於比對裝飾手法較慢的。	

	

譜例三： 《沂蒙山歌》第二段「慢板」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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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四： 《沂蒙山小調》唱法（許講真記譜）	

23	

 

 第二段慢板後段（譜例五），是依據《沂蒙山小調》的旋律做第一次的改

編，我們從圈起來的地方及另外加的紅字，可以明顯的看出《沂蒙山小調》的

旋律，然而這裡開始固定 2/4 的拍子，已經不像前段這麼注重重音的位置了。

從下面的譜例五也可以看出，此段的旋律是從譜例三去做增填，使譜例六的速

度聽起來像快了一倍，但即便旋律與拍子如何變動，我們依舊可以從表三看

																																																								
23	譜例取自於(李月婷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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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段一樣保持四句體的模式。在手法上，手指要盡量放鬆且在前段的手法

基礎上，其他的音盡可能的黏，像在做滑音24一樣。	

	

表三： 《沂蒙山歌》第二段「慢板」後段段落分析	

小節	 mm.14	–	mm.17	 mm.18	–	mm.21	 mm.22	–	mm.25	 mm.26	–	mm.29	

樂句	 B2-1	 B2-2	 B2-3	 B2-4	

拍號	 2/4	

速度	 q	=	55	

 

譜例五： 《沂蒙山歌》第二段「慢板」後段	

 

 

 

第三段小快板（譜例六），是第二次的改編，從圈起部分一樣可以看得出

來《沂蒙山小調》的旋律。這段拍子以 3/8 拍 32 分音符來編寫，以 3 個小節為

一句的四句體，也因為改為 3/8 拍，旋律顯得輕快起來，所以以單吐作為主軸

來演奏，但在重音時用連音且以高低八度音來做，其他音用短吐來吹，在原本

																																																								
24	滑音分為上滑音與下滑音，記號分別為 與 ，是指音樂進行中的兩個音之間不直接作音程

的跳躍，而是連續地變化音高以連接兩音。因有滑行的感覺，故稱作滑音。在笛子的滑音通常

會以五聲音階形式進行滑音，如要滑非五聲音階的音，會在滑音前或後寫該指定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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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長音的部分用五聲音階上行來填寫。在吹奏時，頓音25部分吐輕巧，在五

聲音階上行時作個漸強來使樂句與樂句間分清楚。	

	

表四： 《沂蒙山歌》第三段「小快板、輕巧地」段落分析	

小節	 mm.30	–	mm.32	 mm.33	–	mm.35	 mm.36	–	mm.38	 mm.39	–	mm.43	

樂句	 C1	 C2	 C3	 C4	

拍號	 3/8	

速度	 e = 68	

	

譜例六： 《沂蒙山歌》第三段「小快板、輕巧地」 

 

 

 

 

第四段快板又分四個小段，以下為第四段的分段詳細結構 

 

 

																																																								
25	頓音又稱跳奏，在簡譜上記號為在音上方加上 ，與吐音的差別為：吐音在吐該音後，音維

持至該拍子長度，頓音則是吐完該音後，後面音就斷掉，盡所能的音值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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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結構	

段落	 第四段之第一段	 第四段之第二段	 第四段之第三段	 第四段之第四段	

版式	 熱情地快板	 熱情地快板	 熱情地快板	 熱情地快板	

拍號	 2/4	 2/4	 2/4、3/4	 2/4	

速度	 q = 140～168	 q = 140～168 q = 140～168 q = 140～168	

小節	 mm.47	–	mm.62	 mm.63	–	mm.102	 mm.105	–	mm.141	 mm.142	–	mm.172	

 

 

譜例七為熱情地快板的第一小段，此小段為《沂蒙山小調》的第三次改

編，拍子回來到 2/4 拍，且一樣保持四句體的模式創作，但這段旋律只取了第

二句與第四句作改編，雖然此段為 2/4 拍，但其重音大多並不在第一拍的第一

個音，第一句（D1-1）的重音在第一拍的後半拍上，使得聽起來像切分音一

樣，後面三句（D1-2 ~ D1-4），重音在第二拍的後半拍上。有些重音用頓音演

出，有些用裝飾音，甚至用顫音26來呈現重音，這些技巧的共通點就是必定要用

吐音來吹奏。再吹奏時，要輕巧的吹吐音，但在重音時可以吐重一些，可以使

得這些非拍子上的重音更明顯，而在手指部分，盡量放輕巧來按，搭配吹奏便

能使得音樂生動又活潑。 

	

	

	

																																																								
26	顫音的符號為 tr，在演奏時以標示該音為基準，與上方鄰音快速交替出現，例： 即演奏

到兩拍。要注意的是，如果寫在該音上，就應從該音開始該音結尾，否則會使聽覺上覺得

演奏是其他的裝飾音或其他音的顫音。(閻黎雯	 1994：符號說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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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一段段落分析	

小節	 mm.47	–	mm.50	 mm.51	–	mm.54	 mm.55	–	mm.58	 mm.59	–	mm.62	

樂句	 D1-1	 D1-2	 D1-3	 D1-4	

拍號	 2/4	

速度	 q	=	140～168	

 

譜例七：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一段	

 

 

 

 

熱情地快板第二段（譜例八、九）搭配《沂蒙山小調》的旋律，開始運用

了二人台等許多戲曲手法來呈現，使音樂在民間音樂的基礎下，加入了戲曲的

元素，使音樂添加了更豐富的色彩。 

 

表七：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二段段落分析	

小節	 mm.63	–	mm.75	 mm.76	–	mm.89	 mm.90	–	mm.93	 mm.94	–	mm.102	

樂句	 D2-1	 D2-2	 D2-3	 D2-4	

拍號	 2/4	

速度	 q	=	14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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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八為熱情地快板第二小段的前兩句，這裡與譜例七一樣只選用了《沂

蒙山小調》的第二句與第四句作改編，不一樣的是，譜例七是第二句與第四句

輪流改編，但譜例八是第二句與第四句連用兩次改編，使其變成兩大句。且這

裡的創作手法，模仿了戲曲中緊拉慢唱27的模式來創作，更豐富了音樂的多樣

性。在吹奏時，長音的部分分為兩半，前半為一般的長音吹奏，後半運用強烈

且深的氣震音28半拍為一個來吹奏，使音樂像戲曲唱戲一樣，換動作但音不斷

的樣子。 

 

譜例八：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二段 D2-1、D2-2	

 

 

 

 

 

																																																								
27「緊拉慢唱」亦稱為「緊打慢唱」，是板腔體戲曲中極具特色的唱腔音樂形式，它結合了一小

節一拍或一小節兩拍的伴奏，以及散板唱腔。緊拉慢唱中兩種時間感的相互拉扯，適合襯托外

弛內張的戲劇情境，規律的拍子跟我們的一些肉身經驗相似，因此具有強大的情緒感染力。在

較長的緊拉慢唱段落中，伴奏經常會逐漸加速，營造情感高潮，緊拉慢唱也適合銜接其他板式

以鋪敘劇中人的心理歷程。此外，緊拉慢唱還可以在降速之後，讓觀眾切換至審美視角，產生

深刻的領悟。(夏菉廷	 2016：摘要)	
28	氣震音是一種一緊（本音）一鬆（所震的音）規律來回的動作，能使長音不會單調，且依頻
率的快慢、震幅的大小使音樂表情具有不同的意義。在吹奏時要注意，要先吹出音高，在震，

且所震的音要比本音低，才不會顯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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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九運用兩個第二句去改編，但在第一句轉成了屬調29演奏，且兩小句分

別還使用了反覆記號，使其如二人台音樂一樣，一人一句的對話。在吹奏時，

可以把反覆地方，一次大聲，一次小聲，凸顯出對話的樣子，使得其特色能更

明顯。 

 

譜例九：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二段 D2-3	

 

 

    譜例十是承接譜例九的句子，就如兩個人一人一句的吵架，越吵越大聲，

越吵聲音樂高亢一樣，甚至後面打起來，還因此兩個都跌倒。手指在按時，前

面連音要按分明，要使在吹奏時，每個音都能清楚，不會出現其他的音。而在

100 小節的滑音處，雖然前面有漸弱，但在滑音這做一個強烈的漸弱對比可以

使其滑音更加明顯。 

 

譜例十：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二段 D2-4	

 

 

 

																																																								
29	屬調是位於主音的上完全五度或下完全四度音的調性，與下屬調（上完全四度音/下完全五
度音）同樣重要僅次於主調的調性。(Yafule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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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地快板第三段（譜例十一）一樣使用戲曲元素結合《沂蒙山小調》的

旋律做改編，與第二段不一樣的是，第二段基本上還是運用固定的拍子去做，

但在第三段這，拍子變化非常多樣，使整段音樂更為豐富。以下為熱情地快板

第三段段落分析。	

 

表八：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三段段落分析	

小節	 mm.105	–	

mm.111	

mm.112	–	

mm.118	

mm.119–	

mm.122	

mm.123–	

mm.126	

mm.127–	

mm.133	

mm.134–	

mm.137	

mm.138	–	

mm.141	

樂句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拍號	 2/4	 3/4	 2/4	

速度	 q	=	140～168	

 

	 	 	 	 譜例十一第一句完全移植《沂蒙山小調》的第一句，而第二句只移植了前

面幾個音，後面轉成屬調來改編，從而外寫的音可以看得出還是《沂蒙山小

調》的旋律。然而這把每個拍子幾乎都加上重音，雖然譜上寫 2/4 拍，但旋律

聽起來是 1/4 拍，這就像戲曲中的有板無眼30一樣。在吹奏時，注意重音，在每

個拍的第一拍都加上重音，可以使得這風格更加明顯。	

 

 

																																																								
30	板眼是指：民族音樂和戲曲中的節拍，每小節中最強的拍子叫板，其餘的拍子叫眼。如一板
三眼（四拍子）、一板一眼（二拍子）。板眼的符號，在工尺譜中通常以“、”或×(板)、○
（眼、中眼）、●（頭眼、末眼）“—”或└（腰板、底板）、△（腰眼）等表示之。	
	 	 	 	緊板顧名思義就是節奏緊湊，在節拍上是「有板無眼」。記譜就是 1/4拍。使用緊板的唱
法，在京韻大鼓表演中俗稱為「上板」。緊板通常使用在全篇唱段的最後部分。這時候已經進入

高潮，情緒上也越發激動，因此需要用緊板來推動情緒。(朱丹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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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十一：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三段 D3-1、D3-2	

 

 

譜例十二接續譜例十一運用《沂蒙山小調》第三四句改編，完成了四句體

模式，但在拍子的部分這裡變成了一板一眼，使聽覺從緊密到一般舒服的感

覺。在吹奏時要注意舌頭與手指要配合的適宜，否則很容易裝飾音沒吹到，會

使音樂很平淡的高低跳音而已。 

 

譜例十二：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三段 D3-3、D3-4	

 

 

 在譜例十三前面與譜例九是一樣的，但以戲曲來說這裡拍子是一板三眼，

所以順著前面的過來，剛好是從有板無眼到一板一眼再到一板三眼，拍子越來

越寬，使得音樂更豐富多的多變性。後面用一個單吐的漸強過句到譜例十四。 

 

譜例十三：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三段 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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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例十四因為前面譜例十三的規矩拍子突然轉成 3/4 拍的，且重音又特別

強調第一拍與第二拍後半拍，使拍子聽起來有 6/8 拍的樣子，因此會使聽覺有

很大的衝擊，而後面又換回了 2/4 拍，是此段的最後一句，也是為了接到下一

段，所以用了與後一段一樣的雙吐來銜接。但相對的，這裡的旋律就與《沂蒙

山小調》無關聯了。 

 

譜例十四：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三段 D3-6、D3-7	

 

 

 

 此段（表八）為本曲的最後一段，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前四句，恢復到四

句體的模式，用 16 分音符呈現，後面部分為結尾句，用大拍子為主編寫。 

 

表九：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四段段落分析	

小節	 mm.141	–	

mm.144	

mm.145–	

mm.148	

mm.149–	

mm.152	

mm.153–	

mm.156	

mm.157–	

mm.171	

樂句	 D4-1	 D4-2	 D4-3	 D4-4	 D4-5	

拍號	 2/4	

速度	 q	=	14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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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例十五前部分是依譜例八作為改編，將譜例八填滿 16 分音符，並用雙吐

來演奏，在吹奏時，應注意雙吐要盡量吐長，要把吐音跟斷奏分清楚演奏。後

半段是依譜例九做改編，刪減音剩主要的幾個音，且用一拍一個音甚至更長，

讓旋律聽起來一個寬廣的感覺，且與前半不一樣，前半是增因，後半是減音，

所以會有更大的對比。  

 

譜例十五： 《沂蒙山歌》熱情地快板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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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沂河歡歌》詮釋與分析	

	 《沂河歡歌》以山東民歌《趕牛山》為主題編寫，展現出人們田間愉快勞

動的情境，引子揉進了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生動地勾畫出春光明媚的沂蒙

山區千峰境秀，並在兩段快板間加入了一段慢板，描繪沂河兩岸豐收的景象，

抒發人們的豪情壯志和對美好未來的展望。此章節也分為兩部分，了解作曲家

的經歷與創作背景後，再利用閻黎雯〈中國竹笛名曲薈萃〉6 的譜例來進行本曲

的分析。	

作曲家經歷與創作背景	

	 【曲祥】，1945 年出生於山東省煙台市，為一級尖子演員。他的父親在煙

台博物館工作，既迷戀音樂，又愛好京劇和繪畫、書法，對胡琴藝術也有所研

究。他有一位哥哥，哥哥非常愛好音樂，不僅是吹笛好手，在指揮、作曲、配

器、劇本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在他六歲時，哥哥開始教他吹笛子，並給與

他很大的鼓勵和信心，憑藉著天資聰慧和刻苦地練習，漸漸地深深愛上了這件

便於攜帶、音色嘹亮的樂器。	

	 1956 年，十二歲的他參加煙台地區音樂舞蹈會演，贏得評委和觀眾的好

評，摘得桂冠。1959 年，他被選拔參加山東省音樂舞蹈會演，被評為優秀獨奏

演員。隨著演奏越來越成熟，在全國音樂大賽中斬獲獎項。好運也伴隨他被吸

收為山東躍進歌舞團笛子演奏員，翌年又調入山東省歌舞團。1982 年在全國民

族器樂獨奏觀摩演出大會上，曲祥老師以著名北方竹笛演奏家特邀代表的身

份，為大會作示範演出，成為享譽全國的笛子演奏家。1986 年被任命為山東省

歌舞劇院院長，在演奏、創作之餘，又兼任了指揮、樂團行政管理的工作。	

【曲祥】老師有一個特殊的經歷。在六十年代山東歌舞劇院交響樂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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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由於樂團長笛演奏人才稀缺和演出市場的迫切需要，他毅然學起了長

笛。經過兩年的學習，曲祥老師順利掌握了長笛演奏的各項技能。由於有了西

方長笛的學習和演奏經歷，引起他的反思，使他認識到中國竹笛在演奏和教學

中缺乏規範、系統化訓練的弊端。較之長笛記譜的規範性、音準的嚴謹性、練

習曲的科學系統性，他因此展開了對中國笛子發展方向一系列的探索。	

隨著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合作不斷增多，現代作品中包含複雜調性、變化音

已非常普遍，既是對演奏家的要求和挑戰，也是竹笛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進

步。在技能缺乏針對性訓練，手指準確性、靈活性不夠好，特別是在與樂隊合

作的演出中，音准出現誤差，是非常困擾的問題。為此，【曲祥】老師專門編寫

了幾本提高這方面能力的練習曲教材，書中的練習曲涉及半音、轉調等，即便

是專業演奏者演奏起來也具有相當難度。在此之前，還未出現具有如此有針對

性、高難度、專業化的練習曲集，一經出版便在全國受到廣泛應用，至今仍具

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在演奏和教學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期，【曲祥】老師還潛心專研作曲技法，	

並創作了一大批優秀的曲目，他曾 36 次在各種音樂大賽中獲得笛子演奏獎、作

曲獎和指揮獎。他創作的器樂曲《綠色的思念》，榮獲全國第八屈「文華新節目

獎」。這些樂曲充分地展現了其藝術創作才華，在 60 年代還沒有網絡媒體的興

起，他的笛曲在城鄉、廠礦、部隊等現場演出，已在全國廣為流傳。	

他的笛子曲創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 80 年代的《嚮往》為界，前期是採

用民間素材，創作了一批富有山東獨特地方風格的作品；後期打破地域特點，

開闊思路、勇於探索的音樂創作，充分說明了曲祥老師的創作心路歷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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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詮釋與分析	

	 《沂河歡歌》全曲分為四個樂段，分別為第一段的「自由遼闊地」、第二段

「快板、歡唱地」、第三段「慢板、優美地」與第四段的「快板、熱烈地」，全

曲以 D 調笛筒音作 2 演奏，結構如下：	

	

表十： 笛子曲《沂河歡歌》樂曲結構	

段落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版式	 自由遼闊地	 歡唱地快板	 優美地慢板	 熱烈地快板	

拍號	 自由地	 2/4	 2/4	 2/4、3/4	

速度	 自由地	 q = 144 q = 50 q = 152	

小節	 mm.1	 mm.2	–	mm.36	 mm.37	–	mm.78	 mm.79	–	mm.137	

	

	

	 一開始（譜例十六）用五聲音階的上歷音到 5 的長顫音 26 為開頭，再來用

《沂蒙山小調》的第一句作為導引，使聽眾能快速勾畫出沂蒙山區千峰境秀，

而這在《沂蒙山小調》第一句的最後一個音，並沒有呈現，而是換成其他音繞

來繞去繞到 2 的音，而在後面一句用 2 與 5 的重複使用作漸快，最後再用五聲

音階的下行加上行回到主音 5 結束第一段。在吹奏時，在五聲音階下行接上行

這，做慢起漸快又漸慢，前面連音後面吐音，所以要非常注意，要使樂句聽起

來是連貫的，不能因為連音與吐音而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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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十六： 《沂河歡歌》第一段「自由遼闊地」	

	

	

	 《沂河歡歌》的快板（譜例十七）是來自山東民歌《趕牛山》（譜例十八）

的改編，分為三大樂句，又細分為二小句，其中第一與第三大樂句的兩小句分

別都是用同樣的旋律去改編的，只有第二大樂句是一個對句的模式，且只有第

二樂句是非《趕牛山》的旋律編寫的。結構如下（表十）：	

	

表十一： 《沂河歡歌》第二段歡唱地快板段落分析	

小節	 mm.2	–	

mm.9	

mm.10	–	

mm.17	

mm.18–	

mm.19	

mm.20–	

mm.21	

mm.22–	

mm.29	

mm.30–	

mm.36	

大樂句	 B1	 B2	 B3	

小樂句	 b1	 b2	 b3	 b4	 b5	 b6	

拍號	 2/4	

速度	 q = 144	

	

	 從表十一的段落來看，b1 與 b2 是表十二(A1)的改編，然而在編的時候把幾

個小節刪掉了，所以正確應該只有用《趕牛山》mm.7-mm.12 然後跳 mm.17-

mm.18 來改編而已。b3 與 b4 是一個對句，因此用一次小聲一次大聲來區別。

b5 與 b6 則是用(A2)的 mm.19-mm.22、mm.25-mm.28 來改編，然而這與 b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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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都有刪減過才來改編。在演奏時，第二小節的第二拍要演奏得像第一小

節的第二拍一樣，像是作下滑音 24 一樣，只是聲音裡面有 4 的音而已。在第六

小節的第二拍這，也是做一個滑音下來，像是民歌裡那些語助字一樣，例：「唉

喲！」。而全部的連吐音雖然作曲者未寫，但是還是要特別去標記，這樣能演得

像民歌的風格。	

	

譜例十七： 《沂河歡歌》第二段歡唱地快板	

	

	

表十二： 《趕牛山》段落分析	

小節	 mm.7	–	

mm.10	

mm.11	–	

mm.13	

mm.14–	

mm.16	

mm.17–	

mm.18	

mm.19–	

mm.23	

mm.24–	

mm.26	

mm.27–	

mm.28	

大樂句	 (A1)	 (A2)	

小樂句	 (a1)	 (a2)	 (a3)	 (a4)	 (a5)	 (a6)	 (a7)	

拍號	 2/4	

速度	 q =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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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十八： 《趕牛山》歌唱譜	

31	

	

	 這段（表十二）慢板可以分為兩小段，第一段為 C1 與 C2 組成，第二段由

C3 與 C4 組成，而 C1 與 C3 的旋律是一模一樣的，甚至 c3 與 c7 都是一樣的，

只有 c4 與 c8 是不一樣的旋律。	

																																																								
31	歌唱譜取自於(沈公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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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沂河歡歌》第三段優美地慢板段落分析	

小節	 mm.37	–	

mm.40	

mm.41	–	

mm.44	

mm.45–	

mm.48	

mm.49–	

mm.52	

mm.53–	

mm.56	

mm.57–	

mm.60	

mm.61–	

mm.64	

mm.65	–	

mm.72	

大樂句	 C1	 C2	 C3	 C4	

小樂句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拍號	 2/4	

速度	 q = 50 

	

	 這段優美地慢板（譜例十九），因為是非民歌改編，所以不受模仿的限制，

因此要使其吹的優美，可以用南派的技巧下去做，就是盡量把音都連起來，用

顫 26、疊32、贈33、打34技巧下去把同音分開，或者增加裝飾音，且慢版更注重

強弱的變化與氣息的變化，所以要隨著音樂的走向，上行漸強下行漸弱，越往

低音走，音色要越厚，且在長音結尾時，可加氣震音來增添結尾的變化，不使

結尾平淡。原本四個小節為一句，所以剛好兩個小節旋律上行，兩個小節旋律

下行來結束一句，但在 c8 這多了四個小節，因此在 c8 這旋律變成了四個小節

上行，後四小節才下行結束。	

	

	

																																																								
32	疊音，是為了在當樂句連續出現兩個以上的同度音，不用吐音但要讓兩個音分開，因此在第
二與之後的上方寫上「又」，即剛吹完第一個同音後，將按在上方二度或三度音上的按指，迅速

地向上一抬立即按下，形成第二個同音。(閻黎雯	 1994：符號說明頁)	
33	贈音是樂音後的加奏音，符號標記為	 ，它要求恰到好處，不要誤時值，手指不凌亂。贈音
技巧可以較好增添音尾的結束感，並能起到加強語氣功能的作用，在南方風格性的樂曲當中較

多使用。(袁非凡	 2013：70)	
34	打音，與疊音一樣，是為了在當樂句連續出現兩個以上的同度音，不用吐音但要讓兩個音分
開，在第二與之後的上方寫上「扌」或「丁」，即剛吹完第一個同音後，迅速地在下方二度或三

度打一下立即抬起，形成第二個同音。(閻黎雯	 1994：符號說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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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十九： 《沂河歡歌》第三段優美地慢板	

	

	

	 第四段熱情地快版為再現部，再現主要旋律《趕牛山》的旋律，因此前面

D1 與 D2 與前面 B1 與 B2 是一模一樣的，而在 B2 與 B3 中間又加了一句，因此

此段快板多了 D3 這句，並且將 B3 原本的兩次一樣，改成前面不一樣後面再回

復到原本 B3 旋律，形成了 D4 這句。以下為第四段熱情地快板段落分析：	

	

表十四： 《沂河歡歌》第四段熱情地快板段落分析	

小節	 mm.79	–	

mm.86	

mm.87	–	

mm.94	

mm.95–	

mm.96	

mm.97–	

mm.98	

mm.99–	

mm.104	

mm.105–	

mm.118	

mm.121–	

mm.128	

mm.129–	

mm.137	

大樂句	 D1	 D2	 D3	 D4	

小樂句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拍號	 2/4	 3/4、2/4	 2/4	

速度	 q = 152 



 
 
 
 
 
 
 
 
 
 
 
 

 

	

	 33	

	 一開始（譜例二十），前面再現了《趕牛山》的旋律到 d5 時拍子突然改

變，形成了 3/4+2/4 的拍子，為何不寫成 5/4 拍呢？是因為如果寫成 5/4 拍，

重音就只能寫在第一拍與第四拍，或第一拍與第三拍的組合，但在這裡寫成了

3/4+2/4，因此前面 3/4 可以做第一拍與第三拍或第一拍與第二拍的組合，甚至

是這裡寫的第三種，第一拍與第二拍後半拍的重音，因此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d6 用一個縮減的方式，一開始用四小節為一的重複句，中間將重複的旋律縮減

為兩小節為一的重複句，最後甚至縮減成一小節為一的重複來結束。最後 d7 做

五聲音階的連續下行接上行來銜接到 d8，最後用與 b6 一樣的旋律做結尾，並

在最後一句高八度演奏來表示整首曲子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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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十： 《沂河歡歌》第四段熱烈地快板	

	

	

	 	



 
 
 
 
 
 
 
 
 
 
 
 

 

	

	 35	

第四章	 	 山東民歌素材於笛樂創作特色討論	

	 根據《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東卷》35上所描述，構成山東民歌主要分為

音階、調式、音域、音程、旋律結構等幾項要素組成，其中組成山東民歌的音

階基本分為四種：1、五聲音階（do	–	re	–	mi	–	sol	–	la）。2、加變宮的六聲音階

（do	–	re	–	mi	–	sol	–	la	–	si）。3、加清角的六聲音階（do	–	re	–	mi	–	fa	–	sol	–	

la）。4、七聲音階（do	–	re	–	mi	–	fa	–	sol	–	la	–	si）。在上述四種中，又以 2、3

類為主，且第二類更為普遍。這表明，山東民歌中最具代表的音階形式是六聲

性的。另外，山東民歌中，宮、商、角、徵、羽五種調式都有，據《山東民間

歌曲論述》一書統計，徵調式最多，約占紀錄曲目的 50％；宮調式次之，約佔

30％，在該書的抽樣分析中，有 60 首採用了有變宮的六聲音階，其中有 43 為

徵調式。由此可知，變宮的六聲徵調式是山東民歌最常用的音階調式。（中國民

間歌曲集成・山東卷	 2000：17～18）	

	 在音域上除了魯南蒼山「花鼓」使用真、假聲唱法使音域加寬外，大多數

山東民歌都使用適合人聲常規音的音域。即八至十一度之間。而從旋律中的常

規音程和進行方式看，由大二、小三音程所構成的「級進音型」是其旋律進行

的基礎。但同時，還有幾種「跳進音型」也使用得相當普遍：一種是大、小六

度，即 3–!–3，5–78，6–1；另一種是小七度，即 6–	%–	6，@–	3–	@

和 2–	!–	2 等，其中最常見也最具有特典的（人們說的「山東味」）是小六度

大跳，其次才是小七度大跳。這些「跳進音型」一方面成為旋律展開的動力，

另一方面則對旋律風格起到某種「調色」的作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東卷	

2000：	 18、234） 

																																																								
35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東卷》编輯委員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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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幾種要素是屬於構成音樂風格的外在條件。事實上，決定一個地區民

歌風格的本質，則是由上述共同編織而成的「旋律結構」。所謂「旋律結構」主

要是指制約旋律進行方式、構成旋律輪廓的各個「支點」所形成的某種特定音

調關係。其中，各骨幹音所組成的框架和具有總結性質的終止式，常成為旋律

結構的體現。這些骨幹音同主音的關係以及它們自己的運動趨向往往對民歌風

格起到「定格」性的作用。因為即使在採用同類音階調式的民歌中，其骨幹音

也未必相同，所以圍繞這些骨幹音所組成的樂匯36、樂句也就各個有別。（中國民

間歌曲集成・山東卷	 2000：18～19） 

 

共性探討	

根據《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東卷》我們可以得知，《沂蒙山小調》與《趕

牛山》都屬於小調，且剛好都為徵調式，徵調式約占山東民歌的 50％，為最大

比例，《沂蒙山小調》是屬於加變宮的六聲音階（do	–	re	–	mi	–	sol	–	la	–	si）徵

調式，根據在該書的抽樣分析中，有 60 首採用了有變宮的六聲音階，其中有

43 為徵調式，而《沂蒙山小調》就是其中的一首，這樣的音階形式也為山東民

歌中最常見也最普遍的；《趕牛山》是屬於加清角的六聲音階（do	–	re	–	mi	–	fa	

–	sol	–	la）徵調式，這樣的音階形式也為山東民歌中第二常見的。這兩首雖為兩

個不同的六聲音階，但在實際演奏上還是以五聲音階為主，其他變宮與清角為

風格潤飾或經過音，在于會泳（1959：50～51）所寫的〈關於辨別調式問題〉

一文裡曾經提到：	

																																																								
36樂匯是由樂音（擴大的概念可以為聲音）組成，樂音佔有一定時間，一般有兩個樂音就能構

成樂匯。另外帶有音樂種子意義的樂匯（也可大於樂匯規模）可以叫「動機」。樂匯一般包含一

個到兩個重音，樂匯（動機）接近兩小節的長度，包含了一個節拍重音。長的樂匯當然還可以

再分副樂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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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聲⾳階與七聲⾳階調式的旋法中，均以五聲⾳階進⾏為⾻幹。所謂六聲⾳階是指在上

述五聲⾻幹中的任何⼀個⼩三度中間插⼊⼀⾳⽽構成的⾳階。由於五聲⾻幹中共有兩個⼩三度

⾳程關係，⽽且每個⼩三度中間⼜都具有兩個相差半⾳的⾳可供擇⽤，因此就有可能產⽣四種

不同結構類型的六聲⾳階。即：1、五聲⾻幹加「清⾓」。2、五聲⾻幹加「變徵」。3、五聲⾻幹

加「變宮」。4、五聲⾻幹加「閏」。(于會泳	 1959：50～51)	

	

根據以上敘述，可以得知，這兩個六聲音階都是符合中國民間音樂五聲性

旋律進行原則，也體現了山東民歌在音階調式上的特性。	

舉例來說，為了體現山東風格的旋律，以《沂蒙山小調》的級進音型來

說，雖說基本音型為 ，但會使用滑音來強調小三度音程，

如下： ，但在吹奏時，上滑音與下滑音會有

所不同。例如 3 滑到 5 與 5 滑到 3 的這兩組音，在手指上，上滑音（3 滑

到 5）剛開始按 3 的手指會慢慢的往前滑或從右往左側滑，使按的孔慢慢打

開，到快打開半音（4）時，後面直接打開到 5 的音；反之，下滑音（5 滑到

3）剛開始快速的往下滑蓋或從左往右滑蓋，到剩下半音（4）時，慢慢的全蓋

到 3 音。而在氣息上，應搭配手指的速度，在上滑音時，一開始按 3 的氣量

維持前面音的氣量，一樣到手指從 4 要直接打開到 5 的音時，同時做一個漸強

到 5 的音；但不一樣的是，在下滑音時，吹 5 的音比前面的氣量要大，且開始

蓋孔的時候氣息就漸弱，像嘆氣一樣，快到 3 時再回覆前一個的氣量。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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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較低的音吹氣角度37會相對的較小，較高的音吹氣角度會相對的較大，並

與氣量相互配合，在上滑音漸強時，角度由小變大；反之，在下滑音漸弱時，

角度由大變小。使整個小三度的滑音更加強烈。	

在跳進音程上，	 兩首皆使用小六度的跳進，例《沂蒙山小調》的

與《趕牛山》的 ，且兩首皆用滑音來

強調此跳進，但在吹奏技巧上與小三度的滑音近乎一樣，唯一差別在於手指部

分，因為小三度滑音剛好中間就是 4 的音，所以有些人會以為剛好要蓋到一半

再直接打開或蓋住，但其實不管幾度滑音，上滑音都一樣一開始只打開半音在

全部打開到該度音；下滑音一開始蓋大度數音只留半音再慢慢蓋到該度數音。

例如 3 滑到!與!滑到 3 的這兩組音，在手指上，上滑音（3 滑到!）剛開

始按 3 的手指會慢慢的往前滑或從右往左側滑，使按的孔慢慢打開，到快打開

半音（4）時，後面直接打開到!的音；反之，下滑音（!滑到 3）剛開始快

速的往下滑蓋或從左往右滑蓋，到剩下半音（4）時，慢慢的全蓋到 3 音。而

在氣息上，應搭配手指的速度，在上滑音時，一開始按 3 的氣量維持前面音的

氣量，一樣到手指從 4 要直接打開到!的音時，同時做一個漸強到!的音；但

不一樣的是，在下滑音時，吹!的音比前面的氣量要大，且開始蓋孔的時候氣

息就漸弱，像嘆氣一樣，快到 3 時再回覆前一個的氣量。在角度上，較低的音

吹氣角度會相對的較小，較高的音吹氣角度會相對的較大，並與氣量相互配

																																																								
37	一般正常吹笛子是向下吹往吹孔吹 45度角，如果吹氣向下角度越大，或將笛子往內轉，使
吹孔越往嘴唇靠（孔離嘴唇的角度小），我們稱吹氣「角度小」；反之，如果吹氣向下角度越

小，或將笛子往外轉，使吹孔離嘴唇越遠（孔離嘴唇的角度大），我們稱吹氣「角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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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上滑音漸強時，角度由小變大；反之，在下滑音漸弱時，角度由大變

小。使整個小六度的滑音更加強烈。	

	

在以上敘述的山東民歌三個特色音程中，這兩首探討分析的樂曲，並沒有

小七度的特色音程出現，如果依笛子演奏的便利性來看，相對於前面兩種特色

音程（小三度、小六度），小七度的演奏在笛子上比較困難。例：2–	!–	2 的

這組音來說，在滑音上只能使用筒音為 2 來演奏才有辦法，因為笛子的全按與

全開只相差大七度，所以相對於六度與三度來說，小七度的指法只能選擇一

種，因此靈活度無法達到小六度與小三度這兩組特色音程的靈活，按法的限制

也較其他兩種多。這也可能是這兩首在笛子上演奏的原因。 

 

差異性探討	

	 從表一的樂曲結構中，我們可以得知《沂蒙山歌》在第二段前段是移植

《沂蒙山小調》的旋律進行模仿。而在第一段、第二段的後段、第三段與第四

段則是依《沂蒙山小調》的骨幹音去做變化，是為了展現笛子的不同的技術手

法。例如：第一段引子使用了顫音、波音38、氣震音與 16 分音符首音做高低八

度的變化後三音固定的吐音 。第二段後段大量的使用滑音與 16

分音符的附點，並把骨幹為 4 分音符或 8 分音符填滿至 16 分音符 。第三

																																																								
38	波音分為上波音與下波音，分別符號為 與 ，此演奏類似雙倚音，但比雙倚音稍慢而清

晰。上波音在演奏時以標示該音為基準，與上方音組成。例： 即演奏 。下波音則是以標

示該音為基準，與下方音組成。例： 即演奏 。波音要注意的與顫音相同，應從該音開始該

音結尾，否則會使聽覺上覺得演奏是其他的裝飾音或其他音的顫音。(閻黎雯	 1994：符號說明
頁)	



 
 
 
 
 
 
 
 
 
 
 
 

 

	

	 40	

段小快板，拍子改成 3/8 拍，並把第一拍做連音的高低八度，考驗嘴唇與氣息

的控制能力，與第二第三拍用五聲音階上下行的短吐音來展現 。第四段

使用了連續切分音、連續的小三度滑音、顫音、高低變化的雙吐

，來展現笛子的多樣化的展現。	

	 表十樂曲結構中，第二段是移植《趕牛山》的旋律進行模仿。而第一段則

是運用《沂蒙山小調》的骨幹音去改編。第三段以山東風格七聲音階徵調式創

作慢板，並加入笛子南派風格技巧來演奏。第四段前段回復主題，與第二段演

奏一樣，但後段加入顫音與在變換節拍加上切分音來展現笛子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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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篇詮釋報告主要探討兩首笛子樂曲（《沂蒙山歌》、《沂河歡歌》）在展現

山東民歌風格的詮釋手法分析，其中主要以音階、旋律與音程來分析。本篇詮

釋報告可分為五章，第一章針對整篇詮釋報告的研究動機、目的、對象範圍、

研究程序方法及文獻進行論述，第二章針對《沂蒙山歌》的作曲家【曾永清】

創作此樂曲的時空及社會文化背景、音樂元素分析（音階、旋律、音程）及笛

子演奏詮釋手法分析說明，第三章針對《沂河歡歌》的作曲家【曲祥】創作此

樂曲的時空及社會文化背景、音樂元素分析（音階、旋律、音程）及笛子演奏

詮釋手法分析說明，第四章對於山東民歌與笛子演奏詮釋手法做比較與分析，

最後一章為本篇詮釋報告的結論。	

根據詮釋報告的內容，兩首樂曲《沂蒙山歌》、《沂河歡歌》的音階，是使

用山東民歌常用的音階，山東民歌的音階以含有變宮的六聲音階為最大量，其

次是含有清角的六聲音階。旋律則以徵調式為最大量，其次為宮調式。音程則

以大二度與小三度的級進音程加上小六度大跳音程為最常見，其次則是大二度

與小三度的級進音程加上小七度大跳音程。此兩首樂曲分別為：《沂蒙山歌》是

屬於含有變宮的徵調式六聲音階，《沂河歡歌》是屬於含有清角的徵調式六聲音

階，兩首皆使用了大二度、小三度的級進音程與小六度大跳音程。且在此兩首

樂曲的主旋律段落中，將小三度的級進與小六度的大跳運用滑音的技巧來強調

此風格特色。	

在樂曲其他段落中則使用了多樣的笛子演奏技法來展現笛子的演奏技術。	

例：顫音 26、波音 38、氣震音 28、16 分音符首音做高低八度的變化後三音固定

的吐音、滑音 24、第一拍做連音的高低八度第二第三拍用五聲音階上下行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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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音 25、連續切分音、連續的小三度滑音、高低變化的雙吐。	

透過這樣的分析可以更清楚，笛子在詮釋山東民歌風格特色樂曲時，要如

何使用相對應的笛子手法來詮釋，以及展現笛子多樣化的演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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