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西北的农村，每逢正月，农民们都会自发组织举办“社火”走街串巷

来自娱自乐，青海农村的“社火”则更具特色，不但有锣鼓敲打，而且还伴随有

地方小调的演唱，细细品味别有一番情调。 

2003 年，在我即将开始攻读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偶尔在老家的街上购

得一张名为《青海社火》的 VCD，其中有五首青海社火民歌，曲名分别为：《绣

荷包》《亲哥哥》《送早饭》《九九歌》和《织手巾》。它们的旋律充满着浓郁的地

乡土气息，演唱极富地方民族风味。一一听过之后，不禁给人一种清新悦耳、回

归自然的感觉，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几首民歌无疑是发展、再创作的极好

素材，于是我将它们的旋律一一听记下来并作以分析，随后开始创作，边学边写，

历时一年半的时间，于 2005 年中完成。 

这套组曲的创作受到著名作曲家黄安伦先生的钢琴曲集《塞北小曲三十首》

影响较大。组曲以原生态民歌主题为材料，使用了变奏、对位等传统作曲技法，

配合以简单的曲式结构，旨在突出民族地域风格和乡土气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土味音乐。组曲创作至今，几经修改。其中个别几首如《织手巾》等也曾独立作

为钢琴小品在业内的创作比赛中获奖。 

谨将此作献给世世代代辛勤劳作在西北黄土地上的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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