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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演奏的表情性

马 娜

摘要：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
术。古筝艺术，以它独有的不同于其他艺术所具有的方式来表达出生活中人们的
心绪、思想和感情，使艺术的运动和人的情感运动形成自然的对应，使音乐和人
的感情产生共鸣。那么，古筝演奏应该从演奏技法、音色控制、情感要求、艺术
修养等方面来综合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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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古筝，作为华夏民族创造的弹拨类乐器之一已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了，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中流派，积累了高超的演奏技艺和丰富的曲目，这

都是历代筝人不断探索的改革，一代一代的传承所取得得的丰硕成果。

古筝艺术，以它独有的不同于其他艺术所具有的方式来表达出生活中人们的

心绪、思想和感情，通过这些来使人联想起那些曾经引起类似感情反映的许多对

象和情景，从而感染听众，使艺术的运动和人的情感运动形成自然的对应，使音

乐和人的感情产生共鸣。任何音乐本身不含有确定的含义，是非语义性的，古筝

音乐也不例外，它通过其旋律、节奏、和声、音色、力度、速度等基本要素来表

情，使听众从古筝的表情音调中真切感受到音乐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意境，所

以说对古筝艺术的表情性的论述有助于增强古筝爱好者、学习者的兴趣，更透彻

的了解古筝音乐的内涵。

但是，通过对古筝的学习与了解，我发现近现代古筝教学方面的教材不少，

对曲目的收集和现代曲目的创作也比较丰富，但对古筝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却不

多，特别是对古筝演奏表情性的研究更少，这种现状引起了我的思考，希望通过

对古筝演奏表情性的介绍，引起各界人士对古筝艺术的关注，从而对筝乐的发展

产生积极的参考意义。

二、在古筝演奏中表情性的重要性

1、音乐表情的特性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音

乐作为一门听觉的审美艺术，同时也是表演性的音响艺术。作为审美意识的一种

特殊表现形态，是用声音直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艺术。它不是直接再现客观现

实的美，而是直接表现人对现实美的内心感受情感。器乐演奏正是音乐艺术的一

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与时间。音乐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它的演奏之中，

存在于以音调方式将它的细想内容展示给听众的过程之中。

音乐重情而非重型，即使是音画式的描写也无法形成如同直观画面那样具体

清晰的形象。因为，不可能要求音乐家想画家、文学家那样去创作、演奏。表情

是音乐的一种特性，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方面，其他的艺术是所不及的。

2、古筝演奏也应该注意表情性的把握

由此可见，表情性在音乐中的地位，而作为一种典型的音乐表现形式――古

筝演奏，其对表情性的要求不言而喻。古筝的演奏不是单纯的掌握一种技能，它

从根本上说是演奏者通过对乐器的演奏来理解音乐、诠释音乐、表达情感，从而

与他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可见，演奏是音乐作品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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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环节，要将作曲家的用乐谱记下来的艺术构想转化为音响运动，而要使这些

音响关系升华成瑰宝而不是沦为俗物，乐器演奏者应该对所演奏的乐器有所了

解，包括它的一些简单发展历程，它本身的音响，构造形成适合它本身所表现的

东西；再通过对古筝艺术，以它独有的不同于其他艺术所具有的方式来表达出生

活中人们的心绪、思想和感情，使艺术的运动和人的情感运动形成自然的对应，

使音乐和人的情感产生共鸣，那么，古筝演奏应该从演奏激发、音色控制、情感

要术、艺术修养等方面来综合把握。该乐器演奏技法的全面掌握和充分利用；注

入自己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不断培养自己的艺术修养，才能不会事与愿违。

三、影响古筝演奏表情的几个方面

1、演奏技法对于情感表达的影响

器乐演奏有别于声乐演唱，它很少依赖语言、文字，而基本上是单纯的借助

乐器的音响来描述和表达感情或者事物。古筝也不例外，在古筝演奏中，乐器的

音响效果是对音乐表情性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而古筝的演奏技法又在是

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音响效果。技术越熟练，动作就越灵活，也就越能达到较

高的艺术境界。因此，牢固、扎实的古筝基本功和熟练的演奏技巧是古筝演奏者

首先也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2、音色对音乐情感表达的影响

在西方音乐中，音色一般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只在有他数的要求时才

会得到突出的强调。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注意的是形式、是逻辑。它们的乐意

是通过高度的抽象了的形式感得意整合、表现和接受的。而在中国音乐中，音色

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中国音乐始终重视音色在音乐中的表现功能，重视

音色作用于人的感觉的直接性与特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音乐表现方面的“质

感”。在中国音乐中，一件乐器的表现力往往是通过音域、音质、音色等因素共

同决定的，而音色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音色方面的指标，一般是由人声

化、个性化为丰富的对比性等方面构成。

3、音乐作品对表情性的影响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是一门最适合于表情的艺术。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审美

感受的获得往往必须借助于理性认识活动的参与，即首先通过理性认识活动将某

些联系于客观事物的形象或概念辨别出来，再经过一番判断、推理的过程，然后

才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例如当人们阅读一部小说或观看一出戏剧时，首先必须掌

握这些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再通过理解这些语言或文学所提供的概念来了

解情节和人物的活动，当这些内容在欣赏者的知觉中积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

引起某种心理上的期待，造成特定的情绪氛围，而心里期待的解决和情绪氛围的

释放，最终还原为主体情感的激动和审美感官的愉悦。然而，上述情形在音乐艺

术中并不适用，特别是对于纯器乐作品来说，当人们欣赏作品的时候，理性认识

活动并不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音乐审美经验的获得一般总是直接以情感体验开

始，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对一些外在事物形象的联想和其他观念因素的介入，但主

体的情感却并不依赖于这些理性认识对象的存在而发生，也并不以完成某种理性

认识过程为必然结果，这是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表现方式的特点。音乐侧重于表

达人的内心感受，与绘画、雕塑等擅长于表现客观世界外部特征的艺术门类相比，

音乐艺术更善于传达出人类主观世界中的种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复杂状态

和微妙变化。

四、提高古筝演奏表情性的几点建议

1、提高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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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技法纷繁复杂，数量极大，为了探索技法之间的规律与联系，辅助理解

和记忆，为古筝艺术打下结实的基础，按照一定的标准想这些技法分类就显得尤

为重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根据技法的难易程度和复杂程度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基本技法，

如勾、托、抹、等技法，这些技法是技法体系的基本元素，具有不可分割性；二

是符合技巧，如：勾托、抹托等；三是组合技法，或称为“综合技法”。

第二种是从技法的功能功能上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弹奏技法；二是辅助技

法。弹奏技法是指能够独立运用并成生乐音的技法，辅助技法是指不能独立使用，

不能独立运用长生乐音，必须和弹奏技法配合才有意义的技法。这里我将以功能

划分为主结合两种分类方法来简单阐述古筝的主要技法。古筝技法主要分为两大

块：一是弹奏技法，有勾、托、抹、劈、挑、剔、打、摘、大撮、小撮、花指、

刮奏、摇指、轮指等，二是辅助技法，有扶、颤、揉、吟、按、滑（又可分为上

滑音、下滑音、回旋滑音）泛音、柱音等。

2、从音色上来把握演奏表情性

古筝在弹奏过程中是点状出音，每弹奏一次出一次音，而且因其是一弦一音，

故音与音之间有间隙而不连贯，其音与音之间是分离的。由于点状音的每一弹出

本身都包含者爆发力，故而特别容易造成一种强度和力度，而不太容易造成深邃

的效果。点状的音如果用力太弱，则不会给人深刻的印象，如果用力较强，也不

会给人一个固定的刺激，产生力度效果，它们都不会有深邃感。制造深邃感必须

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它的出音方式必须是线状的，因为只有线状的音迹才会打破

静止状态而产生游动感，才能打破孤立状态而获得吸引力，才能突破有限状态而

指向无限境域。古筝正是点状出音的弹拨乐器种能够在点状出音中又制造大量线

状音迹的乐器。点状出音使它保留了弹拨乐器所固有强度和力度，而线状音迹则

又使它增加了制造深邃效果的能力。它在自然状态中其出音为点状的，但在其音

乐的演奏中缺却常常利用其余音配以左手的按弦揉、吟、颤等技法，发生变化，

而改变音的形态，所以在音乐作品中，很多时候古筝演奏出来的不是一个个点状

音，而是一条圆柔的曲线，增强了某些幽深渺远的意境效果。

中国乐器历来是以人声为贵，唐代时有人说过：“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认

为弹拨乐器不如吹管乐器，因为前者的音色比后者距离人声更远。而到了宋代时，

又有人提出：“难道丝声不如竹”的反诘，因为宋代新崛起的弦乐乐器又以更接

近人声而压过了吹管乐器，这都体现了在乐器音色上以人声为贵的思想。一般说

来弹拨乐器其音是点状出音，所以天然地离人声较远，但古筝却因宽大地共鸣箱

使其余音绵绵，然后加上演奏时左手持有地按揉手法，使点状地音得以线化。线

化得音从音色上说则为：“声腔化”，从而使古筝得发声厚的了较强的人声效果。

音色上的人声效果使音乐在表现情感、刻画形象方面获得了贴近生命的“质感”，

增强了音乐的直接表情能力，使音乐和人的情感产生共鸣。中国乐器的音色历来

注重个性化鸣枪调其不可替代性。几千年来，能一直流传，被人频繁使用的乐器，

其音色都是极富个性的，例如：古琴、琵琶、扬琴、箫、笛以及二胡等等。相反

的，凡是在历史上曾经被淘汰或没有得到长久传承或普遍使用的乐器，大都使因

其音色与其他乐器过于相似，因而失去了个性特征。例如：排箫，即因其音色与

洞箫相近而失传多时，瑟也因其音色与筝相近而几乎绝迹。而古筝在其漫长的历

史中则始终以其个性化的音色独步乐坛，绵延不绝。古筝的音色玲珑剔透、清淡

典雅、古色古香，既可表达凄切哀婉、纤细缠绵之情，又可展现粗矿豪放、古朴

苍劲之雄风。直到现在，似乎没有哪种乐器在音色与它的表现力上相似，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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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代替了。正是这种个性化的、不可替代的音色，使古筝的音乐表现极富特色，

成为古筝长久不衰且发展越来越丰富、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古筝的极富表现力还在于它的音色丰富多变，且富于对比性，为演奏

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乐器音色的个性化固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乐器赖以生

存的基础。但如果一种乐器只有单一的个性特征，那它就限制了自身的表现境遇，

使它只具有特色功能，而不具备普遍功能，例如葫芦丝、巴乌、埙等一些少数民

族乐器，他们虽然富有特色，但因音色单一、表现力欠缺等一些局限性较大而不

能广泛的发展、普遍、深入、进步。古筝却能够以其最为丰富的音色突破这些限

制，获得极为宽广的表现力。

3、从熟悉音乐作品中提高表情性

影响音乐作品的表情性有很多的因素，我总体归纳为一下几个部分：文学性

因素、作品的不同风格、二度创作、演奏过程中的意念和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流派、肢体语言这几个方面来阐述。

1）、文学性因素对表情性的影响

古筝作品有不少是直接取材于文学作品的标题音乐，这类作品虽然取材于文

学作品，但他们的构思线索并不是按照文学原作的情节或思想发展过程，而是根

据音乐艺术的特征，以音乐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性为出发点，从文学原作中提取必

要的过程和冲突作为音乐构思的基本线索，或者是从文学原作中提炼它的精神实

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例如：《秦桑曲》就是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周延甲

教授取李白的《春思》中“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的诗意创作的一首具有浓

郁陕西风格的古筝独奏曲，这首筝曲用抒情与叙事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位采桑

陌上的妙龄秦女的形象，音乐优美动人，意境深邃悠远。

古筝作品中还有一些采取一些文学性的记录作为作曲构思的基础或者是有

些作品并没有具体的文字说明，但它的标题及音乐发展的各个阶段，能够比较形

象化地为听众提供相象依据的标题音乐。例如：由当代筝家王昌元创作的《战台

风》通过曲名对整首乐曲反映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描绘劳动人民抗击台风肆虐

的不畏强暴的勇敢拼搏精神作了一个形象的概括，这些标题，这些文学性的内容

都为作品的结构、内容注入了情感表达的内涵。

从广义的标题音乐来看，标题音乐的标题与文字说明作为“引线”把听众带

出音乐的迷宫，从而易于了解作品的含义，使欣赏者能较准确地把握音乐的意义，

使情感得到双向交流，使音乐和人的感情更易产生共鸣。古筝作品中大多都有确

定的标题，以文字来揭示音乐内涵，阐明创作的构思，以文字概括地提示乐曲的

内容，使听众在欣赏过程中借标题的诱发，产生与作者所表现的内容相似的种种

联想以获得音乐所表现的对象的具体观念，从而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地感受

乐曲所表达的内容。但也有许多曲目的标题是非语义性的，它只是给乐曲取名以

示甲与乙的区别，这些曲名通常与乐曲所表达的内容无直接关连，是一种“纯粹

的音乐”，它们无需通过特定概念、具体事物的关口，直接通过作品的节奏、旋

律、音型、力度、速度等一系列音乐的基本要素来体现作品的内涵。例如：筝曲

《新开板》，它通过采用典型的河南民间音乐的旋律素材，大胆地运用音色的对

比和音量变化，造成一种夸张的艺术效果，风格豪爽而生气勃勃，散发着浓郁的

乡土气息。切分节奏、连续十六分音符的快速推进和小二度音程的大量使用，形

成一种张力，使主题音调一出现便在欢快的气氛中不可遏止地自由变化，再加上

一些被称为“苦音”的特色音“变宫”、“清角”的使用，即使没有注入文学性的

内容，河南戏曲和曲艺音乐的浓郁地方特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新开板》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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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魅力和迷人亦不亚于《战台风》、《秦桑曲》等标题性的曲目。不管是具有文学

性的标题音乐还是非文学性的非标题音乐，表现音乐，表现人类情感才是最终目

的，标题不能只是外表的装饰，更不能是胡乱凑上去的东西，而应当是对主体音

乐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对音乐本身的表达才是重点。

2)、不同风格的作品对表情性的要求

古筝演奏艺术对情感的要求还要求我们对古筝作品的不同风格有一个准确

的定位。作品的风格不同对情感的要求是不同的，古筝作品的风格大致可以分为

传统风格和现代创作风格两大类。传统筝曲（如《渔舟唱晚》、《昭君怨》等）重

于表意，非常重“韵味”，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相一致。传统风格的作品一般

通过揉弦、泛音、滑音等演奏技法来表现空灵幽远的“韵味”，也就是前面所提

到的“深邃” 感。现代筝曲中又可以分为描写自然景物的（如《雪山春晓》）；

描写故事情节的（如《草原英雄小姐妹》）；描写异域风情的（如《西域随想》）；

由外国名曲改编而来的乐曲（如《故乡的亲人》）等各种风格。

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演奏时要特别注意作曲家作曲时所设定的意境：是对

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缅怀之情，还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这类作品描绘

的画面是优美如画般的，还是荒芜凄凉的？这都要求演奏者运用精湛的演奏技

术，为倾听者创设一个身临其境的意境，也要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场景中来，只有

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他人。

描写故事情节的作品，演奏时首先应当做到如实地反映故事情节本身，包括

故事情节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动作行为和所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演奏者要

抓住乐曲的基本情绪，从整体上把握全曲，控制情绪发展的渐进性，仔细揣摩情

节发展的不同阶段典型人物心理变化的细节，做到细致入微。

描写异域风情的作品，演奏时最重要的是把握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有音

乐风格。这类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作品常通过特色音、特有的节奏

型、特有的旋律线条等因素来突出其特点。演奏者在演奏前就要对作品所表现的

民族或地域有充分的了解：包括其民族或地域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了解得越多，演奏时对情感的把握也就越好。

由外国名曲改编的乐曲，相对于本国作曲家所创作的本土作品来说，所涉及

的内容要相对广泛一些，所以难度也会大一些。外国乐曲无论从调式、织体和节

奏，还是美感追求上都与中国乐曲有很大的差异。演奏者在演奏前需要了解作品

中所体现的内容与哪个国家相关联，他们的审美追求是怎样的等一些方面的相关

内容，还有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创作背景、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都是不可忽

视的。

(3)、二度创作对表情性的影响

一个优秀的演奏者不仅要具备演奏的技能，完满地表演与再现音乐作品，而

且还要对音乐作品进行创作性解释和表现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对作品的二度创

作。任何一部特定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只有一个，而对它的演奏，原则

上却可以要多少个就可以有多少个。演奏不仅在时间安排布局上彼此不同，而且

在众多纯音乐的细节上也各不相同，即使演奏者竭力把某一作品演奏的与前一次

“完全相同”。不同的演奏者甚至同一位演奏者，在演奏同一首作品时，其每次

演奏通常都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一般来说，不仅体现在各自的个性以及对时

间的安排布局上，而且也体现在诸如音色、速度、力度等细节，每个音乐动机的

表现等各方面的不同特性上，特别是相对于古筝这类最开始是由口传心授而传承

下来的乐器和一些作品就更加明显了。例如：浙江筝曲《高山流水》，同样是王



中国古筝商城-古筝网 www.guzhengw.cn

翼之传谱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颤音、滑音、加花、刮奏较多，较为华丽；

第二个版本则朴素、简洁，突出音色的纯净、透明。不同演奏者对于乐句、呼吸、

情感、速度、力度的把握不同，就有可能把同一首乐曲演绎出不同的风格。站在

当今时代的立场上，演奏者不仅要对音乐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内涵有深刻的认识和

体验，而且还要运用当代的审美眼光，对音乐作品的意义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

填充和丰富它的内涵。

(4)、音乐作品的流派对表情性的影响

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的意念和思想，是可能控制演奏者操作的。事实上，每

个演奏者所演奏出来的音乐，也只能是他的艺术相象的必然结果。人们对音乐的

要求不仅仅是把作品创造出来——写出来和演奏出来，人们更要求音乐在演奏中

爆发出的灵感火花，这才是艺术中最闪光的、最令人喜爱的东西。这样演奏者在

演奏过程中的“个性”和“风格”就显得尤为重要，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就

象人的风度一样，它是从音乐演奏的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特点的总

和。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演奏者任何时候的艺术都足以称为风格的，只有那些

有高度成就的演奏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的，才能算是艺术风格，再加

上因为各地的风土、自然、语言、习惯及其他民间音乐艺术的相融合才能形成由

共同风格组成的流派。古筝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主要流派有山东筝、河南筝、

客家筝、潮州筝武林筝、当代筝等。但不管哪个流派，它们都以自己的特色融合

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追求以表达抒发着人类的情感。

4、通过肢体语言来提高音乐表情性

音乐演奏的目的不是炫耀技巧，对音乐本身的表达才是重点。演奏中的一抬

手、一呼吸、一轻一重、一收一放都对听众的视、听产生影响。心理学家认为：

情生于内而形诸于外，人的内在情感往往可以由与此相联系的外在的形象特征表

现出来，人的这些外在的形象特征，成了独特的情绪语言，成为辅助语言交际的

有力工具。对音乐作品是否演奏成功的判断，决不仅仅是以乐谱演奏的流畅为标

准的，适度肢体语言将赋予演奏者更完美的气质。肢体语言是演奏者内心情感体

验到外部的延伸，是为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服务的，那么在演奏中，任何夸张、

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姿态和动作反倒会引起欣赏者的反感，从而有损于艺术表

现中的整体美感。在演奏中，肢体动作要协调，人本身有无数的动作，在古筝演

奏中必须简化为少数，明确动作的基本定型，把一些基本动作形成生理的习惯动

作，使之协调。例如：在有一些起特殊装饰作用、带动情绪发展的刮奏中，手臂

的抬起带动手腕，把力贯穿到指尖，整套运动的过程完全需要动作的协调与自然，

促使技术水平得到较佳的发挥。同时，演奏时的神态也不可忽视，演奏者在演奏

时要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神态的变化要随着乐曲起伏跌宕，反映乐曲的情感变

化。总之，只有以自己真实的情绪带动听众的积极性，使之全力投入和直接参与

音乐形象的创造才能激起共鸣，达到演奏的完美体现，使声音与身心形成统一的

整体美。

5、艺术修养对情感表达的提高

“艺术”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各门艺术都有其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点，但他

们之间又存在着某些联系，倘若把“艺术”这个整体名词具体到音乐、文学、绘

画、建筑、舞蹈、戏剧、电影、书法等个体，那么各个体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

系的。人们常说：“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音乐中产生的思想和形象，所包含

其他艺术的因素越多，音乐结构就越有表现力，这是音乐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

通之处的体现，古筝演奏者若是只对音乐艺术有了解，而缺乏对其他艺术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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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那他所感觉到的音乐将是缺乏深度的，达不到掌握内涵丰富性的广度。只

有当对各艺术门类的理性概括与音乐感觉相结合，才能产生一种新的合力，再来

演奏音乐作品时，效果才会明显不同。回顾历史，朱载育、赵元任等著名音乐家

的事迹说明，注重从各方面增强自己的艺术修养——音乐的、历史的、哲学的、

美学的、文学的、艺术的、逻辑学的、心理学的、生活经历、风俗人情等等——

对于音乐的二度创作大有好处。演奏者如果善于吸取各方面的修养，就象化学反

应中加如了催化剂，就象孟子说的那样“增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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