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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筝演奏中的艺术呼吸

吴 瑛

摘要：艺术呼吸在古筝演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艺术呼吸，运用艺
术呼吸是每一个古筝演奏者都应具备的演奏素质。文章从艺术呼吸的概念、古筝
演奏中的艺术呼吸、艺术呼吸在古筝演奏中的运用三方面进行重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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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呼吸

1.1 呼吸

呼吸是有机体利用氧气通过代谢分解有机化合物释放化学能的过程。呼吸的

实质是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气体交换的过程。呼吸是所有生命物种必须进行的生

命活动。由于运用呼吸所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呼吸也有了多种分类，其中生理

呼吸与艺术呼吸的运用在呼吸中占有很大比重。

1.2 生理呼吸

生理呼吸通过呼吸肌收缩引起胸腔扩张，呼吸肌放松胸腔回收来进行换气。

生理呼吸是循环持续的。如果生理呼吸停止，那么生命也将随之停止。生理呼吸

为人类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1.3 艺术呼吸

根据现存可考资料查证：彭刚于 1992 年在《舞蹈艺术》中的文章《谈艺术

呼吸与身韵之间的关系与作用》和史敏在 1992 年《舞蹈艺术》中的文章《提沉：

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呼吸》中最先提出了艺术呼吸。艺术呼吸不同于生理呼吸，它

是艺术化的呼吸。艺术呼吸用呼吸来控制肌肉群，辅助身体各部分，进行各种动

作造型。它是一种身体的呼吸，每一个动作都是从腹腔呼吸逐渐输送力量至身体

各处。它不仅给予艺术形象以灵魂，同时还把艺术形象的内在特征集中的表现出

来。艺术呼吸是动作变化的主要来源。身韵元素中的“提沉、冲靠、移”都是艺

术呼吸的表现形式。提沉是艺术呼吸最直接表现出来的元素。运用艺术呼吸进行

深呼吸，大幅度的使身体与头部上下运动就是提沉。除了提沉之外其他元素也是

艺术呼吸进行深层次呼气吸气带动身体的结果。

1.4 艺术呼吸与生理呼吸的区别

第一，呼吸的主体不同。艺术呼吸侧重于身体整体的呼吸。生理呼吸侧重于

生理系统的换气。第二，目的不同。艺术呼吸是进行深呼吸带动身体运动表现出

“提沉、冲靠”等元素来更好的完成演奏的。生理呼吸是进行生命维持的。

二、古筝演奏中的艺术呼吸

2.1 技术处理方面的艺术呼吸

古筝演奏中大段的刮奏需要多层次的演奏，然而大多数演奏者却不知道怎样

把刮奏弹的生动同时伴随着杂乱的呼吸，他们经常二十一根弦没有任何区分的刮

动。这样不能体现乐曲的内容与情绪。古筝演奏中的滑音部分，演奏者在演奏时

经常出现按不到标准音的问题，使乐曲表到的内容变了味儿。在古筝演奏中刮奏、

滑音这类的技术是完成乐曲最基础的条件。这些技术虽然很基础但是做好就并不

是很容易了。混乱的呼吸频率会带出混乱的演奏，刮奏、滑音也就无法按标准完

成。演奏者需要根据反胴原则进行艺术呼吸。反胴原则就是在身体预动态时反向

发力，“逢提必沉”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反胴原则可以让演奏者的力量得到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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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与控制。艺术呼吸在技术处理方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提沉，一收一放之

间，力量得到了放松与转换，速度得到了变化。刮奏与滑音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了。

2.2 音乐处理方面的艺术呼吸

句读不当。音乐就像语言文字一样，没有抑扬顿挫，人们就很难读懂。文章

中有标点符号让我们分清句读。但是音乐的句读很难把握。特别是中国古典音乐，

散拍居多，句子的划分也不是十分准确。我们在古筝演奏中的句子划分可以说是

各种各样，没有条理性的，没有规律可寻，全凭个人的感受。混乱的句读同时也

让呼吸的频率变得凌乱不堪。古筝古典乐曲节奏掌握不住。演奏者在演奏古筝乐

曲的过程中，音乐节奏是很让演奏者头痛的问题。古筝古典乐曲中，音乐的节奏

经常出现切分、附点，随性的成分很多。这样的节奏让演奏者很难控制，提早落

手会赶拍子，迟点落手又拖拍子。怎样在正确的时间落手成了演奏者苦苦探索的

问题。艺术呼吸可以使句读正确流畅。我们说话一定要有阴阳顿挫。我们演奏的

音乐也要有层次感。每个演奏者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句读的划分上也显示

出繁多的差异。有的演奏者把乐曲变成了一锅粥，有的演奏者把乐曲变成了大喘

气，让人感到十分迷惑。这些问题的根节在于，句读划分不清楚。怎样才能正确

划分句读呢？首先，我们要把乐句划分清楚。其次，我们要把自己的呼吸管好。

古典舞中有句名言：心行气，气运身。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呼吸是受意识控制

的。在西方音乐中，大多数乐句是以小节、强弱控制的，句读也就非常规整。然

而，古筝乐曲多以散句为主，这样也就出现了不规整的句读。这就需要跨越小节，

强弱进行句读。那么超长乐句或者超短乐句也就需要呼吸的帮助才能完成。这样

呼吸同时也打破了正常呼吸的规整，是呼气、吸气、闭气的相互组合。例如：在

大刮奏的演奏中，我们就需要运用艺术呼吸，从高音向低音刮奏，在前部分需要

进行吸气，在中间需要进行闭气，在后部分需要呼吸。如果我们不使用艺术呼吸，

那么我们就无法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乐句，而且很可能弹成一锅粥，没有缓急，没

有层次。艺术呼吸可以让演奏者掌握正确的节奏。古筝乐曲因为其深厚的历史，

散发着中国韵味。其中多切分、附点。这些音型打破了规整的节奏。这就让演奏

者形成习惯的节奏处理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可以用艺术呼吸来解决这个问题。在

附点、切分这类音型出现时，我们可以延长吸气时间，在吸气后进行闭气，完成

这类节奏。用艺术呼吸来辅助节奏处理，可以把中国音乐中的满、赶、闪完美的

诠释出来。

2.3 身体与音乐协调方面的艺术呼吸

演奏时缺乏演奏韵味。演奏者在演奏音乐作品时经常出现演奏动作生硬，无

法与作品达到形神合一的状态。更无法表达出作品的韵味。演奏者紧张、身体僵

硬、呼吸频率混乱。演奏者在意识与身体上双重紧张僵硬呼吸频率混乱，造成乐

曲不流畅，身体过度疲劳，影响音乐的质量，影响音色的处理。演奏时演奏者紧

张是我们演奏古筝时的重大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演奏水平一定会上升

很大一个层次。艺术呼吸在演奏中可以延长线性动作增强演奏韵味。古筝乐曲具

有线性美，要求在演奏时音乐意境与身体表达相一致。艺术呼吸通过提沉移等元

素使身体沉不止，提不尽，移飘远。充分表现乐曲的意境，让身体与音乐合为一

体。艺术呼吸可以使演奏者达到放松紧张情绪与身体更完美的演奏乐曲的效果。

随着古筝演奏技术的日益创新，快速的弹奏增多起来。有些音乐作品中的快速弹

奏可达到五分钟，这就给演奏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体力压力，同时也增加

演奏者的情绪，身体紧张程度。情绪上的紧张可能造成忘谱空白一系列问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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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紧张也可能造成身体僵硬，疲劳等问题。艺术呼吸可以运用有意识的控制呼吸

来完成放松。例如：在准备弹奏时手臂上提，然后依靠手臂的重量落在琴弦上弹

奏出音来，如果演奏者紧张过度，手臂的重量就与手臂僵硬的上体力相抵。这样

演奏出的音色，音量也就无法保证。这时我们其实可以依靠艺术呼吸，打破正常

呼吸，在抬臂时吸气，然后闭气准备，吸气下沉手臂，弹奏出音符。这样演奏者

得以找到放松的感觉，完成优美的音色。在抬臂吸气的过程中，我们的脑部也注

入了更多的氧气，使精神为之一振，达到情绪放松的效果。放松是古筝演奏的基

础，我们只有用艺术呼吸才能使放松体现出来。

艺术呼吸在古筝演奏中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艺术呼吸可以使古筝演奏更为规

范，为演奏者提供了强大的辅助工具。艺术呼吸让我们的演奏变的更加放松自然。

三、艺术呼吸在古筝演奏中的运用

3.1 艺术呼吸在技术方面的运用

3.1.1 艺术呼吸在刮奏技术上的运用

刮奏在乐曲中主要起着链接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刮奏时对起止音并没有太多

的规定。但是在刮奏中力度、速度和音区的层次上需要进行转换，以防止呆板的

状况出现。虽然大多数演奏者明白上述道理，但在实际刮奏时，又感到无从下手。

什么时候力量大？什么时候力量小？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诸如此类的问

题都深深的困扰着演奏者。艺术呼吸在古筝技术上的运用，无疑是为刮奏指明了

方向。乐曲中出现刮奏时，演奏者应该运用艺术呼吸的提沉来完成，当刮奏是由

高音刮向低音时，前半部分演奏者可以提气让力量积聚，这时速度是急速的。进

行下半部分时，演奏者可以沉气，把力量放下来，演奏速度也变的舒缓了。这样

的刮奏表现出错落有秩，银色多变。一改以往单调乏味的情况。例：在乐曲《高

山流水》中，大段的刮奏让人应接不暇。但是演奏者经常把刮奏弹的十分枯燥。

演奏者可以运用艺术呼吸中的提沉来改变这种状况。《高山流水》中的大段刮奏

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求连续地循环地表现水的形象。演奏者在高音向低音刮奏时

运用提沉，在低音向高音时也是进行相同的动作。使力量循环往复，进行画圆的

运动。

3.1.2 艺术呼吸在滑音技术上的运用

滑音是左手按弦来改变音高增加乐曲韵味的技术手法。在演奏中，演奏者盲

目地进行滑音，不能保证音准，不能为乐曲进行修饰，使旋律遭到了破坏。这时

候演奏者应该运用艺术呼吸的提沉来完成滑音。通过反胴原则进行逢提必沉，使

滑音达到标准音高。在下滑音的演奏中，演奏者需要把一个音下滑使其升高。演

奏者用艺术呼吸带动身体的下沉，把力量放下去，使音高到达准确的位置。上提

时身体随着滑音的转换而进行运动。演奏者这样演奏的下滑音既准确又充满了灵

动感。例《纺织忙》中的下滑音多为柔美的，这就要求气与力的精准控制。演奏

者要运用艺术呼吸，根据反胴原则，逢提必沉。把全身的力量投入乐曲的演奏中，

让乐曲的演奏不仅仅具有音色美同时音准也十分精确。

3.2 艺术呼吸在音乐作品处理方面的运用

3.2.1 艺术呼吸在音色处理方面的运用

音色是一种声音的感觉。个人的感性因素对各音色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音

色是个性化的，听众可以在其他因素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分辨出演奏的不同就是因

为每个人演奏出的音色是不同的。每一个演奏者都在追寻最好的音色。好的音色

是符合演奏曲目的大框架的，是表达曲目的真情实意的。结实不虚弱，有弹性，

有空间性，细腻而又真挚的音色是演奏者共同的追求，它也体现了适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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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经常紧张。得不到放松的肌肉就出现了僵硬，劳累，动作迟

缓的现象。这样也就阻碍了力量的输送，想要演奏出完美的音色也就成了可望而

不可及的事了。但当演奏者运用艺术呼吸的提沉时，吸气抬手，呼吸落手，同时

抬手时胸腔腹腔吸气。积聚上升的力量，然后呼气进行自然下落，使手臂的重量

自然而然的运用到指尖，从而发出适当的音色。例：在古筝曲《战台风》中点弹

段连接处，演奏者如果不进行艺术呼吸那么点弹段将进行的十分困难，力量的输

送很成问题。在连接处运用艺术呼吸后演奏者进行迅速的短小提沉得以使力量再

次释放，快速点弹段也就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力。演奏者演奏出的音色也就更加

完美了。

3.2.2 艺术呼吸在力度变化处理方面的运用

力度变化在乐曲分析处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演奏者在演奏中经常

出现当强不强，当弱不弱的状况。这样就无法完美地表达乐曲的情感，还可能扭

曲作者要传达给听众的东西。第一，力度强到弱的变化。在乐曲中前一个音为强

音，手臂的发力就比较强，而其后需要变化力量转为弱音。在这时极易出现当弱

不弱的状况。演奏者只能用艺术呼吸来控制力量的变化。在发出较强的力后运用

艺术呼吸的提沉把强劲的力量转为弱而不虚的力量释放到琴弦上。同时艺术呼吸

也作用在紧张的精神上，事其转化为轻松的情绪让演奏者的演奏更加轻盈。这样

强到弱的转换也就自然而然了。例：在《香山射鼓》中，第一段里的第一小节与

第二小节前两拍都为力度较强的音，其后第三拍的大撮是弱音，这时演奏者要运

用艺术呼吸的小幅度提沉进行力量转化使大撮当弱则弱下来。第二，力度由弱到

强的变化力度由弱到强的变化比由强到弱更有难度。弱到强的转换经常出现声音

发飘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力量在短时间内释放不到手指尖上。用艺术呼吸进

行提沉让力量下沉使力量顺畅的传输到指尖发出当强则强的音。例：在《蕉窗夜

雨》中，引子结尾小节前三拍为弱拍，第四拍为强拍。艺术呼吸在此处就发挥了

作用。演奏者在第三拍运用艺术呼吸的提沉把力量释放出来为第四拍的强音提供

了有力的保证。

3.2.3 艺术呼吸在节奏处理方面的运用

在节奏慢的时候演奏者可以运用舒展的呼吸，进行深呼吸加大演奏幅度放缓

动作频率。在快节奏出现时演奏者要运用短促的呼吸让动作频率增加。再次放慢

时，演奏者要调整呼吸回到最初的状态。这一系列有意识控制的呼吸是来辅助乐

曲演奏的，他们就是艺术呼吸。例：在《浪淘沙》中，第三板出现了快速的四点

且一直保持着高频率进行。演奏者运用艺术呼吸进行连接短促呼吸，使力量一直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指尖与手臂上，从而顺利完成演奏。艺术呼吸作用于连续快速

节奏时都是用短促呼吸持续输送力量给予手臂，让节奏紧密力量流畅，手臂也不

再会感到疲劳酸疼。例：在《浏阳河》中，引子就出现了慢快慢的节奏。慢的部

分演奏者加大深呼吸使动作幅度变大，频率放缓，达到节奏的缓慢。当快节奏出

现时，演奏者运用短促的呼吸把动作变小，缩小动作幅度达到快的目的。乐曲节

奏再次回到慢速时就再次进行深呼吸。

3.3 艺术呼吸在身体与音乐协调方面的运用

古筝的韵味是线性美，连绵不绝，百转千回。古筝的韵味一般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种是运用左手的滑按进行声音的延续使音乐达到线性延长。另一种是运用

艺术呼吸中的含腆、提沉、旁提等进行身体动作上的线性延伸。这两个韵味方面

的表现都是身体与音乐完美结合的产物。只有这样演奏者的才能达到形神合一。

演奏者在演奏乐曲结尾时运用艺术呼吸的旁提。在提气时身体画圆弧以达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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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线性延长让演奏者的演奏充满了韵味，达到了音乐要表达的意境。

艺术呼吸对古筝演奏有着重大的意义，古筝人应该重视它。在今后的日子中，

希望古筝人多探索兄弟艺术与古筝的相通之处，学习兄弟艺术的先进理念，让古

筝演奏理论更科学更严谨，为热爱古筝的人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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