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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筝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又名曰“古筝”，是
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乐器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唱这种艺术形式最能以细致的声音、气
息等表达人们的情感，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都可以通过不同
的气息及韵律等进行表达，歌唱性即人们在古筝演奏中所体会
到的那种类似歌唱中所表达的细致的情感，感受，心态和状态
等。本文针对古筝演奏中歌唱性的重要性及如何培养古筝演奏
中的歌唱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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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众所周知筝是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古老的乐器之一，它

既能演绎优美、缓慢、抒情的曲调，又可以表现人们的雄心壮志
及豪迈的胸怀和心情，在中国受到大众的喜爱。诗句如：“弹筝
奋逸响，新生妙入神”“坐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表达

了人们对古筝的喜爱和古筝这一艺术形式的独特性。［１］据历史
资料显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筝就已广泛的流传，有着悠久
的历史。
１　古筝演奏中歌唱性的重要性
音乐源于歌唱，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是歌唱的艺术，优秀

的音乐必须具有歌唱性。［２］培养学生在古筝演奏中的歌唱性，对
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１　“歌唱性”概念
音乐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可以以形、像等形式进行表达，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利用声音的长短，长短，强弱，韵律，节拍
等来表达人们的感情，态度，灵感等。但是所有的音乐都有必须
具备歌唱性，没有歌唱性的音乐使失败的音乐。所谓歌唱性即
人们在歌唱的同时体会到那种美感，情感，情调，心态，灵感等，
当我们用歌唱的那种心态去弹奏古筝，并且能通过这种感觉通

过手指转换为琴音，那么古筝演奏就具有了歌唱性。［３］

１．２　古筝演奏中歌唱性的重要性
音乐源于歌唱，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是歌唱的艺术，作为

音乐的一种形式，古筝音乐的实际内涵也是使古筝具有歌唱性。
在古筝演奏中歌唱性有重要的意义，它会通过演奏者的演奏技
巧、感情、灵感的结合使古筝演奏在演奏得到时同时的表现，这
种三种要素在演奏中的综合性的表现就具有歌唱性。但是由于
歌唱性的表现要求演奏者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天赋，一般的
演奏者较难在演奏中表现出曲子或作品的歌唱性。歌唱性的培
养需要演奏者具备一定的音乐背景知识如地方音乐知识，地方
语言，戏曲艺术，音乐发展史等；需要掌握一定的演奏技巧如乐
句的正确划分等，同时可采取对乐曲进行歌唱和提高声音辨识
力来提高演奏的歌唱性。歌唱性可以说是所有音乐形式所追求
的目标之一，培养古筝演奏中的歌唱性对于更好的表现古筝的
艺术魅力，创作者的所创作作品的美感，情感，灵感有重要的
意义。
２　如何培养古筝演奏中的歌唱性
２．１　了解音乐背景
想要更好的诠释古筝演奏的歌唱性首先必须对音乐、传统

艺术、古筝及古筝作品的音乐背景，风格等进行学习和了解，只
有了解了音乐背景才能更好的表现古筝的歌唱性，没有音乐背
景，创作背景的音乐作品就如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没有了音乐
的根本，终将被淘汰。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不同民族，地区
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风俗、宗教信仰及方言等
的不同，音乐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想要更好的表达古
筝的歌唱性，除需熟练掌握古筝的演奏技巧外还需学习地方音
乐及方言文化等，等使自己在各个学科领域上都有所了解，并利
用其这些知识为音乐创造制造灵感和依托，为创造出更好的古
筝音乐作品打下基础。如各流派的古筝作品演绎时，由于受各
自音乐知识，方言文化，科学文化知识及个人素质和人生阅历的
不同，同一流派的演奏家在演奏相同的作品时风格水平却有很
大的不同。古筝演奏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在演奏中的运用时有限

的，但由于知识和阅历的充裕，古筝的演绎也更加的有韵味。此
外筝乐文化蕴藏于民间音乐与地方戏曲、戏剧、戏种之中，有各
自不同的地方风格特点，从中吸取精华进行加工、整理、创编，把
握特点使之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走出一条古筝发展的新路子。
２．２　正确划分乐句
乐句即音乐的句子，音乐的演奏首先从乐句开始，就如人类

的语言由字、词、句子构成规律一样。乐句有很多要素组成，主
要包括分句分段，标点符号等；分句分段就如同文章中的停顿，
表示不同的感情，思想；标点符号出现错误就如同文章中断句错
误一样，会使乐句所表达的意义出现错误。只有准确的分句才
能准确的表达作曲者的思想和情感否则将会是音符的单一罗
列，因此正确划分乐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古筝演奏中
对乐句的整体认识不足：认为只要弹出音符和节奏或者模仿大
师的演奏风格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乐句；急于求成：认为只要
大师指点一二，不需要了解乐句划分就可以成功；感觉自己练习
时间紧张，无闲暇学习乐句知识和划分等误区，笔者建议：首先
需要提高的是对乐句的认识，明确分句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演奏；其次，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按照系统、科学的原则来
进行循序渐进的练习，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分句能力，不可
急于求成。最后，认真学习乐句的划分，只有学好乐句划分才能
掌握弹奏时指法的安排、音色的设计、力度的变化，才能演奏出
好的作品。
２．３　对乐曲进行歌唱
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歌唱，对于古筝演奏来说最好的表

达方式即歌唱。匈牙利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强调：“不先歌唱
就先学器乐的学生，一生中注定没有音乐”，培养一个良好的气
息和歌唱感觉对于一个演奏者能否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感情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乐曲进行歌唱一方面可以培养古筝演奏者
的气息和歌唱感觉，另一方面可以使演奏者通过对乐曲的歌唱
更深入的了解乐曲所表达的内涵和感情从而达到最好的演奏效
果。就如何对乐曲进行歌唱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分析
乐曲，乐谱，乐句，找到哪里应该该断谱，哪里应该停顿，对乐曲
进行歌唱从而为更熟练的演奏乐曲做铺垫；二是通过对乐曲的
歌唱提高个人的音乐感悟能力，把握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节拍以
更好的演奏乐曲；三是根据对乐曲的歌唱调整自己的气息和气
感，使自己的气息、气感与古筝演奏完美结合，达到完美的演奏
效果。
２．４　提高听辨力
听辨能力是指学生听辨高音、节奏等技巧的能力。音乐是

听觉的艺术，想要提高古筝演奏的歌唱性，必须要提高听辨能
力。就如何提高听辨能力笔者建议如下：第一，基础听辨能力训
练即唱音阶。唱音阶是提高听辨能力的首要步骤，坚持每节课
都练习音阶“ｄｏｒｅｍｉ…… ”，提高对音符的感受力和辨别力；第
二，听想能力训练。坚持每周训练至少两次集中注意力去听和
分辨音乐中的情感，思想，试着去分辨音乐中喜怒哀乐等，对音
乐进行全面的分析很研究，提高辨别力。第三，分析音乐节奏和
韵律。每周分析一曲古筝作品，体会作品的节奏和韵律并进行
深入的分析和学习；第四，要对自己演奏的音乐进行听辨，鉴赏
自己的音乐。总之，音乐中听力的训练可以不失时机，不间断地
进行，加强了学生感知音乐的能力，增强了对音乐语言的敏感
性，为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打下了一个坚实而有效的基础。
３　结语
总之歌唱性在古筝演奏中可增强其艺术表现力，培养学生

在古筝演奏中的歌唱性可增强其在古筝演奏中的演奏技巧，提
升学生的艺术鉴赏性，对学生的终身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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