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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体态律动与古筝演奏
文 徐玉 莲 韩 鲁丰

体态律动就是随着音乐的节奏
,

通过身体动作来感受

音乐要素
、

表现情感
,

是经过艺术提炼
,

富有韵律感
、

节

奏感的身体状态
。

体态律动的表演越来越成为古筝表演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要求演奏者除了掌握好古筝的演奏

技巧之外
,

还应研究并掌握好古筝演奏中的体态律动
。

体态律动与古筝演奏的关系

、

古策演奏必须研究体态律动

身体是再现筝乐的有效载体

达尔克罗 兹认为身体也是一种乐器
,

可以再现音乐
,

通过律动能唤起人天生的本能
,

培养对人极为重要的节

奏感
。

人们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分感觉到情绪 通过对

肌肉紧张与放松程度的感觉
,

感受和表达 自己的情络 通

过姿态
、

手势和各种身体动作使内心情感表现于外部世

界 通过身体运动将内心情绪转化为音乐
。

而乐器演奏

首先要掌握的就是被演奏的乐器和演奏的乐器
,

即乐器

和人的身体
。

古筝演奏应掌握人的身体这一乐器的姿态
、

手势
、

紧

张
、

放松以及各种身体动作
,

并能在古筝弹奏中艺术地再

现音乐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好的唤起观众的本能
,

让欣赏

者更好地感受筝乐所要表达的情绪和节奏感
。

不能把古筝

的学习当作单纯的技术训练
,

更不应是脱离音响的理论知

识和规则的传授
,

它应该是对音响运动和情感的体验
,

这

种体验必须以筝乐与身体运动相结合的节奏运动为基础
。

任何乐思都可 以通过身体动作表现出来
,

所有的时间微差

快板
、

行板
、

渐快和渐慢
、

所有的能量微差 强
、

弱
、

渐强
、

渐弱
,

都能用 身体实现
。

古筝演奏需要整个身体的协调动作

古筝演奏只用双手和双臂是远远不够的
。

达尔克罗兹

认为
,

音乐 中的节奏因素和力度因素不仅依赖于听觉
,

而

且依赖于其他感觉
,

音乐的感觉要求整个肌体做出反应
。

古筝演奏也需要整个肌体做出反应
,

这是因为 古筝演奏

手与臂的动作
,

尤其是大动作
,

必然引起躯干和身体其他

部位的动作
。

一个成熟的古筝演奏者
,

其演奏动作应是身

体各部分配合默契的结果
,

是以身体各部分的恰如其分的

合力 出现
,

是按筝乐律动连续进行的体态动作
。

因此
,

在

古筝演奏 中
,

应注意整个身体的协调动作
,

必须让演奏者

进人到产生音乐的激情中去
,

把古筝乐曲的情感化为具体

的动作
、

节奏和声音
,

将筝乐表现中的音响力度
、

速度
、

音色的对比变化等要素
,

与演奏者运动时的能量
、

空间
、

时间融合在一起
,

使他们具有练习和体验音乐的能力
。

、

古攀演奏中的体态律动与表演英

古筝演奏的外在美充实和加强了古筝音乐的内在美

古筝表演艺术要获得表演美
,

要达到 形神兼备的地

步
,

表
“

情
”

是古筝演奏的最实 质性要求
。

它首先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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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体在表现作品时
,

反映出作品 中所蕴积的感情
。

其次要求表演主体本身也应是充满感情地投人到他的二度创作中去
。

假如一个表演者
,

不能以情带音
、

以音传情
,

在古筝表演中无动于衷
,

他的表演必然失败
。

古筝表演的听觉性是最为重要的
,

它是音乐的
“

神
” 。

而视觉性也极为重要
,

它不仅是音乐的
“

形
” ,

关系到音乐的听

觉效应
,

而且在视听的融合中强化了音乐的美感
。

古筝演奏者准确传神的身姿
、

手势
、

眼神
、

动作
,

对声音的创造和传达
、

对听众的魅力和领悟
,

都极为重要
。

乐音运动的听觉美感和演奏者 自身表演的视觉美感相得益彰
,

听觉性的音乐外化为视

觉形象
,

视觉性表演内化了音乐主体
,

古筝演奏者的表演美和所展现的音乐美就会进人一个出神人化的审美境界
。

特定的音乐激发特定的感情和特定的体态动作
,

特定的音乐又是在特定的感情支配下的特定动作演奏出来的
。

特定的音乐激发特定的情感
。

任何音乐都是以声音来表达思想感情
、

反映现实生活的
。

声音对人的情绪有着强烈的激

发作用
,

它能迅速而直接地引起人们的情绪反应
,

自古以来就是传达感情的极好材料
。

特定的音乐激发特定的体态动作
,

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常常发现
,

有的人常常随着音乐做出脚打拍子
、

摇头和晃动身子的反应
。

这些反应都是 自然的
、

自发

的发生的
。

有的人在音乐渐强时
,

改变身体动作
,

或用 身体动作对所听到的重音做出反应
,

有时甚至可以观察到在乐句

结束时的肌肉放松状态
。

二
、

体态律动在古筝演奏中的功能

古筝演奏除用双手弹奏之外
,

手指的动作 尤其是较大的动作
,

必然会波及躯千及身体其他部位
。

作为对双手配合

的演奏动作
,

要靠演奏者身体其他部位以上下前后左右各种分力恰当成分组成的合力来协调出现
。

如躯干的前屈
、

后伸
、

左右侧屈
、

左右环转 上肢的上下
、

左右和前后的运动
,

下肢屈伸等身体动作来协调
。

、

支样作用
—是指躯干通过双肩对双臂的支撑和腰

、

臂
、

下肢对躯千的支撑两个方面
。

躯干通过双肩对双臂的支撑
,

把双肩
、

左右大小臂
、

手掌
、

手指和筝弦连成一个多边形
,

通过这个多边形 内空间有弹性地张

缩施力于筝弦 见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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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弦点 润
产

腕 海 肘 朽甲 肩 琴弦

从横的方面来看 一般是双手着弦点的距离越远
,

多边就相对

越张 反之
,

就相对越缩 从纵的方面来看 一般是双手着弦点

越靠近高音区多边形就相对越缩 反之
,

多边形就相对越张 , 从纵横两方面来看 一般是双手着弦点的距离越远且越靠

近低音区
,

多边形就越张 反之就越缩
。

如例 《铁马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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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登山 《铁马吟 》

沈 少 比、 兮 兮 兮 竺 丫

钾 拱 借 蓄兴
“ “ ” ” “

此段演奏在低音区且第三小节相对第一小节双手着弦点的距离较远
,

多边形就相对越张
。

腰
、

臂和下肢对躯干的支撑
,

把躯干上到头和颈
,

下到腿和脚连成一个可相对屈伸的柱体
,

这个柱体的弹性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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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也可通过上述多边形施力于筝弦
。

以上两种支撑结合起来便形成一个支撑力变化很大
、

施力变化很多
,

以腰
、

脚为主要支点
,

前

后左右上下的立体支撑
,

达到全身贯通的最佳演奏状态
。

当上述多边形呈对称状态时 即双手着

弦点处在经过第一个雁柱且垂直于筝弦的直线两边呈对称状态时
,

整个身体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当双手着弦点因演奏需要使多边形处于非对称状态时
,

这时就需要通过身体动作把出现的不平衡

随时调整为相对平衡
。

、

补充作用
—是指身体其他部位对左右手直接弹奏动作的补充

。

虽然手指的弹奏
、

摇奏及

揉奏等各种具体演奏技术动作是其他部位无法直接完成的
,

但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补充
,

往往

是不完善
、

不完美的
,

因此它是不可缺少的
。

补充作用有同向和反向两种
。

同 向补充 身体运动 与手指触弦做相 同方

向运动
。

如要演奏力度强大
、

速度适 中
、

音色 明 亮

的音乐
,

当手指 向前施力 弹奏时
,

躯干和臂的重心

均往前移 当手指 向后施力 弹奏时
,

躯干和臂的重

心均往后移
。

但更多 的是与上下动作混合运用
,

一

般是 重心下沉时伴之 以前移 重心上提时伴之 以

后移
,

这样可使下沉与上提 的衔接更加 自然连贯
。

如例 们庙安遗恨 》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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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音乐主要是表现南宋名将岳飞的英雄形象
。

当左手大指演奏下行刮奏时
,

声音要求集中
、

饱满
、

有爆发力 的同时
,

躯干和臂的重心下沉并伴之向前移动
,

则使岳飞威风慎擦的英雄形象得

到更好地体现
。

反向补充 一般情况下使用不多
,

但在表达一些特殊情绪或者强调高潮时
,

也可用反

向补充来表现
。

、

平衡作用
—是通过躯干屈伸来转移重心

,

使古筝演奏中左右手因非对称型着弦以及一些

演奏需要所产生的不平衡不断调整为相对平衡
,

同时还可通过身体动作把前后上下出现的不平衡

随时调整为相对平衡
。

如前例 《铁马吟 》中滑音
“ ”

双手着弦点在低音区处于不平衡状态还需

要滑奏出一个小三度音程
,

此时左臂重心因双手非对称着弦及滑音演奏的需要必须左右环转
,

上

体为使其与右臂平衡躯干必须左右侧屈重心也随之移动
,

同时下肢和脚也必须向左前方移动且向

左前方转移重心
。

另外
,

还应注意古筝演奏中头的平衡作用
,

它是一个对演奏动作影响甚大
,

而又十分灵敏的

“

万向平衡锤
” ,

其重心和方向与躯干基本一致
。

、

统领作用
—是指身体对手臂的各局部演奏动作起着宏观的调控作用

。

从外表看
,

只有躯

干主动参与并且动作幅度较大时
,

这种作用 才表现出来
。

其实
,

如仔细观察
,

躯干几乎在演奏中

的每一瞬间都在参与
,

并且协调着手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
。

作者单位 湖 北黄州 黄 冈 师 院音 乐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