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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筝琵琶二重奏的配合演奏

毛丽华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摘　要：古筝、琵琶的二重奏具有悠久的历史。演奏者凭借敏锐的感知、灵活的演奏、大气的配合，

使得筝韵琶音交相辉映，焕发出这两种古老乐器的独特个性和合奏魅力，将一个个高潮迭起、美轮美奂

的审美感受呈现给欣赏者。笔者从古筝、琵琶的发展现状，合奏条件以及策略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以

期走出一条古筝琵琶二重奏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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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审美情趣

等诸方面文化内涵。如何让古筝、琵琶这两种古老

的民族乐器相配合以发挥出传统音乐艺术的魅力？

如何与时俱进并用当代文化的第三只眼睛审视、探

索传统音乐？这都是时代赋予我们艺术工作者的重

任，也是民族音乐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古筝琵琶二重奏的历史与今天
（一）雅俗共赏：琵琶古筝合奏的历史
明代汤显祖在《邯郸记·极欲》①中载：“只有教

坊之女，搅筝琶，舞《霓裳》，乔合生，大迓鼓，醉罗

歌，调笑令，但是标情夺趣，他所事皆知。”明代兰

陵笑笑生在《金瓶梅》②中也写道：“一个粉头，两个

妓女，琵琶筝奏，在席间弹奏”。类此有关古筝琵琶

二重奏的历史遗墨，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王实

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等文学作品中都

有《搅筝琶》这一曲目的记录。这些散落在古代文学

作品中的种种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市井生活的

真实场景，古筝琵琶二重奏在亦俗亦雅的娱乐生活

中也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音乐理论家唐朴林教授

在《中国乐器组合录》中根据历史记载考证，早在隋

朝就已经有琵琶古筝二重奏的组合演出了，如果再

往前追溯，还可以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觅见筝琶

合奏的雅趣画面。可见，古筝琵琶二重奏至少在宋

元时代就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表达形式，它有

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不破不立：琵琶古筝合奏的现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筝和琵琶这两朵艺

术奇葩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因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带

来的种种冲击，其传统曲目在形式、结构乃至思想

性、艺术表现力等诸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远离了

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和艺术鉴赏习惯，尤其是单纯的

独奏表演更加不能满足民乐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尝试走民乐合奏之路，将古筝和琵琶有机组合，可

望能使这两种古老的艺术得以生存、发展，如能走

创新之路，那么传统的民族音乐便能焕发出新的活

力，迸发其新生的艺术生命力。

古筝琵琶二重奏的实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

展、在发展中促继承”的有益尝试。四川音乐学院的

傅华强、沙晶里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出版了《古筝

琵琶二重奏曲集》，推出了一系列根据古筝琵琶传

统曲目改编的二重奏曲目，如《平湖秋月》、《阳关

三叠》等；也有根据现代音乐改编的曲目，如《橄榄

树》、《游击队歌》、《梁祝》等。中国音乐学院音乐

邱大成教授改编的古筝琵琶二重奏《春江花月夜》，

它不仅强调了古筝、琵琶各自的音乐特点，而且让重

奏的艺术魅力更在于：两者的结合，使得《春江花月

夜》曲目的音乐内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筝音

的酣畅流淌与琵声的珠落于盘的有机结合，使得音

乐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

二、古筝琵琶二重奏的条件
（一）古筝琵琶的共通性
乐器的材质：古筝、琵琶都是古老的民族乐器，

都是木质乐器，在材质上有相同之处。虽然两者的

外形不同，但是木质的共鸣箱和丝质的弦使得它们

在音乐表达和演奏效果上产生共鸣。古筝选材为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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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边框选用硬质木料。琴弦的质地以前多为丝制，

现在多为金属制。

琵琶选材以硬质黄杨木或红木，弦轴常用牛

角、象牙制作。颈部的“相”多以红木或牛角、象牙

制作。腹部的中空平面蒙以桐木或柏木面板。面板

上粘有“品”与“复手”，多以竹制或牛角制，琴弦为

钢丝弦或尼龙弦。③ 

演奏的指法：古筝和琵琶都是靠手指弹拨发音

的民族乐器。演奏时，都是右手绑缚假指甲接触琴

弦，古时候奏筝叫搊筝、弹琵琶叫搊琵琶。“搊，手

按也。”据《新唐书·礼乐记》记载，在汉代以前，古

筝是用较长的拨子弹奏的，用拨子弹奏的指法即为

仅用大指与中指的“托勾”。这种技法简单而没有

按音的变化，直到唐时琵琶演奏家裴神符改用指甲

弹奏，即为搊琵琶。随后，古筝艺人也效仿裴神符弹

法，用指甲取代了拨子弹拨。搊琵琶与搊筝使得这

两种乐器的演奏技法变得丰富起来，技法的丰富有

利于音乐的表现力增强。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

《筝》诗中的描绘：“十指剥春葱，移愁来手底。送

恨入弦中，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古筝和琵琶

都有两种最基本的弹奏指法：古筝右手食指向内拨

弦称“抹”，琵琶右手食指向外触弦称“弹”；古筝右

手小拇指向内拨弦称“托”，琵琶右手大拇指向外触

弦称“挑”。在基础技法的运用上，手指是一样的，

只不过方向不一致而已。古筝和琵琶都有两种在民

族乐器中富有个性的弹奏指法：古筝的“轮指”是右

手向内依次拨弦，琵琶的“轮指”右手向外依次屈

伸；古筝的“摇指”和琵琶的“摇指”都是靠肌肉的

适度紧绷与手腕的放松来弹奏。

乐曲的曲目：伴随着社会进步、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古筝和琵琶这两种乐器在秦汉

时期应运而生，并且都是以民间声乐《相和歌》伴奏

的形式出现。由于两者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又都是

弹拨乐器，乐曲的演奏方式相似，演奏效果接近，因

此演奏的曲目里有很多相似的标题和内容，如《高

山流水》、《汉宫秋月》、《将军令》等古典乐曲与

《浏阳河》、《彝族舞曲》等现代乐曲，古筝和琵琶

都有精彩的演绎。

（二）古筝琵琶的互补性
外形的特征：古筝形制为长条形、弧形面的一

个箱型共鸣体。比较其他弹拨乐器，它拥有一个巨

型的共鸣箱体，这个巨制共鸣箱也赋予它得天独厚

的音质。从高音递减至低音的弦线布置，则于筝体

的头部（前梁）与尾部（后梁）间，起桥梁作用是筝

柱，通过对筝柱的左右移动便可调整音的高低。琵

琶由头、颈、腹三部分构成，头部包括琴头、弦槽、

弦轴，颈部包括山头、相、琴枕、琴颈，腹部由品、面

板、复手、琴背、琴弦组成，呈半面椭圆形的琴背为

共鸣箱。就此，我们可设想一下：在一个表演处所，

铺放的古筝、纤纤女子深情俯首，还有怀抱琵琶的

女子，袅袅婷婷、欲说还休，去除音乐元素外，仅是

这种表演的方式也不失为舞台的纵横感和空间的层

次感添彩。

音色的个性：“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

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

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

一声如裂帛”，这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琵琶音

乐演奏效果的精彩描述。琵琶的音色呈现出“尖、

堂、松、脆、爆”的特点：“尖”，是指下把位高音的

音响很明亮；“堂”是指相上低音区的浑厚；“松”是

指弹弦后发音的灵敏；“脆”是指品位一、二、三的

把位音色清脆；“爆”是指能发出金石之声的音色，

出音有厚度、有分量，乐音能传送较远。④东汉刘熙

在《释名》中对古筝是这样解释的：“筝，施弦高急，

筝然也。”这表明古筝发出“铮铮”的音响，铿锵、嘹

亮而且高急，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曹植诗《箜篌引》

中也有一句：“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又说明

古筝兼有柔和的特质。古筝的高音区穿透力强，适

合情感的迸发，低中音区浑厚质朴，颇具古琴的音

色效果。琵琶的音色清脆，而且音相对较高，演奏

技巧上“轮指”手法用得较多，通常在乐曲中音符感

觉比较密集；而古筝音色相对更显得深沉含蓄，而

且低音厚实、高音清脆悦耳，表现乐曲节奏较慢，密

集型音符表现如山泉流水般流畅和湖水的波纹。可

见，两者在艺术表现上真可谓相得益彰。

演奏的方法：古筝和琵琶在演奏的方法上很多

共同的地方，但是它们又各具民族乐器独有的富有

个性的技术。古筝左手有“按、滑、揉、颤”等演奏

方法，而琵琶有“推、拉、吟、揉、滑”等演奏技巧，

这些音乐的表现形式都具有无可替代性，也是古筝

和琵琶的二重奏得以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重要内

容，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拍弦”模仿小军鼓

的音效，《战台风》模拟风声的演奏方式等。

（三）古筝琵琶的启发性
古筝、琵琶自诞生起，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

演变，在传承的基础上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大大

丰富了演奏技巧，使演奏技术得到一个突破性的

发展。古筝是以五声音阶定弦的乐器，它通过左手

的“按”、“颤”、“滑”技法，可按滑出五声之外的

“4”、“7”音，这样就可以演奏许多国外移植的乐

曲，如《天鹅》等。同时，古筝还能兼收西洋乐器如

钢琴、竖琴、吉他等的演奏技巧，左、右手配合演

出，如《建昌月》中的“挑”指指法就是借鉴古典吉

他的指法。

琵琶音色的多样性，可表现在不同风格的乐曲

中。《虚籁》是运用“长轮”，结合“推挽、打、带、绰

注、吟”等技巧，表达深沉细腻的感情。《阳光照耀

着塔什库尔干》中音阶、调式和调性的变化，运用琵

琶下滑和上滑的指法表演，可充分表达出民族性、

时代性和强烈的审美效果。在演奏国外移植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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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琵琶也同样做了积极的尝试，《土耳其进行曲》

半音化进行让琵琶演绎得风情万种。

三、古筝琵琶二重奏的策略
（一）丰富情感表达：气息的配合
音乐家卓菲亚丽莎认为：“音乐的内容是情感，

而很少是唤起这些情感的那些现象本身。”⑤可见，

情感是音乐的灵魂。乐曲弹奏的最终归宿是表现音

乐的内容与情感，弹奏者是乐曲情感传递的媒介，

是在曲作者情感再艺术化认同基础上进行的“二度

创作”，并通过声音、体态、表情等要素把这种情感

提升和再艺术化地展现出来，让听众产生发自内心

的情感体验。古筝和琵琶的二重奏就是为了更加多

样、更加多元地表达乐曲的情感。⑥

古筝和琵琶都是弹拨乐，为了以最小的力量发

出最大的音量，都需要运用气息的调控。在古筝、

琵琶的二重奏中，演奏者气息的配合很重要。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重奏前，演奏者都要有“提起”的动

作：肢体上，自肩关节向上提起至肘关节，带动手臂

的上提；呼吸上，是调动气息向上提，这些准备动作

的目的是为了将“神”与“力”凝聚起来。重奏开始，

两位演奏者同时吸气，这时的气息配合是奠定这个

乐曲情感基调的起点。当肘关节向下沉，手臂力量

随之下沉，这个呼气的动作是二重奏再调整的时机，

它有助于过渡到下一个气口。在每一个小气口，古筝

和琵琶演奏者都应同时提腕、统一气息，以表达丰

富而复杂的情感 。

当然，有些乐曲在演奏时，气息的位置是错开

的，适于表达如虹的气势，因为这样的气息配合就

像是海边的浪潮，一浪追着一浪、一浪盖过一浪地

一贯而下。演奏者在气息的调整时就要时时关注合

奏者的节奏，例如由筝曲改编的二重奏《战台风》，

则要让观赏者得到台风过后雨过天晴令人心旷神怡

的艺术享受。

（二）变幻演奏方式：对比的运用
众所周知，古筝、琵琶这两种古老的乐器都有

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在二重奏时，充分发挥两者的

音色个性，变幻不同的演奏方式，在音色的对比中

追求和谐的情感表达，以形成独奏时无法企及的演

奏效果。

从演奏的乐曲曲目来看，古筝琵琶二重奏的乐

曲大多由单声部乐曲改编而来，重奏部分演奏手法

大多采用单声部、主调音乐、复调三种。在单声部

中，古筝、琵琶通常以合奏的形式出现，用于烘托乐

曲气氛或掀起乐曲高潮，这时古筝、琵琶就要力量

兼顾，如由琵琶曲改编的二重奏《塞上曲》中力量的

运用和繁简就需对比相得益彰。

在主调音乐中，古筝琵琶二重奏通常以琵琶为

主声部、古筝为伴奏声部，如由琵琶曲改编的二重奏

《送我一支玫瑰花》中的第一部分，古筝以持续厚重

的和弦出现，而琵琶则以清亮舒缓的音色出现，这

种音色的对比，形成一种欲说还休、回味无穷的演

奏效果。

在复调中，运用对比复调将两种不同的旋律同

时结合，更需要演奏者找到主旋律的位置，明确两

个声部的关系，恰到好处地在对比中求得和谐。“嵌

当让路”的演奏手法就可使得各声部在纵向上形成

简与繁节奏的明显对比，如由琵琶曲改编的二重奏

《彝族舞曲》在横向的旋律上又形成产生了错落有

致、此起彼伏的音韵美。

（三）提升创作空间：变奏的调节
“加花变奏”、“嵌当让路”，古筝琵琶二重奏

中经常运用同一旋律不同变体的同时结合来表现音

乐的形象，音乐旋律灵活多变，或融为一体、难分你

我，或花开两朵、各展芬芳。由于“加花变奏”一改严

格遵循节奏的铁律，演奏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灵

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演奏者在乐曲“二度创

作”时加入自己的独特感受，从而提升乐曲的创作空

间，就像万花丛中的一点新绿、茂密芦苇丛中架出的

一座拱桥，让欣赏者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由邱大成先生成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原为

琵琶独奏曲，其曲名多次变换，有称《夕阳箫鼓》，

也有称《浔阳夜月》、《浔阳琵琶》或《浔阳曲》，此

曲是当今舞台上古筝琵琶二重奏的经典保留曲目。

引子部分由琵琶的低音慢起渐快出现，随之加入古

筝次低音用肉指拨弦的“对走”形式出现。在曲式

结构上起到手起缓接、环扣相接，由此展现出空蒙

的美妙夜景。在《月上东山》主题出现时，琵琶走出

主旋律，运用了“推音”和“轮子”的手法，古筝则

以右手奏旋律加小和弦、左手用低音奏出主音及和

弦，并以上下滑音共同完成，起到了众多美好意向的

完成。继而由古筝右手八度演奏旋律，琵琶用轮子

奏出副旋律，形成鲜明的对比。主题再现，十分自

然，紧接着琵琶在中音区用了分指和上滑音及“扫

弦”奏出移调主旋律，古筝对应其则在高音用右手

“摇指”、左手低音及琶音的手法完成，使旋律更具

飘渺、空灵、复调感明确的感觉。同样妙绝的《花影

层叠》一段，琵琶用“弹挑”及“扫轮”的手法演绎

旋律，古筝则用了“刮走”与“摇指”的手法与之对

比，以起到“鱼咬尾”（顶真）的效果。《云水深色》

一段，琵琶用“弹”与“轮”由四分音符转入八分音

符再转入十六分音符的手法使旋律层层递进，古筝

则用了“八度”及“刮走”的手法。《渔舟唱晚，细涛

拍岸》由慢渐快、上下呼应，用了大量“扫弦”、“摇

指”和“刮奏”的手法，仿佛把人带进了一幅月色春

江中渔舟离岸越来越远的画图。最后，尾声部分以

宁静的情绪演奏再现的旋律，与开头的钟鼓声划上

了此曲圆满的句号，使“春江花月夜”的主题突显。

结语
古筝琵琶二重奏，是继承历史与创新相结合的

艺术表演形式，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古筝、琵琶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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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国粹之称的民族乐器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我

们打开了一个由不同民族乐器巧妙组合的更加广阔

的音乐空间。当两位演奏者为了艺术作品的整体和

谐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和个人艺术表达的

个性时，欣赏者得到的或许会更多。古筝琵琶二重奏

的成果不仅是一个跌宕起伏、不断翻新的美妙乐曲，

更体现了艺术家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辉映出的别样

艺术气质，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

创新的希望所在，也是艺术实践的需要所在。

民族唱法借鉴传统戏曲词曲表现的内容

唐　敏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民族唱法是我国民歌结合传统戏曲词曲与西洋美声唱法融合而成的新的科学声乐表演体

系。民歌和传统戏曲词曲是民族唱法的主要源泉，传统戏曲的演唱语言和音乐表现为民族唱法提供了重要

理论和实践基础，尤其是对现当代民族歌剧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民族唱法的歌唱吐字、发声

技巧、音乐表现与传统戏曲词曲的联系，阐述民族唱法汲取传统戏曲语言与音乐元素的要点。

关键词：民族唱法；借鉴；歌唱语言；音乐表现；情感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戏曲的语言与音乐元素对民族唱
法的价值

民族唱法在我国是一门新的学科，这一将我国

的地方民歌结合传统戏曲词曲和西洋美声唱法而

诞生的新的科学演唱体系，具有民族性、艺术性、时

代性特征，深为大众所喜爱。究其原因，主要集中表

现在民族唱法中运用传统戏曲的语言与音乐表现的

问题上，这样的民族唱法以其深厚的传统戏曲意蕴

或元素表现出独特的民族认同、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和浓郁的时代精神。

我们知道，我国传统戏曲被介绍到国外时，往

往英文的一般翻译为Chinese Opera，意思是“中国

歌剧”，这一简单对应西方歌剧的粗略认知，实际

上与我国传统戏曲的博大丰厚存在相当的距离。例

如拥有丰富文本的宋元杂剧、明清戏曲和仍然活态

传承的数百个地方戏品种，以及舶来且中国化、地

方化、现代化了的被冠以“中”字的歌剧、音乐剧等

等，Opera，Theatre等的意义都不十分贴切。所以，

民族唱法借鉴传统戏曲的问题包括中国化、地方化

的戏剧形态，而并不拘泥于单一的中国传统戏曲。

传统戏曲语言或音乐表现存在于五彩缤纷的诸多戏

剧样式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多彩的艺术元

素与丰富复杂的内涵。因为传统与现代甚至当下都

是相对的、流动的，传统的流淌呈现了文化艺术的

积淀。

就传统戏曲中的语言元素而言，其对民族唱法

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传统戏曲是歌、曲、词的紧密

结合整体，正所谓诗言志、歌咏情。歌唱，是既能抒

情、明理，又能绘色、状物、传神，比抽象的音响给

予人的感受要具体得多。民族声乐作品的的民族语

言、民族音乐元素与民族情感和谐统一，才能够更

好地为声乐表现服务。民族唱法如不注重从传统戏

曲中汲取语言和音乐元素，演唱者即使声色和发声

技巧好，即使能够声振林木、响竭行云，却不一定能

够使人和悦性情、感动肺腑。

“凡唱曲有地所。”“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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