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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弹筝与人体的机能活动 

发表刊物：中国古筝艺术第六次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作者:张彤 

论文内容： 

摘要： 

    演奏古筝与人体机能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机体各部分的运动效能又在演奏古筝中得到加强。本文就

以上问题进行讨论，用以得到演奏古筝对促进人体机能活动提升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演奏古筝 大脑 小脑 肌肉 技能 心智 

  

    古筝是当今中国演奏人数众多、影响面广泛的民族乐器之一，其声韵结合、以韵补声的音声特质博

得众多人的喜爱。古筝的演奏技法多达几十种，这在中外乐器中也是不多见的。近年来随着演奏技术的

发展，弹筝用指不断增加，通常左右手八个甚至十个手指在演奏，并且在演奏的过程中还需要协调指关

节、腕关节、臂关节、肩关节以及身体其它部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演奏者机体活动的复杂过程。 

  

    人类的思考和运动离不开人脑，它位于颅腔内，由大脑、小脑等六个部分组成。其中大脑皮层是人

类特有的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调节全身各种生理活动的最高神经中枢。大脑皮层各部分在功能上有

相对的分工，机体各种功能的最高中枢在大脑皮层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形成许多重要中枢。在大脑皮层

中有负责支配身体对侧骨骼肌随意运动，并接受来自身体对侧传入的本体感觉；有接受来自身体对侧的

痛、温、触、压等浅感觉和对侧肌、腱和关节传来的深感觉的感觉中枢；有负责调节肌肉的张力、协调

肌群的运动和保持身体姿势的椎体外运动中枢。此外还有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这些神经系统都是保

持肌体运动的基础。一个人的反应能力是在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过程中得到改善和提高。对于一种

古筝演奏技法的学习，需要演奏者进行持续的重复训练。由于长期就一个技法进行训练，所以对大脑皮

层的运动中枢、感觉中枢、视觉中枢、听觉中枢和锥体外运动中枢以及听觉性语言中枢、视觉性语言中

枢、运动性语言中枢都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并激活大脑皮层的细胞，使大脑皮层的神经中枢系统更加活

跃，这就能极大地提升演奏者的反应能力。 

  

    小脑主要是维持身体的平衡、调节肌肉张力和协调肌肉运动。小脑接受由前庭器官传来的平衡感觉

冲动，经过整合后，通过传出纤维，到达脊髓前角，从而控制肌肉骨骼肌的张力。小脑也接受全身各处

的肌、腱、关节的本体感觉冲动，经过调整，经传出纤维控制肌肉的张力和协调大组肌群的运动，以维

持身体的姿势和平衡。小脑对大脑皮层所发出的随意运动和半机械运动有制动作用，防止动作过渡，校

正肢体，特别是四肢远端肢体的精细动作，这样就保持了肌体运动的精密性、准确性和协调性。所以说

演奏者能快速准确弹奏每一根琴弦是小脑的作用使然，经常从事演奏这样精准的活动，又在不断强化小

脑的功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常弹筝的人反应较迅捷了。 

  

    肌肉的运动也是与古筝演奏密不可分的。弹筝是在大脑皮层神经系统支配下由肌肉收缩与骨骼运动

来完成的，是以肌肉收缩为运动动力，以关节为运动轴心，以骨骼为运动杠杆的协调统一运动。在古筝

演奏过程中，肌肉的工作性质有两种形态：静力工作形态和动力工作形态。静力工作形态是指身体某部

位运动时，为了使人体能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需要许多肌肉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着支撑性紧张，这也

是保证动力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动力工作形态，则指由于动作常常需要改变不同的运动方向和强度，所

以肌肉也需要经常改变拉力的强度和方向，因此骨杠杆也随之改变着位置。但无论是那种工作形态和任

何一个动作，都不可能是一块肌肉或者是一个肌肉群在收缩运动，而是需要诸多肌肉群在一起协同运动。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做主要工作的肌肉称之为原动肌；与原动肌做相反工作的肌肉称之为对抗肌；

在关节轴相同一侧的几块肌肉共同收缩，来协同完成同一动作的叫协同肌；还有一群肌肉起着固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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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使肌肉的收缩功能完全、充分地作用于完成特定的技术动作,这群肌肉称之为固定肌。一个古筝

演奏技法的技术动作就必须有这些原动肌、对抗肌、协同肌、固定肌在小脑接受了大脑皮质、脑桥核、

纹状体等传来的冲动，经过整合之后，并与锥体外系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协调运动，才能得以完成。 

  

    演奏古筝也是一种技能。演奏者通过不断重复单一动作，使肌肉群的运动变成概念化和自动化，使

古筝演奏技法与大脑皮层运动中的神经细胞之间形成了牢固地联系，称之为“动力定型”。以后在一定

条件刺激下，一系列的动作便可以恢复其记忆模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技能，它是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

刻苦的练习而形成的。 

  

    古筝的演奏还是一种智力活动，是演奏者借演奏技能和演奏经验来完成某种运动的活动，演奏技法

的高级随意运动也可以称之为心智技能。所说的心智技能指在大脑中，借助于内部语言对技法运动进行

的认知活动,这其中有感觉认知、技能认知、想象认知和思维认知等活动，但以思维认知为主要成分。在

认识特定的事物及解决具体问题时，这种按一定的、合理的、完善的组织方式来进行的心理活动，即是

心智技能。从古筝技法结构的变化来看，心智技能的形成表现在认识技能的各个环节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概念之间的泛化和混淆现象逐渐减少以至消除，内部语言趋于概念化和简约化。从演奏古筝技法技能的

速度和品质来看，心智技能的形成主要表现在思维逐渐敏捷性与灵活性，思维逐渐富有广度与深度，思

维逐渐独立上。从古筝技法活动的调节来看，心智技能形成表现在心智活动逐渐熟练化，精神劳动的消

耗、内部语言过程对主体意志努力的需要都在逐渐减少。而古筝技法的练习可以大大促进和提高心智技

能的形成，从而使演奏者收到开发智力、健康身心的效果。 

  

    古筝演奏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活动，是需要演奏者通过内在心理活动的传导和外在技术运动而进行

的综合性活动。在演奏时大脑中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有更多的情感需要借鉴，同时伴生着大量的心

理活动。在演奏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能力的支持，演奏已从一种有意识的机能运动转换为无意识的心智

活动。 

  

    总之，演奏古筝是一种机体运动更是一种心智活动，它使肌体自我组织得到锻炼，并随之加强自我

调控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古筝演奏技能的训练可以用来提高心智和开发人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演

奏古筝使人变得“心灵手巧、富有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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