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古筝演奏中的呼吸问题 

口 杜莉娟 

近几十年来，古筝以其独特的魅力唤起了很多作曲家的灵感，古 

筝新作层出不穷，各种新兴演奏技巧大大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关于 

古筝演奏及教学方面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去不断探讨和研究。本文仅 

就古筝演奏中的呼吸问题作出了一些思考。 

著名的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先生曾指出： “呼吸感在演奏过程中很 

重要，它对于乐曲律动的掌握、旋律的流畅、分句的清晰，以及重音 

的劲头等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呼吸基本上被认为是与生命同在 

的自然现象，没有人不会呼吸，然而演奏中呼吸的控制尤为重要。但 

是，在古筝演奏和教学过程中，呼吸问题却往往被忽视，这就很值得 

引起同仁的关注和重视。 
一

、 呼吸与节奏律动的完美结合 

音乐作为表现人类生命精神的一种象征，它具有千般姿态、万种 

风情的特征。作为演奏者，应当力求将人体的呼吸与音乐的表现内涵、 

旋律句读等要素贯串于所有的演奏环节，而节奏作为乐音存在的首要 

条件，如何将呼吸与节奏相配合，让旋律的韵律在延绵的时间里形成 

“强而不躁，弱而不虚，呼吸自如，琴人合一”的琴乐境界，就成为了 

重要的内容。 

节奏律动是一种体现节奏规律并结合音乐进行的脉动，节奏律动 
一 定要发自内心，结合自身对音乐与节奏的共鸣与感受，把音乐中节 

奏轻重强弱的内在规律体现出来。譬如，在演奏古筝曲 《泪罗江上》中 

第二段模仿鼓声段落时，如果任由手腕、手掌拍打琴柱，留给听众的 

只会是·遍嘈杂之声，根本不可能给人心旷神怡之感，难以达到预期 

的效果。在演奏这个段落时，演奏者应当透彻地理解乐曲，用呼吸带 

动手臂、手腕再到手掌，将掌心中的力点集中地落在琴弦上 ，一触即 

发。根据乐曲的需要，随着节奏由慢变快，由弱渐强的发展趋势，呼 

吸逐渐加强，以双腿作为支撑点，收小腹，由一呼一吸带动身体顺应 

旋律的发展趋势上下起伏。身心激发一种由外到内的合力，利用这样 

的 “心力”状态集中在力点上捌有这种稳健沉着的呼吸，才会使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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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神助，得心应手。根据节奏的强弱规律 ，古筝演奏中的强音往往 

用强的气息落在靠近岳峰的位置，刚强而有力 ；弱拍则用细微的气息 

落在靠近琴柱的地方，黯淡而柔和。再如一首抒情柔和的古筝名曲 

《渔舟唱晚》，乐曲中大量使用了四分音符和二八的节奏型，象演奏这 

样的古曲时，呼吸感应有别于 《泪罗江上》中变化多端的、动感较大的 

呼吸方式，这里的呼吸应当配合节奏律动缓慢平稳地进行 ，随着音乐 

细微的波浪型的起伏保持平稳均匀的呼吸感 ，在一种平心静气 、娓娓 

讲述的动态体验中，悠然刻画出婉约似雨的诗化音响，而切勿使用像 

演奏《泪罗江上》时起伏较大的深呼吸来破坏整个乐曲的宁静之感。 

例如：《渔舟唱晚》第一段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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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自己所演奏的乐曲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展示出乐曲本 

身具有的魅力，就必须学会用自己的手指进行 “歌唱”，首先用心去聆 

听音乐中的旋律线条，感受音乐的节奏律动，然后在掌握好乐曲基本 

技巧的基础上用呼吸带动旋律的起伏。 

=、呼吸与力度控制的密切配合 

力度是古筝演奏中对力量的控制和运用的把握程度，它是音乐表 

现的一个重要手段，贯串于演奏的始终。《溪山琴况》中提出有 24况， 

其中就有记载 “轻”、 “重”之况。 “静况”中说： “所谓希音之极 ， 

至静之极 ，⋯⋯约其指下功夫，一在调气 ，一在练指。调气则神 自静， 

练指则音静。”由此可以看出，好的力度与呼吸的配合，能更鲜明地体 

现出乐曲的结构层次，表达乐曲的情绪，因而使演奏更具有表现力和 

感染力。 

各种不同的力度记号，在音乐表现中常具有相对不同的表情内涵。 
一 般情况下，上行的旋律意味着力度的渐强，情绪的上涨 ，这里就有 

别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均匀的呼吸方式了。如《秦桑曲》中最后几小节： 

右手摇指与左手刮奏的力度逐渐加强，演奏这个地方时的呼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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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所配合，气息要由浅人深，收小腹 ，当演奏到倒数第二小节时 

也就是摇指最强的部分，应当感觉到气息已经吸人了脑腔，并屏住呼 

吸，靠腰部和臀部作为支撑点，待到乐曲结束处的和弦方才用力吐气， 

将脑腔中的气息一并落在和弦音上，沉稳而又饱满有力地完成整首作 

品。 

古筝演奏中上下行刮奏的声音以其行云流水般的音色被世人称为 

“天籁之音”，获得这一殊名，除了古筝本身优美的音色外，演奏者娴 

熟的演奏技巧、乐曲中力度对比的处理和完美的呼吸的结合也是非常 

重要的。特别在古筝曲 《高山流水》中的流水段中，既有表现流水细流 

涓涓的部分，又有奔腾澎湃等多种水的不同形态的部分。在左手按滑 

和右手大量上下行刮奏的同时，呼吸应当配合不同层次的力度变化有 

所不同。在表现涓涓细流弱的地方 ，要以看似无声无息却又绵缠不息 

的呼吸感加以配合；在描述汹涌澎湃的流水动态时，特别到了高潮处， 

呼吸一定要加强，运用饱满的呼和吸，带动整个身体和头部，依靠腰 

部的力量使其向左右大幅度的晃动起来，将心潮的澎湃涌动与奔腾的 

流水融为一体。 

从以上乐曲中对呼吸问题的初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首动人、 

完美的音乐作品中定有呼吸感的存在。在力度较弱的地方，演奏时的 

呼吸很细微；力度渐强的部分，呼吸感也需逐渐加深 ；到乐曲力度最 

强的地方，呼吸还应当引起整个身体的共鸣来配合乐曲的需要。 

三、呼吸与情感表达的内在契合 

情感或感情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重要基础，它影响到一个人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一首动人的乐曲是演奏者触及内心的感情流 

露，是抒发演奏者真正情感的音乐。 “音”、 “情”的高度结合是艺 

术审美感的一种体现。其中，音是情之 “体”，情是音之 “魂”。音情 

二者以技巧的组合为纽带，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断完善，以达到 

理想的演奏境界。这就要求我们演奏时把最真切的情感融入乐曲中。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 ： “在 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 

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表达的形 

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 

活动。”作为一名古筝演奏者，要演奏好一首乐曲，不但要有演奏乐 

曲所具备的高超的演奏技巧，还要在心理和审美意识上与其相一致。 

在古筝演奏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演奏技巧是音乐的表现手段，两 

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比如乐曲 《林冲夜奔》， 

描写了林冲英雄落难 、怒火满腔、顶峰踏雪、夜奔梁山的豪情壮举。 

演奏者应当演奏出发自内心的激情和愤慨，使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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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震撼力。 

例如，《林冲夜奔》引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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