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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样提高古筝音乐表现力的一些探讨

沈 琦

古筝演奏者的基本职责是把乐谱上所记载的谱符化为动人的音乐，传递给听

众并引起听众的共鸣，这一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音乐表现”。怎样才能使

演奏具有震撼人心的表现力呢？首先要求演奏者要具备全面的技术功底优秀的

乐感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

全面的技术功底是不可或缺的根基部分。无论多么细腻的感情，没有过硬的

基本功技术作为依托，都是无法表现的。在这里，就不多做表述。我们着重探讨

的是乐感能力和怎么样训练优秀的乐感能力。

艺术的目标似一座山峰 ，艺术探求之路人人不同。我们是攀登者。 艺术功

用在于表现， 是人类表达过程中 “抒发方式” 的特化发展，所以， 好的艺术

必有不同凡响的抒发方式或一定抒发水平之上的精到的表现内容；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普通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通过特定

的音响结构实现思想和感情表现与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形式。是人类精神生活

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

史内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而对其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甚至于再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一种

反映。 演奏者对作品内容准确而有创造的表现，即：以近完美的声音以之表现，

是演奏好古筝作品的另一个关键所在。

音乐感觉中的重要成分——音乐审美能力

审美情感是人对音乐美的体验和态度，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发挥自己需要与

愿望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正如《乐记》中所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

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里所指的“人心之感于物”就是音乐家对生活的情感体验。

在审美体验时，人们往往将自己置身于客体对象之中，物我交融，将自己的感情

移入对象， 从对象中关照自我，并且想象是在情感的推动之下进行的，在对对

象的联想与想象中掺和着主体的激情。欣赏者在审美体验中移情于对象，又在联

想和想象中将感情体验更加深化，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得到最大的审美愉悦。

古筝曲被认为是纯粹的音乐，没有歌词参与也没有戏剧的表演，受其物质手

段的制约，不能再现客观事物但可以通过表达情感来折射音乐家对生活的体验，

也以人类相通的情感来打动听众。例如在我国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所做的古筝协奏

曲《临安遗恨》中，歌颂了岳飞由立志报国、征战沙场到下狱临安、痛饮御赐毒

酒的悲壮人生历程，表达了语言文学无法形容的情感体验，使人们从音乐中窥视

到岳飞的内心世界。纯器乐所表达的情感有不同的层次，有雅俗之分也有性质之

分。基本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基本情感，这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带有类型化的情绪表达，

描写悦耳动听、节奏性强的一般音乐，喜怒哀乐的情绪都十分鲜明，听众较容易

感受。如欢乐，热烈的《丰收锣鼓》《战台风》， 悠扬动听的《月儿高》《春江花

月夜》，凄切如泣的《秦桑曲》、温婉恬静的《茉莉芬芳》，听众不需要更多的思

索就可以凭一搬感性经验抓住乐曲所表达的情感。这些情感内容具有大众化、通

俗化的特点，很容易感知。第二个层次是特殊情感，即参与了创作者强烈的个人

主观色彩的情感。特殊情感并非离开基本情感，只是更强烈的以个人特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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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传达某种特定的、较为复杂的个人情感，如徐晓林教授的《蜀赖》，《黔中赋》，

王建民的《幻想曲》。

第二层次的音乐内容较第一个层次复杂得多，听众对音乐的理解需要一定的

修养， 特别是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创作道路、创作风格都需要有一些

了解。在这个层面，特殊情感的表达也显示出音乐家艺术创作的个人方式和风格

特点，同样是悲伤，周延甲和何占豪的表达就很不一样，人们称何占豪的音乐是

含泪的歌唱，周延甲则是“没有眼泪的悲泣”。同样是优雅， 海派的何占豪《茉

莉芬芳》是精致细腻的优雅，徐晓林《黔中赋》是蕴含着幻想与热情的优雅。

第三个层面是高级情感，这是一种蕴含哲理性思考和精神性内容的情感。它

既不同于停留在感官感受基础上的基本情感，也不同于作品所表达的作曲家的特

殊情感，而是一种包含着理性精神的情感，它是高级审美活动的产物。对音乐中

的高级情感内容的领悟，不能只靠感知和想象，或是一般的情感体验，它还需要

听众对音响中所包含的意蕴进行积极的思考、理解。听众的音乐修养、文化素质

和思想境界都必须达到一定的层次，才能感受和体悟到音乐中高级情感的理性内

容。音乐中高级情感的内容是抽象的，它以精神的力量直达人们的内心，是不能

用语言来形容的。当我们听音乐感到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时会热血沸腾，感到灵

魂在升华，进入脱俗的、光辉灿烂的境界，继而引起理性的思考，这就是一种高

级的审美情感。在这三个层次中，虽然有深浅之分但却具有音乐性内容的基本特

点，就是直接传达感情，不以描绘具体事物为中介。因此古筝曲中的情感内容既

给人们带来再创造的空间， 也给人们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可以进行永久探索

的，常听常新的乐趣。

曾经说过“最杰出的艺术本”在生活中是没有范本可依的，音乐的形象是从

音响组合的形式中传达出来的幻想。音乐想象是在感情的推动之下充分发挥联想

与想象。把人们的情感和审美对象达到契合一致的最佳状态就产生了共鸣现象。

这是欣赏主体受到对象的强烈感染，通过联想和想象将主体的情感移入对象，欣

赏主体与音乐作品才能物我同一，物我两忘，得到情感上的最大满足。

音乐的一切艺术表现都是通过声音与表现对象之间的比拟、象征以及模仿的

关系来实现的，而想象就是使这些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桥梁。欣赏者的想象越丰

富，就对音乐作品的声音与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体验就越清晰，感受到的情感、

形象与意境也越鲜明。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古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伯牙善

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

则故事生动的说明了想象在音乐中的作用。又如指挥家卡聂夫斯坦曾说它只是一

种启示、诱导，而不是图解和说明或标题。音乐所表达的是不能用语言来详尽的，

音乐的情感、诗意只能意会，用心去体验。不能做具体的形象联想，是要通过这

种联想更加深刻的鲜明的体验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感情、神韵和意境，如果过于追

求形象联想的具体性和可视性，可能会适得其反。音乐审美者要通过想象在音响

所提供的旋律中创造出另一个想象的艺术境界。比如《雪山春晓》那欢快、明朗、

优美的旋律能够激发起人们对雪山春天的想象： 雪山，蓝天，白云，红花、绿

草、明媚的阳光、热情欢歌的藏族人民等等，人们陶醉在音响与美妙的想象之中。

陈国权，丁伯苓的《清江放排》仿佛让人看到了奔腾的清江，感受到了放排工人

的豪迈气概。再比如著名的古曲《春江花月夜》对每一段都增加了一个标题性的

解释。特别是第二段《月上东山 花影叠翠》，第三段《渔舟唱晚 回澜拍岸》

都非常确切的揭示了古曲音乐的情感、形象和意境，这些都是对音乐的想象。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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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丰富的情感和无尽的想象在音乐审美体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审

美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有了较好的音乐审美体验，就能找到乐曲演奏的精髓，

不再是简单的弹奏，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表演，把音乐作为媒介，在人与人之间建

立心灵的桥梁。

那么怎样才能训练出良好的乐感呢？当初次接触一部古筝作品时，通过听

觉，我们马上会产生一种直觉的感知，觉得旋律和谐、优美、动听，在头脑里形

成一个朦胧的音乐形象，并进而产生或宁静、轻松，或紧凑、激昂，或甜蜜、优

美的情绪感情。如，当我们听到乐曲《彝族舞曲》《瑶族舞曲》《凉山春》时，立

刻会被这种欢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所吸引，心中油然而生喜悦、欢快、振奋之

情；听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时，那如泣如诉的乐声，会马上将我们带入一片幽

怨、悲哀与愤慨之中；听协奏曲《临安遗恨》，那满蓄的悲慨与仇恨，会深深震

撼每个人的心灵。但是，这种感知往往是肤浅的、模糊的、带有随意性的，因它

仅仅是一种由听觉而导致的直接心理感受。在这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从审美

欣赏的高度，去了解、欣赏音乐作品，这种理智的欣赏包括分析乐曲曲的歌名、

创作背景、乐曲旋律等方面。

一般来说，古筝作品的题目是根据乐曲的主要表现内容来命名的，曲名是对

乐曲内容的集中体现和精辟概括。因而，通过曲名，我们可以了解到作品的大体

内容。当我们看到《长安八景》《月儿高》《高山流水》等曲名时，便能很快地得

知这些乐曲是描写风景的，一看就令人不自觉在眼前展现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

卷；看到《战台风》《东海渔歌》等曲名，一幅幅生动的劳动场面便呈现在面前。

乐曲的创作背景主要指曲作者的情绪情感、写作动机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等。一首乐曲，必定融进了作者短则某一刻、某一时间，长则多年甚至一生情感

的积蓄，乐曲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主观意愿。对此，我们可

以通过了解曲作者的生平尤其是写作期间的境况来把握。

旋律又称曲调，是若干乐音有组织地进行，是节奏、节拍、音高、力度等要

素有机结合组成的音的线条。旋律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和灵魂，能表达某种特定的

思想、情绪。它也是塑造音乐形象的最主要手段，具有语言性和形象性。从声乐

作品中旋律的走向、速度的变化、力度的对比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创作

意图、歌曲的表现内容和所要塑造的音乐形象。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具备音乐表现潜力

譬如华彩乐段表现中是一种很自由的表现形式， 这要求演奏者得有一定的

功底及表现力。我认为这也是天赋——但往往通过正确有效的训练来发掘。 又

如音乐的控制能力是演奏者的必要条件， 是通过无数练习与实践获得的乐音的

控制与变化能力。这里，控制是其主要内容。如声乐健康的声音是最基本的条件，

而器乐， 如古筝这门乐器，它不仅要讲究手指上的功夫还讲究动作与气息三者

之间的配合， 在演奏一段如歌般的片段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结合，要把它

配合得天衣无缝，除了演奏者所应具备的内心音乐表现力——乐感外，具有过硬

的基本功与乐感表现尤为重要的。

这种控制力可使演奏者在积极良好的演奏状态下进一步结合自己当前的实际情

况及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对其乐音稳定与变化进行合理艺术的控制。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艺术处理。艺术处理的过程， 是一个演奏者以自己当

前的演奏状况与控制能力结合自身修养从而进行乐音控制的过程，它是控制力高

层次的要求，是在演奏状态稳定之上对乐音进一步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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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音乐修养上的。总之，艺术处理要求的是音乐的修养，这需要对音乐语言的谙

熟、对作品背景的认知及对生活强烈的感受力。

1、音乐语言的熟知。 音乐是一门特殊的语言，不熟悉音乐语言，就难以通

过音乐来表述，更谈不上抒情了。 对于演奏者，在其演奏时音乐语言包括“音

乐语言”和“器乐自身语言” ；而在平时，他还要理解其他音乐专业语言并至

少做到了解其他艺术语言。

A、音乐语言是指音高、音强、音长、音列；和声；曲式、复调、对位，渐

强、渐弱，反复、渐快、…… 器乐自身语言指乐曲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演奏者的

肢体语言，以及其他在普通音乐语言之外， 但对于演奏是必要的或值得尝试的

表达方式与方法。

B、演奏者是音乐活动的一分子，在如今的音乐活动中，古筝除独奏之外，

总是要与钢琴，及其它乐器结合。所以，作为一名演奏者，最好能尽可能多的接

触与熟悉各姊妹专业的语言， 这有助于演奏者的表现。

C、当然，音乐也是艺术的一支，对各艺术门类尽可能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

的。 语言——艺术语言——音乐语言——器乐语言， 热爱她们并学习她们，你

才能与她们尽可能完美的结合，从而达到音乐的人的塑造和人的音乐形式。

2、作品背景的认知 对于音乐的演译，有时很明显是荒唐的，有时我们却说：

这是非常富于创意， 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呢？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抛弃其他社

会因素与人为因素，我以为，这取决于演译者对音乐作品背景的认识程度。 一

名器乐演奏者，在其具备了一定的演奏功底后，他对某一器乐作品背景的认识程

度将直接决定其在此作品上的演绎水平。

3、生活感受力 生活是人的第一需要的产物， 没有对生命的爱就是没有艺

术浓郁的情感和挚烈的抒情，也就丧失了艺术人本的崇高的陶冶作用，而艺术又

是来源于生活的。

为一名演奏者，应具备细腻宽厚的感情，真诚挚热的激情，崇高而一丝不苟

的理性和对人文的深深的关切，音乐作品是“瞬间”的捕捉、延伸与积累，缺乏

理性就没有情感的积淀、总结、酝酿和升华。

在具备了良好的鉴赏能力和演奏能力之外，演奏中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

力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艰苦训练才能协调好的过程。在能

否成功的演奏音乐作品上，优秀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是演奏成功的关键之一。在音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及艺术实践的不同阶段

所反映的心理现象已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然而平时的古筝教学中，如何把对学生

心理素质的培养融入技能、技巧的训练当中，使学生能正确对待演出（或考试）

时出现的各种心理障碍并能合理运用心理调控，还有待加强研究。

心理是客观现实在大脑中的反映。人在宇宙万物间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大脑神

经系统来指挥，由心理来控制的。在接触客观事物与现象，唤起思维变成行为的

过程中全都离不开人的“心理”。而作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真实地被感知

与欣赏的听觉艺术——音乐，也是如此。尤其是表演专业中的古筝演奏，同样要

运用大脑精神系统来指挥与控制，同样得运用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来操作，只不过

这种操作要求更高，它不仅需要演奏者的大脑装有多层面的信息容量，还担负着

将音乐符号转化为充满生命律动的各种音响，用最佳二度创作揭示作曲家的内心

世界和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

音乐不像建筑、雕刻和绘画，经过不断构想、思索与推敲、修改那样独立地

持久的客观存在，它（古筝演奏）是短暂的存在，即“一锤定音”——在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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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一气呵成地奏出心中所祈求的音乐、音色和音响。可想而知，当演奏者

在进行现场表演时，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即冷静、头脑清

晰和良好的表现欲望等。当演奏者被听众热烈的反应所感染时，往往会在表演中

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节奏的变化，对某些音的强调，或一些微妙的对比

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他灵感火花的迸发，在这一时刻，潜意识层已进入了他全部

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此时，他正以自己的心声向听众直接倾诉。因此，演奏者只

有在高超的演奏技巧、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等各方面较完整地结合为一体，

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演奏者。

一、素质因素

素质是指每个人所具有的身心条件的综合表现，是心理条件、生理条件及

其机能特点的总和，其大脑特征最为重要。而演奏心理素质的先决条件是生理机

制，它是指原始情绪在演奏活动中的反应程度及其变量。不同的人在音乐演奏中

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古筝演奏者来说，演奏时对外部

和内部环境作用下所形成的思维、情绪和意志等态度和程度都直接影响演奏的成

败。在古筝教学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生在训练时无拘无束、

动作灵巧，一旦上台便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出现“脱轨”现象。这正是由于

不正常的心理活动而失去了正常的演奏状态，使音乐停顿，有时虽然没有停顿，

但失误比较大，控制不住琴弦，没有理智地进行演奏，从头至尾“混乱”得使人

无法听下去。一半以上的演奏者存在着这种现象，由于生理上的紧张导致心理紧

张呈不良的循环状态。由此可见，演奏者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对演奏的成

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临场经验

在演奏时，周围环境与平时练习时的环境不同是造成学生心理紧张和怯场的

一个直接原因。因此，要多给学生艺术实践的机会，要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演出中

去体会演出的过程与心得，让学生觉得演出与平时练习时的心态是一样的放松、

自然。当然，演奏者要想排除演奏中的心理障碍，获得良好的心理素质、调控能

力和顽强的学习毅力，首先取决于自身是否有端正的学习态度、良好的心态和成

功的信心。其次，要懂得排除心理障碍与提高心理素质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它需

要演奏者在漫长而艰辛的练习过程中去体验与品味，尤其要注意平时基础的训

练，对曲目要进行严格把关，认真仔细地完成好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动作和每一

个技术环节，并攻克所有的技术难点和重点。只有基础打扎实，才能很自如地控

制住琴弦，另外在走台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排除心理负担。只有这样有目的、

有计划地实施学习计划，有效地提高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才能减弱演奏时

的心理障碍，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演出中，消除演奏者的紧张心理，防止“怯场”，

使演奏者的技术水平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演出过程中，要有良好的心态——冷静+自信+适度的兴奋感，尤其在古筝

演奏中，调动大脑在最佳状态下进行有效的心理调节与控制，使自己排除一切不

必要的心理负担与障碍，完全沉浸在美好的乐声中进行演奏。要具备良好的应变

能力，保持冷静的头脑。当然，演奏中通常会出现某些丢音或失误，要能及时挽

救，不要造成残局而不可收拾。

以上这些观点，我认为是提高古筝音乐表现力的一些方法，在练习和表演中，

加以注意，可以使古筝演奏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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