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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语言的语气是通过声音的 “运动 ”来传情

达意的 , 其如同文字语言的语气一样 , 能构建出喜、

怒、哀、乐等情感意义。音乐语言魅力主要体现在复

杂而生动的语气表达之上。

古筝音乐语言 (以下简称古筝语言 ) 的语气表

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古筝语言的音响形态 (即音乐

语调 ) 和古筝语言的情感色彩及程度。前者是物质基

础 , 后者是精神与灵魂。在情感色彩及程度的支配

下 , 音响形态可以表现出刚柔、明暗、浓淡、顿挫等

千姿百态的变化。

古筝语言的情感色彩是指音乐中包含感情和情绪

的态度倾向 , 态度倾向是建立在作品内容基础上的

喜、怒、哀、乐等等 ; 情感程度是如上所列举之态度

倾向的分寸。古筝语言的情感色彩及程度综合体现了

乐曲的基调 , 在乐曲基调和思想的统领下 , 注入情感

色彩及程度的语调在各乐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并

形成各种复杂的语气变化 , 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特点的

音乐语言。这些惟妙惟肖的古筝语言遵照一定的范式

交融在一起 , 形成了有机、和谐的整体 , 从而准确地

塑造音乐形象 , 最终实现音乐的审美。古筝演奏在确

立了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后 , 更重要的工作是

如何表现古筝语言的语气。本文拟从古筝语言表达的

物质构成、情感色彩及程度、演奏技术手段等三方

面 , 阐释了古筝音乐语言的语气表达在古筝演奏中的

重要性及审美意义。

一、古筝语言表达的物质构成

古筝语言的物质构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 一是古

筝语言的音响表现形态 ; 二是古筝语言的音响强度和

力度控制 ; 三是古筝语言的音响色彩表现。

1. 古筝语言的音响表现形态

古筝是我国以手指弹奏琴弦使其振动发音民族弹

拨乐器之一。它既有琵琶、阮等品位的点状音响效

果 , 又有胡琴类拉弦乐器表现出的线状音响效果。点

状音响发音在每一次弹弦时或多或少会产生对琴弦的

冲击力 , 这种冲击力的大小、速度等变化会造成音响

强度与力度的差异 , 这些差异在手指变化触弦位置、

角度及深度等综合作用下可以弹奏出刚柔、粗细、明

暗等不同音响色彩效果 , 为古筝音乐语言语调赋予了

丰富的音色变化。左手滑按技巧所表现的线状音响是

古筝极具特色的音乐语言 , 即在弹弦之后对该弦本位

音的高低控制 , 其余音所产生带有动态感的线状音响

变化在演奏者气息带动下形成了声音的深浅、徐疾、

浓淡等听觉感受差异 , 从而表现出古筝音乐语言独有

的韵味。

弹奏发出的点状音是一种具有形象表现力的实在

音响效果 , 而由滑按产生的线状余音则是要传达一种

能够回味余韵的虚化音响效果。筝曲演奏中相互交织

的点状和线状音响会使人产生连与断、动与静的听觉

感受 , 就象文字有声语言中句逗、词组的表达方式将

有一定内在联系的音组合在一起形成音乐语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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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含义。点状音响与线状音响所表现出的爆发力与

持续感使古筝音乐既有铿锵有力、气势如虹的豪言壮

语 , 又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似水柔情 , 从而展现

出古筝语言中遒劲与秀美兼顾 , 磅礴与淡远同存的内

在张力。

2. 古筝语言的音响强度和力度控制

音响的强度和力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演奏时的

用力大小。音响强度表现为音量上强弱的概念 , 音响

力度表现为音质上刚柔、粗细的概念 , 二者在演奏中

并不完全成正比关系 , 但又具有某些密不可分的联

系。音响强度取决于听觉感受上力量释放的大小 , 通

过手指由身体内部向外发出的力。而音响力度不仅取

决于力量释放的大小 , 还与手指的触弦速度和用力方

式有关 , 通过手指控制产生的聚合力表现出刚柔、粗

细的音质听觉感受。演奏中 , 手指主要发力部位、各

关节支撑的松紧度以及各部位力量的分配与控制 , 决

定了古筝音乐语言的音响力度。力量控制的运用应归

为演奏技术范畴 , 是古筝演奏者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如果忽略了这方面的技术运用 , 会造成演奏中只能听

见音量大小变化 , 而缺乏音质的立体感官体会 , 音乐

语言的内在张力和感染力会大打折扣。力量控制的技

术运用离不开正确的演奏方法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

否则在演奏中将难以达到熟练驾驭和合理运用。

3. 古筝语言的音响色彩表现

音响色彩即 “音色 ”, 在古筝音乐语言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表现作用 , 可以使听者对音乐语言产生更加

直接和生动的联想。古筝音色的表现作用主要体现在

乐器自身的特殊音响及丰富的音色变化。古筝音域从

D1 至 d3 横跨 4个八度 (加上泛音基本可以演奏 5个

八度的音域 ) , 从低音到高音可以表现似深沉钟声到

清脆鸟鸣的音色转变 , 其刮奏似流水 , 点弹如马蹄的

鲜明个性音色 , 深受广大听众喜爱。此外 , 古筝演奏

中丰富多变的音色控制也极大地增加了古筝表现力。

古筝音乐语言的音色变化主要表现为触弦方式、

速度与角度的变化。触弦方式可分为夹弹法和提弹

法 , 夹弹法是由上往下用力以指尖贴弦的弹奏方法 ,

其力度较大、音色粗犷厚实 , 由于需要事先的贴弦准

备 , 适合演奏较慢的乐曲。提弹法则是指尖离弦直接

弹奏 , 指甲在触弦时有较明显的撞击力 , 发音颗粒感

较强 , 适合演奏快速的乐曲。触弦速度可分为快速触

弦和慢速触弦 , 快速触弦是冲击力较强的敏捷弹法 ,

这种弹法音头明显、音色铿锵明亮且余音显得短小 ;

慢触弦冲击力较小且过弦力度均匀 , 琴弦从发音到停

止震动衰减较均匀 , 音色显得细腻柔和且余音较长。

指尖触弦的角度和深浅也与音色变化密不可分 , 触弦

角度大 (更接近垂直 )、入弦深 , 指尖对弦的控制较

多 , 则音色显得厚实、饱满 , 反之音色相对轻巧、明

亮。关于音色控制的问题 , 笔者在 《筝演奏中的音色

问题》[ 1 ]一文中有所论述 , 这里不再赘述。

音色的运用没有好与不好的绝对概念 , 因曲而

异、合理运用才是音响色彩表现的重要原则。而合理

运用、控制音色变化又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和摸索的

工作 , 当然 , 首先必须具备熟练弹奏各种音色变化的

技巧和培养听辩及寻找音色美的能力。

二、古筝语言表达的情感色彩及程度

古筝语言情感色彩及程度的表达应该符合中国传

统文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对于古筝语言感情色

彩及程度的审度和把握不仅需要演奏者通过读谱去理

解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和创作意图 , 还需要生活的

积淀和情感的酝酿 , 并通过音响形式在演奏中蓄势激

发地展现出来。这种注入了感情色彩及程度的音响形

式表现 , 则是古筝语言中的语气。

语气的表达实际就是对古筝音乐语言的处理。从

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来看 , “气息”的运用对于语气

的表达起着重大的影响 , 在富有韵味和感染力的演奏

中是必不可少的。古筝语言的生动与否 , 音乐形象的

“活”与 “不活”, 很大程度都体现在气息运用的优

劣之上 [ 2 ]。古筝语言中的 “气息 ”源生于思想感情

的运动 , 自然应该体现出其感情的色彩与程度。

气息的运用是古筝语言表达的灵魂 , 它可以使声

音形态发生变化 , 可以使古筝语言的语气产生更加惟

妙惟肖的表达。在古筝演奏中主要体现在呼吸方面 ,

它自始至终贯穿于演奏全过程中 , 且展现了演奏者内

心体验与情绪外延的形态。从演奏起势的吸气准备就

已经与音乐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 吸气的快慢、深浅

一定会与演奏者内心所感受和酝酿情感色彩及程度相

吻合 , 并将其落实于这个音的音响形态上 , 恰如其分

的形成音响与情感融合来实现古筝语言的语气表达。

在演奏一首古筝音乐作品时 , 首先应该对全曲进

行结构分析 , 如同文字语言表达中段与句的划分。筝

曲演奏中 , 从梳理乐段、乐句甚至乐节等关系到理解

乐思和表达乐意是非常重要的。在演奏中对古筝语言

乐段与乐句的表现 , 同样需要运用气息控制来完成。

以 《幻想曲》第一段慢板为例 , 此乐段由四句组成 ,

演奏时应该有四次清楚的气息起收过程来划分和表达

音乐。此外 , 在把握这四句语气关系时 , 同样需要气

息的支配 , 通常 : 第一句是主题呈示 , 气息控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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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稳健 ; 第二句音高有明显的变化 , 主旋律的节奏

与前一句一致 , 且同样起于调式的主音 , 两句之间有

一种承接和递进的语气关系 , 而第二句的结束音低于

第一句 , 因此句尾气息控制可以表现为相对第一句尾

略收的态势 ; 第三句旋律前部分连续上行 , 且在后部

分运用密集节奏变化和大三和弦的旋律进行 , 使音乐

情绪产生明显转换和对比 ; 此语气在这四句中最为强

烈 , 气息控制也应表现得更加深厚、饱满 , 可以略显

急促一些 , 将情绪推向激动的小高潮 , 第四句同样沿

用了第一句的节奏 , 尾音回到了调式的主音 , 并在低

声部运用开放的大三和弦 , 使之与第一句形成强烈的

呼应和归属 , 气息控制趋于平缓到停滞的态势。这种

乐句结构的特征在中国音乐作品中最为常见 , 且在中

国古典诗歌韵律中也常有表现。学生在感悟乐曲气息

的控制时 , 可以朗读一些诗词来体会表达的方式。由

此也可以窥见 , 中国的古典文化蕴含丰富 , 我们应该

潜心地学习和细心地感悟。气息运用的控制在古筝语

言表达中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 缺少气息控制的古筝语

言是松散而匮乏感染力的。根据音乐作品的内涵 (思

想与情感 ) 合理积极的运用气息 , 有助于音乐情感的

表达和神韵的表现。

“韵”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另一个重要审美范畴 ,

然而 , 古筝作为中国传统乐器 , 其音乐语言自然也缺

不了这种似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韵 ”[ 3 ]。北宋范

温在 《潜溪诗眼 》中提出了 “有余意之谓韵 ”的见

解 , 可以看出 “韵 ”是立足于 “意 ”之上的 , 也让

我们找到了 “韵 ”生之源。古筝语言中的 “意 ”来

源于对作品的内容理解和情感体会 , 将理解和体会的

感悟融入到演奏中 , 才能使音乐表达耐人回味 , 而

“韵”则是吸引你愿意去细细品味的神秘力量。这股

神秘力量直接撼动你的心灵 , 但并非空穴来风 , 没有

立 “意”的古筝语言会使表达苍白无力 , 索然无味 ,

而苍白无味的音乐更无从言 “韵 ”。因此 , 对于古筝

语言的表达首先应该从立意着手 , 即对内心音乐形象

的确立。

古筝演奏的 “左手作韵 ”是古筝音乐的灵魂 ,

这里应该强调一个 “作 ”字 , 如何 “作 ”, “作 ”多

少 , 都关系到 “韵 ”的浓淡优劣 , 每位具备一定弹

奏能力的演奏者都会演奏左手的“吟 ”、“揉 ”、“滑 ”、

“按”技巧 , 但如何在乐曲演奏中具体把握 , 使音乐

表现得有 “韵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的。左手的

按滑音使余音形成线状音迹 , 而这种音迹仅仅是一种

音响形式 , 要使其产生对心灵触动、升华为感官上的

精神享受 , 还需要充分融入思想与情感成分 , 表达出

古筝语言的情感色彩及程度。古筝语言中的 “韵 ”

是在文化与思想浸润下内在精神气质的表现 , 它使物

化的音响形式通过 “气 ”的作用产生高低起伏、徐

疾婉转和抑扬顿挫 , 使其具有生命活力。“韵 ”由

“气”生 ,“气”使“韵 ”活 ,古筝演奏中没有“气 ”作底 ,

也就无法使古筝语言生动、鲜活 , 也便无从表现古筝

音乐的情感与内涵。

三、古筝音乐语言表达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是演奏家实现音乐语言表达的主要工

具 , 是表现音乐作品思想感情和精神内容的前提 , 是

完整准确诠释音乐作品的基础。古筝作品演奏效果的

好坏与否 ; 古筝音乐语言表达的生动与否 , 很大程度

取决于演奏者技术的熟练程度。全面细致的分析理解

作品 , 并使内心的情感体会升华为二度创作的源泉之

后 , 合理运用符合作品情感色彩的技术手段表达生动

细腻的古筝音乐语言及感情倾诉 , 才是古筝演奏的最

终目的。

正确的演奏方法是熟练掌握古筝演奏技巧的关

键。一些出色的古筝艺术家 , 演奏方法不尽一致 , 有

的甚至差异较大 , 但音乐表现却都同样具有很高的艺

术性 , 且同样可以深深吸引并感动听众 , 可见正确的

演奏方法并非唯一。那么正确的演奏方法是否有标准

呢 ?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衡定某种方法正确与否 , 有

两条关键的标准 : 首先 , 取决于其运动是否符合自然

规律 , 能否充分释放演奏者的能量来有效控制其进行

艺术创造。一些常见且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古筝演奏动

作 , 如 : 抬肩、抬肘、过分埋头等很容易造成身体局

部紧张 , 使力量在身体中不能通畅运动 , 从而不能最

有效地控制能量的释放 , 不能弹奏出理想的声音 , 更

不能充分地表现音乐语言。古筝演奏的方法是经历先

辈们多年实践、总结、发展演变而来的 , 由于演奏技

术不断发展 , 作品的技术难度、表现力及时代的审美

要求不同 , 演奏方法也更讲究科学、规范和实用性。

演奏者们也应 “与时俱进 ”随时省视自己、不断调

整 , 使之达到更自然合理、更科学高效的状态。

一切高深精湛的技术都基于扎实的基本功 , 加强

基本功训练是古筝演奏者们应该重视的问题。每位古

筝演奏者都会演奏托、劈、抹、勾、撮、摇、轮等技

法 , 对这些简单技法无限次的重复练习 , 使之达到随

心所欲 , 无方神用的境地就是扎实基本功的体现。这

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 科学的练习方法、合理的安

排练习时间、内容和进度是必须的。古筝练习不仅是

练手指 , 更重要的是一种需要调动身体各部位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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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控制的能力。因此 , 在练习中不仅要动手 , 还要

学会动脑 , 用脑子去思考 , 用心灵去体会才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把握正确的方法、勤奋刻苦的将简单

动作无限次的重复练习 , 日积月累定会将技巧练到纯

熟精湛。

古筝是运用双手演奏的乐器 , 技术相对复杂。古

筝双手演奏概念不仅是指钢琴、扬琴等乐器的双手弹

奏发音 , 还包括如琵琶、二胡、古琴等乐器的音高控

制及音韵润色 , 因此 , 要适应多种类型的技术及其组

合。古筝演奏技术类型主要分为弹奏技巧、按滑技

巧、拍打技巧 (常见于当代筝乐作品 ) , 还包括一些

没有广泛运用的为某些现代筝曲而创造的特殊技巧。

弹奏技巧是双手均要完成的 , 在确保正确演奏方法的

前提下 , 演奏者应该对手指的运动速度、力度、音

色、点线交织变化以及双手协调性配合等多方面达到

良好的控制。大多数古筝演奏者都会比较重视弹奏技

巧的训练 , 但仅靠弹奏技巧不足以表现古筝音乐语言

的特别韵味。按滑技巧表现出的某些语言特点才是古

筝音乐的灵魂 , 其运用对于控制音高变化、调式转

换、改变音响形态 , 以及形成各种浓郁的地方音乐风

格和生动细腻的音乐语言语气等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

作用。然而按滑技巧是很多人在训练中容易被忽略

的 , 它主要体现为左手的吟、揉、滑、按技法 , 以起

到以韵补声的作用 , 没有左手吟、揉、滑、按的作韵

补声 , 筝乐作品就不能更充分的体现古筝音乐语言的

韵味。因此 , 我们应该注重对各传统筝艺流派以及一

些具有地方音乐风格和少数民族音乐风格音韵的把

握 , 在基础练习中安排一些风格典型的传统乐曲、小

型乐曲或练习曲来强化左手按滑技巧的训练。拍打技

巧在筝乐作品中常常模仿某种音响效果 , 起到营造氛

围、渲染情绪的作用 , 要求双手的协调性和节奏的准

确控制 , 学习一点打击乐对于双手协调和节奏把握会

有较大的帮助。

演奏技术是作为音乐表现整体行为中 , 以最直

接、具体且并非孤立存在的形式展现 , 不能随音乐情

感内容而合理应用的技巧不可谓之娴熟 , 而脱离音乐

性的纯技巧展示也是缺乏艺术美感的。

结 　语

古筝演奏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 承载着中

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 , 它是技巧与情感、身体

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共同演绎的艺术 , 只有真正领悟

了蕴藏在音乐深处的真实情感 , 才能更好地把握古筝

音乐语言的语气 , 从而充分表达作曲者和演奏者的思

想意图 , 展现古筝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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