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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扬琴演奏与内心听觉 

     内容提要：对于学习扬琴演奏艺术来说，系统掌握演奏技巧、正确运用其技术与方法非常重要，但完

美高超的技术仅仅具备了艺术表现的基本手段。如何更深层地揭示音乐的深刻内涵，使内心情感与音乐形

象得到完美的结合，达到高度的统一，笔者认为：在扬琴教学中应重视培养和发展演奏者的内心听觉能

力，正确理解技术与音乐的辩证关系是提高演奏艺术的关键。为此，文章对内心听觉的培养与训练及如何

进行内心情感与音乐听觉形象的建立作出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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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扬琴教学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演奏技巧是音乐的表现手段，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

促进的辨证关系。作为专业扬琴教师，其主要任务不仅是使学生如何掌握正确的弹奏技巧，更重要的是培

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及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使他们拿到一份扬琴乐谱时，处于不借助任何声响条件下

的全然寂静中，在内心深处想象出、似乎“听见了”旋律的流动，仿佛置身于“急”如万马奔腾、“缓”

如涓涓流水的情感起伏中。这种促使撞击共鸣的因素，笔者称之为扬琴演奏的内心听觉。 

  音乐内心听觉是人们在内心里对某种听过或未听过的音乐的回忆或想象。相对于聆听实际音乐演奏而

言，内心听觉则不受外在声音的影响，也不需要听觉器官感受某种启发，而是在意识里直接想象出近似于

某种实际音乐的音响。教学研究认为：通常人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内心听觉能力，在掌握了一定的理解、

记忆能力后，经过专门训练，内心听觉能力是可以逐步提高的。有资料显示，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作曲

家、指挥家的内心听觉能力能够十分准确地“听到”极为复杂的音乐。由此来看，提高学习者的内心听觉

能力，就是提高和理解音乐艺术的能力。为此，积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音乐内心听觉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了。 

一、内心听觉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音乐是听觉艺术，无论是创作、表演，还是研究、欣赏，都离不开听觉。音乐又是时间艺术，这一特

性使音乐记忆成为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活动的重要前提。音乐内心听觉能力的培养、训练及提高都受到

音乐记忆力的影响，记忆音乐的能力主要由“听觉”、“视觉”、“触觉”、“分析”的记忆能力构成。

“听觉记忆”以对音高、节奏、音色的敏锐感觉为基础；“视觉记忆”以对视唱、视奏能力为前提，使乐

谱上的各种符号深刻地印在脑海中；“触觉记忆”是演奏者对竹法、触弦感觉的精确记忆；而“分析记

忆”则是以音乐理论知识为基础，使之得以进一步加深对乐曲的理解。然而，音乐对于内心听觉能力的要

求又不同于一般，须有较强的感知音乐印象和想象音乐现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是完全天生的，必须

经过严格系统的训练才能获得。 

  将熟悉的旋律从记忆中提出来，这是能否脱离乐谱演奏旋律的基础。当背谱演奏时，只有运用内心听

觉回忆旋律，才能唤起听觉表象，并引导和控制自身的演奏，这就是回想记忆中的音乐现象的意义所在。

为此，学习者应常做以下练习： 

  1.单音内心听觉练习 

  听标准音a¹，记住它的音高。然后，先在内心“想”出将要弹奏的另一个音，之后再弹出，以此辨别

“想”的是否准确，如有误，及时校正。其校正的过程，即是内心听觉能力提高的过程。 

  2.双音内心听觉练习 

  先在内心以单音形式分别“想”出低音和高音，然后再“想”出它们同时发出的音响，之后弹出、校

正。 

  3.分解和弦内心听觉练习 

  先在内心里依次从低到高“想”出和弦音来，然后，静心“想”出弹奏之后的和弦音响，再依次或同

时弹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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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乐句内心听觉练习 

  从一个音的练习，逐渐过渡到一个乐句，先在内心“想”出一个乐句来，然后弹出、校正。 

  5.旋律内心听觉练习 

  用以上方法把旋律连起来在内心“想”出，再弹出、校正。 

  以上练习方法也可反向进行，即先弹出声音，产生记忆后，再在内心“倾听”。之后，尽可能准确地

“听”完整的乐曲，然后在扬琴上弹奏，验证是否“听”得准确，有无遗漏。如此练习，必将受益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在音乐内心听觉能力训练的过程中，应避免长时间大量反复地做某种单一的练习，这

样极易使学习者产生枯燥和乏味感。要充分认识到内心听觉能力的提高是长期训练与积累的结果，不可操

之过急，教师切忌随意加以指责，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应予以肯定，鼓励他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二、内心听觉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扬琴艺术家之所以对乐曲的准确诠释，是来源于对乐曲的正确理解，而正确的理解又依靠正确的读

谱。只有严格地按照乐谱演奏，才能理解作品中特殊的音乐语言，同时，也为背谱演奏创下了良好的前

提。我们知道，背谱演奏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去，所以说，背谱演奏的过程是音乐表现力全面提高

的过程。当演奏者在背谱演奏时，只有运用内心听觉回忆旋律、音色、音质，才能唤起听觉表象，引导和

控制自身的演奏，使脑、心、耳、眼、手这些器官完美地配合，最后使思维、情感、听觉、视觉、肌肉、

神经达到最理想的协调。背谱演奏是视觉、听觉、运动神经等共同配合的综合运动，正确的背谱演奏应该

是注意发挥大脑、视觉、听觉的积极作用，脑子里对乐谱要有清楚的印象。背谱演奏还可以按乐曲的结构

采取分段背奏的方法，对于那些基本上相同，只是稍有变化的乐段更要特别注意其不同之处。通过背谱演

奏，学习者会对乐曲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和深一步的理解。 

  人的大脑不仅指挥着演奏者左右手的配合，而且也支配着诸如读谱、记忆、分析、训练、想象等思维

活动。医学研究证明：人类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两者之间以极高的频率互相转递信息。它们在功能上

具有高度专门化。左脑同抽象思维、象征性关系和对细节的逻辑分析有关，具有言语的、概念的、分析

的、连续的和计算的能力。在控制神经系统方面，它起着比较积极、主导的作用。右脑则与知觉和空间有

关，它具有对音乐、图形、整体性映象和几何空间的鉴别能力。左脑和右脑的分工又不是绝对的，而是协

同互补的，许多复杂的精神活动通常是由左右脑共同完成的。例如音乐，左脑负责旋律(或和声)，右脑则负

责节奏。语言，左脑分管词意和连续，右脑分管声调。它们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专业教师应在这个认

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才能使学生在音乐内心听觉能力方面和演奏上得到全

面的训练和发展。 

  培养和发展音乐内心听觉能力，是全面提高器乐演奏者的音乐才能和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一步

了解和掌握音乐语言特点和规律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应当始终把它作为器乐演奏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听觉概念上努力培养学生对优质音响的听觉形象。 

三、内心情感与音乐听觉形象的建立 

  丰富的内心情感对产生美的听觉、建立美的听觉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音乐的形象不是呆滞的、静

止的，而是活跃的、发展的形象。音乐的音响是依赖于生活的，与所要表现的客观实物有着本质的必然的

不可分割的联系。生活中的音响都存在着互相一般不会混淆的特征和规律，再加上人类的各种情绪在不同

情况下又有各自各种不同的表现特征，这才使音乐家有了利用音响表现各种思想情绪的可能性和基础。听

觉形象运用音乐的音响，如和声、音高、速度、音色、力度等，与演奏技巧组合成音乐形象，即听觉形

象。听觉形象就是把人类生活中的实物，如高山、流水、狂风、暴雨等和人类情感中的喜悦、痛苦、悲壮

等化作声音的形象表达出来。演奏者只有通过音乐的音响才有可能产生听觉形象上的联想和感情情绪上的

共鸣。人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事物、现象，大都与某种声音有密切的联系，都能引起演奏者的回忆和

想象，产生音乐听觉形象。 

  张晓峰的扬琴独奏曲《拖拉机来了》，是作者有感于祖国新农村使用拖拉机耕作、农忙的新气象而创

作的，乐曲运用了律动的节奏型模拟拖拉机欢快的机器轰鸣声的音响效果，使人联想到拖拉机由远及近的

音乐听觉形象。《喜讯》是桂习礼早期创作的作品之一，原名为《边塞喜讯》。乐曲以新疆音乐所特有的

舞蹈节奏型贯穿全曲，使人联想到边疆的人们在听到激动人心的喜讯时奔走相告、翩翩起舞的情景。《春

到清江》是刘维康于1976年创作的一首扬琴独奏曲。乐曲抒发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使人联想到在



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下，清江岸边的冰雪渐渐融化，一滴滴的落在土地上，渐渐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汇聚成小溪流淌起来，从四面八方流向清江的自然景象。《燕歌行》是笔者于1990年创作的一首扬琴独奏

曲。在唢呐、竹笛、笙和二胡等乐器及打击乐的烘托下，乐曲描写了奉命出征的将士，辞家破敌的情景和

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为国捐躯的豪迈精神，音乐主题与其它伴奏乐器音调遥相呼应，仿佛是山川和大地的

回声，力度的逐渐减弱，使人联想到逶迤行进的队伍向远方的战场走去，渐渐在送行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

情景。这样，乐曲就为人们明晰地感受和理解了。 

  历史上优秀的艺术家无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如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美术家、自然

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他不仅以其杰出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使当时绘画的现实主

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还在军事、天文、地质、土木工程、生物学、生理学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见

解和成就。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书中反映出他对于诗词歌

赋、工艺美术、建筑、园艺、药物、烹调以致农业都有研究或了解。可以看到他的知识渊博如汪洋大海，

浩瀚无边。所以，扬琴艺术家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丰富知识结构。不仅学习和掌握与扬琴演

奏有关的知识、信息，更要丰富生活知识和文化科学知识。努力吸取一切对创造音乐形象有用的东西，全

面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以激发内心情感的冲动，以心灵去聆听，用双手来创造。 

四、结     语 

  各种技术的训练与发展是完善扬琴演奏艺术表现的基础，而培养和发展扬琴演奏的内心听觉就是让学

生有高质量的听觉感受能力，以敏锐的音乐听觉和优异的音色作保证，以广博的文化素养为底蕴，精确把

握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表现和理解，提高音乐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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