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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二胡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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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二胡的艺术魅力 

○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 穆晓利 

    二胡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建国以来，它的创作和演奏有了飞速发展，趋于科学化、系
统化，技巧和表现力也更加丰富。现如今，二胡已从“民间状态”走进了音乐厅，走进了大专
院校，成为一门专业的音乐学科，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本文试从二胡的音质特色、民
族文化、演奏技巧、风格流派、改革创新这五个方面入手，分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优美的音质特色：二胡艺术的生命 

    音色即音品，是音乐在音高和强度之外的另一种属性。从音乐表演的角度来看，演奏者试
图通过最美的音色、音质来表现音乐的内涵。因为，美的音色、音质，才能使音乐如虎添翼，
具有生命力。 
    二胡音色具有中庸、适度的特点，它的音域在人的听觉界限的最中心部位。二胡音乐之所
以动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音色十分圆润甜美、悦耳动听，常用来表现音乐中细腻、缠
绵、哀戚、柔美的旋律。因此，我们说，优美的音质特色是二胡演奏的根本之所在。 

传统的民族文化：二胡艺术的源泉 

    艺术演奏重神韵、重意趣，崇尚自然美，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审美传统。二胡艺术作
为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乐苑之花，时刻吸收着这块儿肥沃土地上的养分。在它的两根
弦上流淌出的是一种静态的幽淡美、自然美，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众多优秀的二胡题材来自于民间，动人的艺术形象赋予作曲家、演奏者想象的空间。试想
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独特的情感体验，哪会有瑰丽奇美的艺术联想，也就不会有优美动情、
扣人心弦的乐曲了。如陕北民歌《兰花花》塑造出一个纯朴、善良、活泼，敢于向封建婚姻制
度抗争的农村姑娘形象。而在此基础上改编的二胡曲《兰花花叙曲》以二胡特有的表现力使
“兰花花”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一曲目的成功就受益于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 
多变的演奏技巧：二胡艺术的特色 
    二胡演奏的多种技巧主要包括揉弦、滑音、装饰音等，这些技巧的熟练掌握和合理运用能
达到最佳的演奏效果。以揉弦为例，它分为滚揉、压揉、滑揉3种。在内容丰富、旋律多变的乐
曲中较为常见。例如，演奏《江南丝竹》这种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乐曲时，若不采用小揉弦方
式，则秀丽灵动的江南风情就不能准确地得到体现。在《葡萄熟了》等新疆风格的作品中，较
快频率的滚揉方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引吭高歌、舒展激昂的音乐情绪和载歌载舞的音乐形象。
《江河水》为表现特定的情绪，顿挫的节奏感，以及颤动的内心情感，采用了压揉技巧。《汉
宫明月》中的揉弦恰如其分地将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和略带凄凉的音乐情绪真切地表现了出



来。 
    由此可见，二胡的演奏技巧是纷繁复杂的，充分地体现出二胡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它是表
现特定音乐风格和特殊音乐情绪的重要因素，贯穿于二胡演奏的整个过程。 

独特的风格流派：二胡艺术的个性  

    国乐大师刘天华在上世纪初将二胡引入高等专业学府，正式确立了二胡独奏乐器的地位，
并创作了《月夜》《光明行》等十大名曲和47首二胡练习曲。随后更多的人加入到二胡音乐创
作的队伍中来，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二胡曲目。二胡的风格流派则形成于50年代初期，建立在著
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采录的阿炳的《二泉映月》等经典之作的基础上。以阿炳为代表的民
间艺术家，除了对二胡艺术的发展有着贡献之外，还奉献出了像《中花六板》《欢乐颂》等的
江南丝竹乐曲，这些乐曲的产生和发展，丰富了二胡的曲目和演奏风格。 
    如今，民族音乐迅猛发展，二胡的创作随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涌现出《赛马》《江河
水》等许多佳作。不仅在技法技巧的运用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在创作上也进行了新的
尝试，产生了一批极具现代感但又不乏乡土气息的作品。例如：《秦腔主题随想曲》（赵振
霄、鲁日融合作），采用了西北人最喜爱的戏曲秦腔中的若干曲牌和唱腔，形成了独特的鲁派
风格及秦腔风格。 

大胆的改革创新：二胡的艺术活力 

  刘天华先生使二胡登上大雅之堂，他在不失民族韵味和表现风格的前提下，借鉴、吸收西
洋乐的创作技法，使二胡艺术散发出别样的活力。刘文金创作的《豫北叙事曲》以其厚实的文
化底蕴和作曲理论功力，把二胡音乐的创作推到专业化的领域，同时将艺术演奏技艺提高到了
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都是在汲取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音乐养分的基础上创作出来
的，这是继承二胡音乐优秀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肯定。 
    上世纪50年代起，大批二胡名家对二胡的演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快速揉弦、跳
把，抛弓、跳弓，各种滑音、滑柔等技巧经常用于二胡音乐。比如，二胡演奏家陈耀星，借
鉴、运用我国传统乐器和西洋乐器中的多种技巧，创新和发展了二胡的连顿弓、大击弓、弹轮
弓、弹节弓，快速双弓的抖弓、外拨弦、左右手拨弦等技巧。时至今日，二胡艺术作为一门独
立的艺术门类，大批演奏教育家不断涌现，开创了二胡音乐的新局面。这些演奏技巧的发展以
及演奏理论的研究，都是前辈们辛勤付出的鉴证，他们的心血最终凝结成滋养二胡这朵奇葩的
雨露。 
    二胡艺术从创立、发展到成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才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个
有影响、有特色、有作品、有人才的庞大音乐群体。在二胡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要沿着前
辈们的足迹，在继承和发扬二胡的传统之美的同时，汲取其他音乐艺术的宝贵养分，从而使二
胡这枝颇具魅力的民族乐苑之花绽放得更为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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