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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二胡演奏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 陕西省歌舞剧院  ◇ 姚建伟 

   随着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传统乐器二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它具有音色优美、抒情
性强、表现性丰富等特点，是我国主要的拉弦乐器之一，在独奏、合奏和伴奏中都占有及其重
要的地位。 
   每个二胡演奏者都想用精湛的技艺，奏出优美的声音，呈现出深刻感人的完美艺术，那么
如何去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呢？本文从二胡演奏感觉的角度出发，试谈二胡演奏的艺术
表现力和感染力。 

动作的声音感觉 

    动作是掌握技巧的要领，它不但是全面进行技术训练的基础，也是演奏中音乐表现的基本
手段。因此，动作是否规范直接影响着演奏效果的好坏，动作的感觉是两手动作的心理感应：
一是左手的形的感觉，即自然放松，手心朝下。按音的四个手指弯曲向下，按指要有独立性，
指力要有柔韧度；二是右手的力的感觉，即用力方向，行弓的长短。握弓的四个手指形成的力
点是由肩而下的，形成一种压力和反压力，拉奏内外弦时要有内掌外挑之感。 
    在乐曲演奏中，大脑支配着音乐感受转变为动作的整个过程，这时我们需要用心感受声
音，避免紧张或多余动作，找到掌握弓子的压力和左、右手协调一致的动作感受。如做快速运
弓和换弦动作时，运弓动作大致分为“手指主动”、“小臂主动”与“指腕结合”等形式，在
保证音质的同时，能让人产生舒服、轻松之感。 

技巧的音色感觉 

   技巧是演奏动作的协调与运用。所谓的技巧的音色感觉，是指演奏者处理音乐作品的应变
能力。不同的技巧奏出的音色是不同的，而能否奏出丰富的音色变化，则是由演奏者思维支配
下的技术掌握所决定的。二胡的音色丰富多变，涉及各种滑音、装饰音以及柔弦和弓法变化等
方面，这些技巧在众多的音乐风格中常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使演奏更具表现力。 
   黑格尔有句名言，“只有用恰当的方式把精神内涵表现于组织的声音形式，音乐才会成为
真正的艺术”。这句话表明艺术在于传神，技术在于巧妙，技术运用是受演奏感觉支配的。只
有演奏者按照音乐作品的要求把技术巧妙地结合起来用于表现音乐内涵，并以多变音色来揭示
人的内心的情感世界，这样才能体现出完美形态的音乐艺术。二胡的音色特征有浓与厚、淡与
薄、圆与润、暗与淡等，从演奏技术的层面上看，不同音色的运用并不是单一出现的，如：刚
柔、明暗、薄厚、深浅、干润、虚实、尖圆都可以结合，它是根据艺术表现需要加以转换的。
因此，演奏者在处理乐曲的音色变化上，要把握以下几点：首先，必须要有不同音色的听觉概



念和相应技巧的掌握，这需要演奏者不断提高区别不同音色的能力。其二，演奏时，应先明确
乐曲的背景、主题、旋律、特色，然后考虑如何运用相应的技法来表现。演奏者需要潜心体
悟，根据乐曲的不同风格、情绪、音调，在调性、旋律等的处理上运用恰当的技巧，从而塑造
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音乐形象来。不同的音乐变化，来自于相应的演奏方法。有些演奏者在演
奏时没有考虑到乐曲的风格和情绪，没有很好地理解和体会演奏技巧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机械
反应怎能展示出乐曲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呢？作为一个优秀的二胡演奏者，在重视技术训练
的同时，还应加强对二胡音色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音乐的深层理解，从而找准演奏感觉，使演奏
更具震撼力。 

气息的心理感觉 

   内行人常说：“调气得法，方知其妙趣无穷。”的确如此，演奏时的感情表达、乐曲中的
内在律动和声音的把握都与气息的运用有着直接关系。无论是学习声乐还是乐器，演唱或演奏
时是否进入状态，看的就是如何运用气息。所谓气息，就是气韵。只有掌握好乐曲旋律的气点
命脉，才能将其特有的底蕴体现出来。每位演奏者对音乐进行过程中的呼吸感都有精心的设计
和处理，伴随着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乐曲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由此可见，在演奏乐曲的
过程中，气息的运用对演奏者来说极其重要，是提高乐曲表现力的必要条件，它涉及力度的控
制、乐句的语气、旋律的流动以及乐意的内在表现。 
   气息（呼吸）感觉依赖于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演奏中的气息运用，受音乐内容、节奏、
力度、速度及演奏技法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且与演奏的需要相适应。气息的运用处理得当的
话，能给人以生动、准确、畅通之感。根据不同乐曲的情绪，气息的感觉可支配两手的位置。
也就是说，气息运用和形态动作有着密切联系，在演奏的形态上，如两手的开合、手臂的展
收、上身的松紧都与呼吸相配合，开吸合呼，展吸收呼，起吸落呼。气息感在乐曲中的表现主
要体现在句首的起音，句尾的收音，分句之间的衔接，以及轻、重和不同音节的变化等。 
   只有不断地去实践和体会，才会有助于激发演奏者的热情。有的人基本功、技巧都很好，
但是在演奏乐曲时常常出现中断情况，不能完整地表达音乐，其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持久的音乐
思维能力和表达乐曲情感的气息心理感觉。 
   二胡的演奏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作为演奏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理论
功底，还要有较强的音乐创新能力，音乐的表现来自声音感觉，只有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培
养、完善演奏二胡时的多种感觉，才能不断提高演奏者驾驭作品的能力，从而达到理想的演奏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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