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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双簧管演奏中的呼吸 

□ 陕西省歌舞剧院  ○ 李铁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呼吸总是用鼻子而不用嘴，但在演奏双簧管时，呼吸则是用嘴。主要
原因是鼻管通道窄小，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入足够的空气。因此，双簧管呼吸法有别于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呼吸，它是高度技术性呼吸，是后天训练的结果。 
    呼吸对双簧管的音色、音准、力度的变化及口型都有影响。如双簧管发音的优美、充实、
清晰、音质与力度的变换及演奏者口型肌肉的紧张度，都与呼吸的正确与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
系。同时，呼吸对舌和手指技巧的灵活运用也有很大的影响。 
    要在极短时间内吸入足够量的空气，口与鼻子就必须同时吸气。具体步骤为：先让学生拿
好双簧管，哨子放在上下唇之间，在嘴唇向内包牙齿的同时做“O”形口型，在极短的时间内把
空气吸入腹部。初学者吸气时往往声响较大，这说明学生的呼吸道不够顺畅，教师应及时检
查，帮助学生纠正不正确的呼吸方法。否则，时间一长成习惯了，今后录音时吸气声就会被录
进去，从而影响演奏效果。 
    演奏双簧管时，呼与吸，其时长是不同的。吸气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入大量空气，而呼
气的时间则要尽可能延长，即均匀地、逐步地慢慢呼出。吸气时，肺叶扩张，横膈膜下降；呼
气时，腹部肌肉包括腰部都要保持一定的紧张度，这时有下沉的感觉，腹部肌肉朝腰部的四周
向下扩张用力。 
    双簧管不同于其他管乐器，对气量要求并不多，所以初学者每次吸气时都不要吸得太满太
多。教师最好让学生按照所要吹奏的谱例的多少、乐句的长短来适量吸气。而且呼气时要均
匀，最好不要有颤抖的动作或突然的力度变化。如果乐曲本身有特别要求的话，那就另当别论
了。 
    呼气时，放松喉头是最重要的。口腔打开，呈“O”形，气息的变化应由呼吸肌来控制。
在吹奏中，喉头只是一个通道而不是阀门，所以一定要放松。如果喉头过于紧张，声音就会嘶
哑、呆板，而缺乏宽广、柔和。喉头的放松与口腔的打开是有关联的，口腔开得好，喉头就较
容易放松。那么口腔打开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应该是气息从咽喉出来之后有向上的感觉，好像
指向鼻腔，甚至是前额。口腔问题的解决对演奏者今后在音乐上的通畅和饱满，对高音A音以上
音与中低音的统一有着重要的作用。初学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初学者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呼吸。有些初学者在吸气时耸肩，这是错误的。因为耸肩不
可能使横膈膜得到足够的扩张，导致不能充分地吸入空气，从而使演奏者变得极为紧张。此
外，呼气时立即收腹也是不正确的。这样做不仅使吹奏者得不到气息的支撑，而且也不能有效
地控制呼气的速度。所以对教初学者的教师来说，首先要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这一点
对演奏者的一生都有很大益处。 
    有些初学者往往有憋气吹奏的坏习惯，这主要是因为演奏者没有掌握好呼吸技术。学生在
演奏过程中，呼气时因为怕占用过多时间，就憋住气一直演奏，直到一口气吹奏完为止。这种



方法对演奏者危害极大。憋气演奏时，精神和体力上的压力都很大。演奏者除了考虑怎样维持
演奏外，其他的都无从考虑了，从而造成节奏前赶、声音呆板的不良结果。所以初学者从一开
始就要养成呼气时的良好习惯，一定要练好吐气技术。教师在教学生演奏一部作品时，要根据
学生的体力和能力确定吐气的时间。当学生演奏到该换气的部位时，教师要暗示学生进行吐
气。经过长期练习，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学生便可逐渐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了。学生在吹奏
一首较长的乐曲时，到了换气的地方往往只是刚张嘴、气还没吐出多少，就急着演奏下一节
了，这样的做法亦不正确。此时教师一定要让学生将废气完全吐出之后再接着演奏。只有逐渐
加快吐气的速度，日后才能掌握正确的呼吸法。 
    掌握良好的呼吸和换气方法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常年坚持的一个中心点。演奏时，呼吸及换
气是位于腹部和下腹部，而不是胸部。如果用胸部，因其下方有硬肋骨，吸气量受到限制，演
奏便不能持久地进行。比较而言，用腹部和下腹部就没什么阻碍了。 
    有的初学者在腹式呼吸时，用了一种机械式的顶腹动作，表面上虽然模仿了教师的吸气动
作，但实际上气并没有吸入腹内，呼气时一下子就断了气，无法继续演奏。这说明学生并没有
依靠横膈膜向下收缩吸入大量的空气，只是腹部向外隆起而已。因此，在教学中发现学生有此
类错误，教师一定要及时纠正。 
    双簧管的呼吸与其他管乐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就是哨子的风门很窄小，在演奏时所能排
出去的气量很少。有些初学者由于没有掌握好呼吸法，在演奏中往往使气压顶到喉部或颈部，
使颈部血管受到压迫，血液循环受到阻碍，出现脸红脖子粗的现象。甚至有人说，听双簧管演
奏，“只能听其声不能观其人”。当然，科学的呼吸法就完全可以避免类似的现象。 
    有些初学者虽然利用了吸、呼两群肌肉相互矛盾的关系，但由于过分紧张，肌肉处于痉挛
状态，气流不能均匀地呼出，声音很紧张，音质、音准也受到了影响。长此下去，学生还可能
得胃病，无法继续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了。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吹奏者“鼓腮”，嘴唇和牙
齿之间充满了空气。这是由于没有真正掌握好正确的演奏口型所致。在教学中还应当注意，有
些学生在吹奏中错误地用咽喉来帮助吹奏，以致发出喉音，或将气冲到鼻腔而发出鼻音。时间
一长，音质就会受到影响，声音发硬、不柔和，颤音就会变成“哭腔”，吐音也会变硬，而不
是灵活奏出，所以要放松喉头、打开口腔，掌握正确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演奏出柔美的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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