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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提琴揉弦技术的运用 
□ 陕西乐团交响乐队  ○何波 

一、揉弦的发展历史 
    揉弦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证，但至少在17世纪，就已开始运用常规揉弦和双指紧贴颤揉这
两种揉弦技巧。揉弦是模仿人声来传达表情的一种手段。当人的心里感到喜悦、痛苦、憎恨和
喜爱时，说话的声音一定会带有不稳定的、颤动的、变化的声调，这是由于我们在强烈的情感
激动时，不能完全控制声带的缘故，是一种感情的流露，不同声音的颤动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
表现。小提琴有资格被称为间接的歌唱跃起，它能够奏出在表情方面接近人声的声音，甚至在
表现的多样化方面还能超过人声，这就是揉弦的特效之一。 
    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早期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使用揉弦是18世纪意大利学派的小提琴家帕格

尼尼。德国学派著名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是19世纪后半叶与斯波尔齐名的小提琴家，他为了在小
提琴上模仿歌声而采用很密、很快的揉弦，以此作为表现手段，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演奏风

格。当时把在这种情况下奏出的音响叫做“受激发的音”。19世纪法比学派的小提琴家伊扎依
先后跟维尼亚夫斯基和维俄当学习过，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他是音乐史上第一位采用宽幅而
强烈揉弦的人，主要是为了表现乐曲的激动感情和加强歌唱性。他的这种宽幅而强烈的揉弦奏
法，是随着演奏者的内心变化而变化的。俄罗斯学派的美国小提琴家海菲茨，他的揉弦微妙入
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纵观小提琴揉弦的发展历史，从意大利学派、法比学派、德国学派到俄罗斯学派的揉弦，各
学派的巨匠，都不是原封不动地维持该学派的揉弦风格，而是不断发展其风格，互相影响，取
长补短，采撷众华，丰富自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揉弦方法。 

二、揉弦的种类 
    揉弦基本上有三种方式：手指的揉弦、手的揉弦以及手臂的揉弦。这三种揉弦有它们各自的
特点，都有自己的音色。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奏家完全有必要全部掌握。因为这三种揉弦
的相互结合，给了表演者在音色和表情方面以广泛的表现可能性以及更有个性的声音。 
    以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手腕揉弦为例，它的特点是腕部联合关节弯曲与伸直，它的表现方式为
幅度不大但有节奏的动作。这种揉弦擅长演奏叙事性和抒情性的音乐，具有柔和、优美的特
点。后来，提琴界认为手臂揉弦才是先进的学派。手臂揉弦的特点是肘部关节的弯曲与伸直，
它有较大幅度的动作。随着关节的主动作用，肩关节也产生小的动作。它擅长表现刚毅、激
情、粗犷的情绪。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我感受到这两种揉弦方法各有所长，但是，如果只是
片面强调其中某一种揉弦方法而去演奏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那么就会产生不恰当的演释。好
的手指揉弦比另外两种揉弦的训练要困难得多。因此，在没有充分控制好手臂的揉弦和手的揉
弦之前，最好不要去学手指揉弦。这样的揉弦对演奏者的要求较高，它既需要演奏者内心必备
对音乐情感的敏锐力，还需要机能上的协调性。在使用中要把手指放平，在声音发出来以后，
从手指的小关节处轻微地下陷，来造成一种效果。 



三、揉弦在音乐表演中的应用 
    技巧为音乐服务。演奏家的主要责任是力图再现作曲家的内心活动，给予作品以新的活力。
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表达的形式也不一样。例如，希贝柳斯对大自然的热爱，德彪希对
水和云的喜爱。另外，不同时期的又有所不同，表达的方式也有区别。如巴赫的作品，创作继
承了前人的众赞歌和管风琴曲的传统，吸收并运用了复调技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既具
有高度逻辑性，结构严密，又具有内在哲理性，深刻隽永。当我们演奏其无伴奏作品时，为了
突出空旷、毫无杂音的发音效果，以及演奏双音、和弦时的和声效果，对揉弦要注意避免过
多、过密以及那种使声音不稳定的方式。此时，应采取以手的揉弦为主的揉弦方式。在慢的乐
段时，更要注重解决因节奏的严谨，给音符之间带来揉弦连接的困难。当连续演奏连弓较快的
小音符时，我建议最好不使用揉弦。在演奏一些中速音符时要注意使用非常少的、几乎不被察
觉的手指揉弦，要尽可能做到控制好揉弦的幅度、频率，不影响发音和音准。 
    再如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的音乐风格典雅、情感真挚而毫无颠沛辛劳的痕迹。他那朝气蓬
勃、辉煌明快的节拍，以及那美妙动听、晶莹剔透的旋律，使他的音乐形象个性突出、栩栩如
生。当我们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时，揉弦应着重突出表现其明亮、欢快而具节制的一面。此时，
为了不使手指在弦上有任何沉重的压力，要特别注意手指触弦点的松、紧，并同时注重揉弦后
对声音产生的效果。为使声音达到明亮透彻的效果，要选择比较窄的触弦点和频率稍快的揉
弦。另外，还特别要注意揉弦与弓速配合下所产生的效果，它突出的表现力是莫扎特音乐不可
忽视的。在任何情况下，演奏莫扎特的音乐都要把握得恰如其分、适可而止。 
    以上只是列举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作品。对于每个作家和每首作品，作为演奏者，在揉弦的应
用上要尽可能地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其特定的风格。 
    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加拉米安曾说过：“各种类型揉音的结合，加上弓所作出的各种力度变
化，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给提琴家的表演以生命、色彩和变化。” 
    我在长期的学习与工作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另一种揉弦方式，我称它为“复合揉弦法”。
这种揉弦法介乎于手臂揉弦与手腕揉弦之间，肘部关节与腕部关节同时颤动，还可以根据音乐
作品的需要，或以肘部主动带动腕部，或以腕部主动带动肘部。在演奏实践中还借鉴、移植了
手指揉弦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这种方法的特点，在速度、幅度和强度上都可以有很大
的变化，能按要求放慢、加快，或是停止揉音，能从一种揉音很自然地转换到另一种。这种技
巧需要长期锻炼和实践，如果能熟练地掌握这种技巧，演奏者就能出色地把自己对音色的感觉
准确地表现在他的琴声中。 
    基于上述浅论，不难看出，揉弦是小提琴一个基本的、一般性的演奏技法，不仅仅只是一种
技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更具一种音乐创造的独特意义。本文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专
业教学以及演出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对其技术理论的探讨，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作为一个合格
的小提琴演奏员和教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多种揉弦方法，这样才能在演奏不同的作品时如鱼得
水，在教学工作中应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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