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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练习曲与乐曲演奏 

 

□ 宝鸡市豫剧团    ○ 王正祥 

 

     练习曲是针对性的技巧训练和加强各类基本功练习时演奏的作品。演奏练习曲时必须按照
乐谱规定的指法、弓法及要求严格练习，不可随意更改。除此之外，在接触技巧训练前，首先
应弄清其科学的演奏方法，了解该技巧练习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在练习时才会不走
弯路或少走弯路，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练习曲虽然以技巧训练为主要目的，然而在演奏时，切不可只顾技巧而忽视音乐情感的表
达。即在训练中应该注意寻找练习曲中音乐变化的渐次、表情、力度等术语的提示，以及虽未
标示但却隐含于曲调中的细微深刻的情感内涵，使音乐情感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那么，如何
掌握练习曲与乐曲的关系和进度呢？笔者认为，在一般练习曲的程度选择上应适当深于同类乐
曲。也就是说，当基本掌握了某方面乐曲的练习技巧之后，再去接触这方面的乐曲。因为一般
的乐曲都有较严格的曲式结构、主题和思想内容，在演奏时应着重强调其艺术表现以及音乐意
境的刻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乐曲的创作意图、时代背景、风格特点、
音乐主题变化发展的层次等。除此之外，还应发挥演奏者的主观创造性，展开想象的翅膀，根
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去表现音乐作品的意境。然而，要真正练好一首乐曲，绝非一朝一夕之
事。在演奏行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年磨一曲。”其含意并非让人们用十年的时间去学
习一首曲子，而是说，随着个人音乐修养和演奏技巧的不断提高，对一首曲子，每过一段时间
演奏时总会有新的体会和发现，感到有许多地方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说明人们对艺术的追求
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用十年时间，也并非能把一首二胡曲练得十分完美。 

    笔者认为，当二胡的操作技巧达到一定程度时，演奏乐曲便应根据自己的习惯、理解、欣
赏要求以及生理条件，对曲谱的弓指法、音乐表情处理等做适当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应是合
理的并且要符合音乐发展的逻辑，然后予以固定，切不可随意乱改，不按规律操作。 

    那么如何把握演奏速度呢？准确地把握乐曲的速度，是充分展示音乐思想内容的重要因
素。因此，演奏者对所演奏的乐曲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速度概念。而练习曲的速度则直接与技
巧相关，比如，快弓练习，若不按照规定的速度要求演奏，则无法达到其目的。 

    演奏速度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慢速、中速、快速。有些乐曲或练习曲在乐谱上方有明显
的速度数据标记，如  =60、 =120、   =180等，其含意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而每分钟则分
别要求演奏60拍、120拍、180拍。与此同时，一些乐曲或练习曲虽无明显的速度数据标记，但
却标有慢板、小快板、急板等音乐速度术语（具体可参阅《常用音乐速度与表情对应表》）。 

    为了准确地掌握乐曲的演奏速度，初学者可借助于节拍器进行训练。音乐的节奏和速度是
千变万化的，特别是不同音乐情景在相互转换时，速度也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变化，而要适应这
种变化，必须经过严格的速度训练。一般讲，初学时以中速的乐曲练习为宜，当掌握之后，再
进行慢速和快速方面的练习，而这种练习最终则要与快弓练习、慢长弓练习相结合。 



    速度训练中最难掌握的是渐快、渐慢以及散板节奏形式。练习渐快时，容易出现突快的问
题。而练习渐慢时，又容易出现突慢的问题；在练习散板时，由于节奏比较自由，往往不容易
找到速度变化的内在规律，使音乐的速度失调。要克服这些问题，在练习时则应密切注意音乐
速度变化时的分寸感和变化过渡的自然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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