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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栏目七篇文章涉及乐器中西兼备。

西洋乐器有分析舒曼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声乐与

钢琴的完美融合》，有研讨中提琴演奏的《小提

琴转中提琴的五个技巧问题》，还有分析《卡门幻

想曲》长笛演奏的技巧运用。中国乐器演奏方面，

《琵琶轮指的运用》涉及一种演奏技法在不同风格

作品中的使用，《琵琶伴奏在民族歌剧中的运用》

研讨乐队中民乐独奏乐器的运用。两篇文章针对性

很强且分析细致，实践价值很高。舒曼作品的伴奏

分析条例清晰，感性、理性兼备。《“独酌”之

美》三弦碟评言简意赅、视野开阔，谈出了作者对

这门乐器表演、创作与教学的独特体会。

——傅显舟

器
乐
演
奏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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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酌”之美
——从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说起

魏 玲*

如今，市面上民族器乐演奏的音像制品繁花似锦、琳琅满目，却极少能见到三

弦音乐的专辑。“始于秦代弦鼗”经千百年流传、至今仍然运用于100多个剧种、曲

种、乐种的优秀弹拨乐器的三弦颇遭冷落。个中原因很复杂，一时很难说清。这与

近20多年来不少三弦演奏家、教育家弃三弦而去教古筝弹琵琶奏阮咸等其他乐器，

致使从事三弦专业的人才锐减不无关系。最近收到张柳萌送来的题为“独酌”的三

弦独奏DVD专辑，怀揣着迫不及待的心绪，我连续观看了数遍，感触万千。

记得1996年夏，受谈龙建老师的委托，我曾经给张柳萌上过几次专业辅导课，

那时的张柳萌还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小女孩。十几年间，她已长成一位才气横溢技艺

超群的三弦演奏家，现如今的张柳萌已是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教

师了。三弦独奏专辑收录了张柳萌演奏的风格各异的7首乐曲——从江南丝竹到梅庵

* 魏玲，女，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高级讲师，硕士，三弦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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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从北方曲艺到西域沙漠，从传统古典到现代风格；从三弦独奏重奏到交响乐

队协奏——张柳萌所表现出来的严谨娴熟的演奏技术、大气磅礴的艺术气质，沉稳

厚重的传统底蕴、举重若轻的把握能力使我们这些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三弦专业

人士感到震撼和激动。震撼的是，三弦音乐表现力的丰满与演奏技术的拓展已然超

出了我们对于三弦的认知水平；激动的是，年轻一代的三弦演奏家脱颖而出，他们

已经可以承担三弦事业继承发展之重任，然而，激动过去之后的思考使我逐渐领悟

到这张专辑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张柳萌的演奏艺术，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近年来中央

音乐学院在三弦专业的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人才培养、演奏艺术、教学

系统、音乐创作、美学追求，乃至学术思想学术眼光的综合性考虑。我认为，这些

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第一，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所体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教学理论所取

得的成就。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三弦专业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

和几代人的努力，从专业教学的基础理论到技术训练的系统化建设，从教材结构的

不断完善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的教学实践都显示出稳定的和高水准的教学质量。

特别是近10年来培养的优秀三弦演奏人才，不仅在国内外演奏比赛中获得了良好的

成绩，而且在不同风格、不同形式音乐作品的演奏中显示出精湛的演奏艺术、良好

的音乐素养以及把握音乐的能力，得到了国内外乐坛的好评。例如：张柳萌演奏的

《三弦与乐队的协奏曲》，研究生程珊演奏的三弦与交响乐队的《三番》，研究生

王玉演奏的《反二黄慢板与小开门》等，在生动准确地表现乐曲风格与华丽自如地

炫耀演奏技术的同时，个人的音乐才华和个性也充分得以展现。

第二，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所体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建设的学术思

想。坚持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追求艺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广泛地学习和

汲取不同艺术流派、不同曲种剧种的音乐风格，以达到培养优秀三弦人才之目的。

在专辑中，张柳萌演奏的《行街》是一首江南丝竹名曲，优美的旋律细腻流畅，连

绵不断，小三弦的清亮明朗之声与琵琶的珠落玉盘之韵相映成趣，惟妙惟肖。张柳

萌演奏的《风雨铁马》是近、当代三弦宗师白凤岩先生以北方曲艺的语言风格为蓝

本创作的乐曲，描写了北京古建筑的房檐下悬挂着的大大小小的铃铛——北京人称

其为“铁马”，在风雨中叮当作响，忽远忽近，忽明忽暗，透视出古都的壮观和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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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张柳萌弹奏三弦的声音刚健而不失委婉，明亮而不失厚重，风格的拿捏不温不

火，尺寸的把握恰到好处。通过传统音乐的学习，年轻的学子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

音乐的魅力，从而深刻地表现中国人的艺术与情感。

第三，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所体现出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建设发展音乐

创作的努力与追求。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演奏艺术的成熟发展对于作品的依赖和需

求都是迫切的，而几乎处于边缘化的三弦演奏艺术对于音乐作品的渴求更加紧迫。

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三弦国际音乐周”、“说变——中央音乐学院三弦

音乐会”、“天韵——庄昉三弦独奏音乐会”、“独酌——张柳萌三弦独奏音乐

会”、“弦逸——程珊三弦独奏音乐会”、“花蕾弦韵——中央音乐学院三弦系列

音乐会”等学术活动都向作曲家委约和征集三弦新作品，产生了一批颇有新意而又

形式多样的新作品。如：白皓钰创作的《鹊起——为九把三弦而作》；孙小松创作

的《秋暮——三弦五重奏》，谢鹏创作的《弦之吟——为12把三弦而作》等。这些

作品不仅推动了三弦演奏艺术的丰富，拓展了三弦音乐的表现力，甚至改变了人们

对三弦这件古老乐器的认识。

第四，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所体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成

果。多年来，在民族器乐表演专业的大家族里，阮、三弦、管子、古琴、柳琴等一

向被冠以“小专业”之称，尤其是三弦，常常以所谓特色乐器为由被排斥在各种形

式的演出和比赛的大门之外，因此三弦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困境，中

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的学科建设不因小而沉沦，不因小而自卑，不因弱势而放弃，

多年来甘于寂寞，努力坚持，从初级教材的编写到传统音乐的挖掘，从教学理论的

研究到演奏艺术的实践，从附小附中本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点点滴滴地积累，

一丝不苟地努力，培养出一批以张柳萌、程珊、庄昉、王玉等为规范的优秀毕业

生，他们所代表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专业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我相信，他们的专

业知识与艺术才能对三弦今后的发展必将发生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所谓的小专业也可以有大发展，也可以做出大成就，学科建设不仅

在于规模大小更在于质量高下，专业发展不仅在于规模大小更在于成果优劣。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们是否可以延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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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小专业，只有小作为”呢？ 张柳萌三弦独奏专辑令我思索着，令我发自内

心地感叹着：三弦的独酌之美，美在甘于寂寞、耐住寂寞；美在自斟独酌、专注执

着。被列入小专业的三弦，以自觉奋进的意识、求进取求发展的努力，高屋建瓴的

学术眼光，在中央音乐学院绚丽地绽放花朵，完美地结出硕果。

 谈龙建：《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中央音乐学院阮专业的学科建设

与发展给予我们的思考》，《人民音乐》 2012年第1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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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耀星的演奏中，各种技法交互应用，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在江南丝竹《行

街》和《水乡欢歌》《春绿江南》等富有江南音乐风格的乐曲中，多变的“擞音”“垫指滑音”

和“小垫揉”“跨连弓”等演奏技巧频繁地出现在乐曲中。这些技法的应用给富有浓郁地方

音乐风格的乐曲又锦上添花地平添了许多色彩。在《战马奔腾》《发射场上》《陕北抒怀》和

《山村小景》等乐曲中，“擞音”“垫指滑音”“小垫指揉弦”和“快速连顿弓”“大击弓”“双

弦快速抖弓”等演奏技巧的不同应用效果又凸显了他独具一格的演奏特色，更生动准确地表

现了音乐的情绪、风格和内涵。

浅谈陈耀星二胡演奏技法

韩 石*

下面将陈耀星常用的演奏技法予以分述：

一、擞音

“擞音”在二胡演奏中的运用多为“江南丝竹”等民间乐曲演奏中常用的加花

装饰手法，即我们俗称的“小颤音”和上、下、前、后“倚音”等技巧，是美化旋

律音和加强音乐风格色彩的小装饰音。陈耀星通过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掌握，继承

和发展了不少源于民间的演奏方法。在他的演奏中，“擞音”是最常用的指法技巧

之一。多种变化的“擞音”奏法经常和“垫指滑音”“小垫揉”“跨节弓”“跨连

弓”等技法水乳交融地在演奏中应用，生动准确地表现了乐曲的特定情绪和风格。

* 韩石，男，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讲师，本科，二胡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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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乐曲中应用的“擞音”奏法不但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也非常细腻丰富。下面

将最常用的“前上单擞音”“前下单擞音”“前上双擞音”和“前下双擞音”几种

擞音技巧予以说明：

1. “前上单擞音”

“前上单擞音”又叫“唤音”，也可叫“导音”，即在旋律音前面增加一个高

于旋律音的单音辅助装饰音，比如 可以奏成 在《喜盈门》这首乐曲
中，

可以奏成

“前上单擞音”在此乐句中的连续使用是极为精妙的，这句旋律是《喜盈门》

第一段末逐渐向段落高潮推进的过渡句，“前上单擞音”的使用增强了此处旋律前

进的动力，使渐快并推向高潮的过渡更为自然，并使原本就富有动感的旋律显得更

为活泼和更富有生命力。

2. “前下单擞音”

“前下单擞音”又叫“透音”，也可叫“垫音”，请看下面旋律：以上旋律一

些音增加一个低于旋律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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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辅助装饰音，《节庆》这首乐曲就可以奏成：

“前下单擞音”在这个乐句中多用在两个相邻同样音符的后一个音符上，不但

消除了音符重复的呆板感，反而使同一音符的连续出现充满动感，产生了既跳跃又

连贯、旋律进行积极主动的听觉效果。而“前下单擞音”在《陕北抒怀》中的使用

与在《节庆》中的使用目的和效果又是截然不同的，如《陕北抒怀》开头处旋律：

可以演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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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单擞音”的运用加强了这段慢板中悠长旋律的律动感，增强了其音乐进

行中的风格语气，并使乐曲的音乐语言更富有地方特色。

3. “前上双擞音”

“前上双擞音”又叫“双唤音”，也可叫“双上导音”，即在旋

律音前面增加一个高于旋律音的双音装饰，如可以奏成如《水乡欢歌》这首乐曲中

板部分的旋律：

可以奏成：

“前上双擞音”的使用透出江南水乡小镇的秀气，使旋律更为灵动。在《献给

母亲的歌》这首乐曲的慢板中，“前上双擞音”的使用使旋律更为亲切，从而唤起

人们心中对母亲无尽的情感。而“前上双擞音” 使用在这首乐曲快板中则使音乐的

情绪更加活泼欢快。

4. “前下双擞音”

“前下双擞音”又叫“双透音”，也可叫“双下垫音”，

即在旋律音前面增加一个低于旋律音的双音装饰，如奏成《山村小景》这首乐曲的

小快板旋律：



·11·

>>> 器乐演奏 <<<

可以奏成：

“前下双擞音”的使用为旋律增添了活泼俏皮的意味，为小快板欢快喜悦的气

氛加分。

除此之外，尚有“后上单擞音”“后下单擞音”“后上双擞音”和“后下双擞

音”几种“擞音”的演奏技巧。在陈耀星的演奏中，它们常常根据音乐风格和情绪

色彩的需要混合应用。比如在《春绿江南》第一段中上述多种“擞音”技巧的混合

应用就比较频繁也较为典型。例:《春绿江南》第一段中

可以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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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辑

多种“擞音”技巧的频繁使用在这首乐曲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首乐

曲生动活跃起来，并使其江南风格更加浓郁，旋律更为优美动人并透着古朴丝竹的

韵味，真可谓美不胜收！另在《水乡欢歌》和《节庆》等乐曲中，亦有异曲同工之

妙。

关于“擞音”，在陈耀星的《浅谈二胡演奏》这篇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

“‘擞音’，就是在本音的前或后加进一个级进的、极短而不明显的辅助装饰音，

记写在音符正上方即‘擞音’ 这种手法在民间广为流传。甘涛教授在擞音手法上创

造了多种符号。”在陈耀星所创作乐曲的乐谱中，例如:《战马奔腾：陈耀星二胡曲

创作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擞音”的运用多是

用这些符号（后经过陈耀星的再次发展规范）来标注的。现将这些擞音符号归纳介

绍如下：

“前上单擞音”，用符号“—”标注；“前下单擞音”，用符号“—”标注；

“前上双擞音”，用符号“∧_”标注；“前下双擞音”，用符号“∨ ”标注；“后

上单擞音”，用符号“—”标注；“后下单擞音”，用符号“—”标注；“后上双

擞音”，用符号“_∧”标注；“后下双擞音”，用符号“ ∨”标注。

关于“擞音”的演奏方法，总的来说是极短而不明显，即所谓的“一带而

过”，双擞音也同样应该比复倚音更为短、弱，不像倚音那么明显。而“擞音”在

乐曲中的具体使用正如上所述其目的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在陈耀星的演奏中，

“擞音”在各个风格迥异的乐曲中随着音乐情绪色彩的变化或轻盈、或欢快、或着

重……，使“擞音”的使用真正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赋予了“擞音”更为丰

富的音乐表现力。

二、快速连顿弓

“连顿弓”的演奏技巧最早见于陈耀星与周根炉先生共同创作的乐曲《江南晨

 陈耀星：《浅谈二胡演奏》，载于陈耀星《战马奔腾：陈耀星二胡曲创作集》，湖

南教育书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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