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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的演奏技术与审美风格
——以两部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为例

◎青彦言
摘要：在小提琴演奏中对作品审美风格的全面把握是演奏者不断进行练习的一个主要目标与追求，审美风格的把握离

不开演奏技术的支撑。本文以两部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为例，说明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风格及其作品的独特精神气质的技术

性实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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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不仅是西方管弦乐队中的最重

要的乐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最常见的、

当代音乐生活中广泛普及的乐器。虽然欧

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早已将小提

琴带入我国，但小提琴艺术的中国化发展

却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我国专

业音乐教育的发展、随着城市音乐的发展，

小提琴不仅成为我国高等音乐院校管弦乐

教学的重要专业方向，更成为大众音乐运

动的一个部分。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

都曾以小提琴作为指挥爱国群众歌咏运动

的重要乐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小提琴艺术不断发展，在专业教学、

表演实践、音乐创作等领域全面开花。涌

现出诸如盛中国、薛伟、俞丽拿、吕思清、

宁峰这样的优秀表演艺术家，而小提琴协

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则一度成为中国

小提琴音乐艺术走向世界的代表作。小提

琴艺术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与这件乐器所

具有的歌唱性、抒情性音色特质密不可分。

在音域上小提琴比传统弓弦乐器二胡要宽

很多，音色上更为饱满、明亮，既能够表

现人声的歌唱，又能够在琴弓的上下翻飞

中演奏复杂的极具器乐化特点的音乐片段。

而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

绕不开的、常提常新的话题便是小提琴的

演奏技术与审美风格，即站在演奏者的角

度，如何通过一定的演奏技术表现出具有

中国风格的小提琴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蕴。

对小提琴表演实践中的民族化问题的

讨论，若不结合具体的音乐作品很难说清

其中的问题。这是因为不同作品虽在整体

上体现出中国审美意蕴，但由于作曲技术

手段、音高组织形式、作曲家赋予作品的

精神气质之不同，在具体的民族风味的表

现上，在审美意蕴的表达上又存在不同。

这种似乎细微的差别实际上将决定演奏的

精神气质。以作品为中心，在民族化审美

的大前提下，以演奏技术为手段，实现不

同作品不同精神气质的表现，应该成为当

代中国风格的小提琴作品的演奏实践中一

个亟待重视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本文抛砖引玉，以作曲家黄安伦创作的《B

调小提琴协奏曲》（1995 年）与王西麟创

作的《小提琴协奏曲》（1984/2000 年）

两部作品为个案，结合演奏技术与审美风

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更重要的是

本文试图以个人演奏实践与教学经验提供

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演奏实践研习方法，并

希望能为本领域的深入讨论添砖加瓦。

一、文献阅读与文本分析

对演奏作品的乐谱文本进行研究，其

目的是对作品的基本演奏技术、音响结构

呈现方式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气质的基本把

握。也许在一般的演奏者眼中这种分析工

作似乎是多余的，尤其是在对西方古典时

期的名家名作的演奏训练中，耳濡目染名

家演奏版本，并在导师的示范下进行训练，

似乎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并不需要对作品

中除小提琴声部的其他音响结构层次（对

位的、和声进行的）进行详细的认知分析。

这种对作品的学习演奏模式显然会将作品

音响层次割裂，对演奏技术缺少在具体音

乐语境中的揣摩，势必将造成演奏的同质

化或是模仿化。笔者注意到，在小提琴学

习与演奏中，我们除了对演奏乐谱文本的

整体性分析尚有待深入外。对音乐创作领

域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亦缺乏必要的学习与

借鉴。一部音乐作品首先是作曲家的创造，

对作曲家创作意图、创作技术手段、创作

风格的把握是演奏正确与否的根本前提条

件。因此研读相关作曲技术分析文献应纳

入演奏学习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这样，对

我们所要演奏作品的研究文献的学习以及

对作品乐谱本身的分析就应该成为演奏之

前的必要环节。

目前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我国

学界对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曲技

术上，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三篇文

献对演奏者认识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冯公让《黄安伦〈B 调小提琴协奏曲〉

的结构》（2012 年）、曹兴亮《王西麟〈小

提琴协奏曲〉分析研究》（2015 提）、段

蕾《民间音乐语汇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

深度交融——析王西麟〈小提琴协奏曲〉》

（2016 年）其中前两项研究成果均为硕士

研究生论文，在对作品的整体音乐创作技

术手段、音乐结构的认知方面都有非常深

入的研究。以三篇文献为基础，对乐谱文

本进行演奏分析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也减轻了演奏者对音乐分析的某种“畏

惧心理”。由于篇幅有限，以下笔者将以

分析提示的方式对其中涉及审美风格的关

键性分析要素进行讨论。

就本文所要讨论的两部作品而言，在

体裁上均属于小提琴协奏曲，但在音乐语

言风格上却显示出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

凸显的是作曲家个人的精神气质、也凸显

出作品民族化音调素材所蕴含的“民族性

风格”的内在差异性——音调素材中作曲

家个人风格差异主要是地域文化的差异。

黄安伦《B 调小提琴协奏曲》中包含的一

系列音调材料都来自塞北民间音乐（内蒙

古、甘肃、宁夏等地区）的滋养，第一乐

章中的动机化主题“B-E-#F-D-E-B”

（la-re-mi-do-re-la）的曲调片段是作者

对塞北民间音乐的提炼；而在王西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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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协奏曲》中，第一乐章中，其动机化

主题“A-EA-E”的纯五度框架及其后发

展而出的“E-A-B”曲调片段则是具有山

西民间音乐的特点。两种不同的曲调素材

给予人在听觉审美上的情趣是完全不一样

的，而这种地域性的曲调素材的差异与作

曲家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恰

是作品精神气质的个性化的最初显现。

从音乐结构上看，两部作品均为传

统的三乐章协奏曲模式，速度上为典型的

“快、慢、快”布局。但在音乐织体结构，

尤其是音高组织结构方式上两部作品凸显

出较大的差异，黄安伦的作品是典型的调

性音乐作品，织体结构与配器的层次，协

奏中小提琴声部与乐队声部的配合较为传

统，易于演奏者从整体宏观的角度上去把

握音响结构的动态进行过程；但在王西麟

的作品中，虽然小提琴声部多具有调性音

乐的特点，但协奏乐队的整体音响结构却

是以泛调性、无调性的风格特征为基础的，

大量的现代派作曲技术所展现的音响结构

层次，与黄安伦的作品相比更难于被演奏

者认识，尤其是小提琴声部与乐队之间的

音响协作关系如何能够做到完美地统一，

在乐队音块结构与调性化的小提琴声部之

间如何形成一种极具“对抗性”的演奏效

果便成为该作品在演奏风格上的一个较为

突出的特点。以第一乐章中具有地域性民

族风格特点的动机化曲调的呈现为例，在

黄安伦的作品中，主题旋律与乐队之间的

织体结构关系是“小提琴主奏 + 弦乐声部

柱式和弦的伴奏”形式，两个层次中音色

之间的融合性大于差异性；而在王西麟的

作品中，主题旋律与乐队之间的织体结构

关系有“小提琴主奏 + 铜管（小号）点状

声部 + 弦乐拨奏声部”三个主要层次构成，

尽管弦乐拨奏声部与小提琴主奏之间是主

奏与伴奏、旋律与和声的融合性统一的基

本关系，但小号的铜管音色与小提琴主奏

之间形成了一种从音高、节奏、音色方面

的全面对比结构，凸显出乐队主导声部与

小提琴独奏声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我们

不妨将这种织体样态所表现出的小提琴与

乐队之间的关系称为：融合性的统一与对

抗性的统一。融合性与对抗性的这种织体

样态的分析结果，对演奏者进一步在演奏

中体会与乐队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要，这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演奏的音质。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几点：关于两部作

品在音调素材、音响结构与织体样态上的

差异性特点，可归纳如下：

分析维度
黄 安 伦

作品
王西麟作品

音调素材
塞 北 民

间音乐
山西民间音乐

音响结构
调 性 音

乐的

泛 调 性、 无 调

性音乐的

织体样态
融 合 性

的统一
对抗性的统一

二、演奏技术与审美风格

在以往的中国风格小提琴作品的演奏

中，对于中国风格的演奏技术的把握，主

要是通过使用带有民族化的演奏技巧来实

现的。这种演奏技术与音响结构的直接对

应关系能快速而准确地表现出民族音乐的

审美风格。如在何占豪与成刚合作的小提

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乐谱文

本上就已经标记有大量的带有箭头的滑音

标志，为了说明这种滑音的演奏效果，作

者还对此进行了文字性的说明与解释。带

箭头滑音的乐谱标记符号一时间称为民族

化小提琴演奏技术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

它与标有直线的 gliss 术语的滑音之间具有

明显的不同，即：箭头式的连线滑音应模

仿二胡等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滑音方式，

注重滑音中的“音腔”结构；而平直的滑

音则更多地应表现出两个乐音之间的物理

高度之趋向性过程。但实际上我们应了解，

演奏技术与音乐民族风格的表现之间不仅

只是引入民族乐器演奏方法来实现其音响

结构的民族风格这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

是在传统的、西方小提琴音乐演奏发展中

已具备的基本演奏技术中摸索相关民族化

风格。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特定的音乐语

境中去考察小提琴演奏中的运弓、拨奏、

揉弦等相关技巧。由于音乐作品本身已经

具有了中国风格的基本形象（五声性的音

高素材的运用），因此在演奏技术手段上，

我们就不应该局限必须现民族风格这个较

大的审美追求上，而应该将其进一步细化、

清晰化为表现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个具体

作品的审美追求上。当然，对这种演奏

技术的分析与讨论就不得不具体作品具

体分析。

小提琴演奏中右手弓法的手型、力度

以及左手指板的按音、揉弦之间的配合对

音响结构的呈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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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乐章中，黄安伦作品的主部主题音调以

快速、短时值结构的音符连续以及间或出

现的短暂休止构成，音响结构的弹性是非

常大的，其所表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刚健、

明朗的生活气息，因此在下弓时，弓根触

弦的力度要更强一些，但在旋律结构内部

却又包含很多柔和的、抒情性的音程进行，

此时弓法力度就不应过强；相比而言，王

西麟快板乐章中的主题，更富于歌唱性，

尤其是纯五度音响结构呈现后的长时值音

符，类似于戏曲中长拖腔，但这种歌唱性

中所体现出的力度感却是非常强烈的，每

一个乐音都似乎应该从弓根上落下，在强

压下的运弓过程中所呈现的正与山西梆子

腔中所具有的“较硬”的音质相吻合，且

这种强压力的运弓能够使小提琴声部与铜

管之间形成对抗性的可能。

尽管两部作品中高的第二乐章均为

慢板，且曲调素材均来自于第一乐章，

但在审美风格上却凸显出更大的不同：黄

安伦的第二乐章表现出的是对故土的一种

眷恋、对过去时光的一种徘徊。整个乐章

乐队伴奏充满了月影朦胧的质感，小提琴

在高音区奏出的抒情性旋律带着思乡的惆

怅。小提琴声部与乐队之间更像是歌唱与

伴奏的关系，二者之间更为统一与和谐。

而在王西麟作品的第二乐章中，小提琴声

部更像是一位黑夜中独行者，更像是怀揣

真理而在乱世之中勇敢前行的人。乐队声

部与之形成的并不是融合性的关系而是对

抗性的关系，在曲调上该乐章更突出的是

第一乐章中“五度结构”的主题动机性要

素，而并未像黄安伦作品中那样具有惆怅

般的歌唱性，因此在演奏时，首先就要明

确黄安伦第二乐章中应采用更细节化的揉

弦技巧，而王西麟第二乐章中的演奏则更

易使用无揉弦的拉奏，弓子在旋上的运动

力度应有一种“虚弱感”，以表现出小提

琴声部的“幽咽”式的曲调审美特质。

在黄安伦作品的第一二乐章中，弓法

的运用，揉弦的处理每个乐章内部较为统

一；而在第三乐章中，由于音区的变化、

旋律结构样态的不一，弓法的变化就显得

更为复杂。但整体上依旧遵循前两个乐章

的基本特点：短促时值结构、动机化的音

型片段中，弓根触弦、运弓力度均衡是主

要的演奏技术要点；而舒展性的乐句中，

揉弦技巧的把握就成为其与乐队音响结构

相统一的关键所在。反之，在王西麟作品

第三乐章中，贯穿整个乐章中小提琴的快

速流动音型结构并不是连弓式的演奏，而

是一音一弓的演奏技术，且为了表现出对

抗性的音色属性，尽管不需要使用弓根触

弦，但在弓子上下交替的过程中，必要以

较大的力度施加在琴弦上，甚至触弦某种

摩擦式的粗糙音色来表现小提琴一件乐器

与庞大乐队之间的对峙音响效果。

从对上述两部作品三个乐章小提琴演

奏的技术的初步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两部

作品在演奏技术上的种种差异在塑造音乐

形象，形成作品独特审美内涵的重要意义。

而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对上述两部作品、

不同乐章的演奏技术的把握，需要在乐谱

文本分析与阅读过程中表现出来，并在具

体的练习过程中深化认知，而为了更加精

准地表现演奏者对演奏技术的认识，笔者

建议演奏者可以将特定的演奏符号书写在

乐谱上，以示相关演奏细节的落实，即在

演奏实践的技术分析中将音乐自身运动结

构的符号与演奏技术的符号区分开来。以

乐谱上的力度记号来看，其表现的当然是

音乐力度的变化，但演奏中的力度却要更

为具体，更为多变，因此就需要以特殊记

号笔标识出演奏时的力度变化，以使演奏

者能够对力度的把握更加细致。

三、结语

中国风格的小提琴音乐作品，其审美

风格之所以是“中国的”，前提就是作品

本身的音高材料就已经使用了大量中国民

间音乐的素材。因此，演奏中对民族化的

把握实际上并不难，困难的是在对音高材

料的民族化审美风格的基本把握下，能否

在常规演奏技术下把握到音乐作品所内涵

的精神气质也许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

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已不能

仅仅满足于对一些民族器乐演奏技术的表

面化的吸收与借鉴，还应该通过音乐作

品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常规的演奏技术手

段来表现其审美风格。在此，本文仅仅只

是以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的个别演奏要点进

行举例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在未

来的研究中，笔者还将根据教学实践对两

部作品中的相关演奏技术进行详细分析，

以从演奏技术层面获得更深入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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