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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左右手演奏技巧与音色的关系

◎张玉倩
 摘要：琵琶是我国民族乐器之一，在我国民族音乐史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有多种形式，

能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情感，展现出乐器的魅力。琵琶演奏的过程中，情感的表现和音色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音色的变化是情感的基础，情感的表现凸显出音色的优势。两者之间互相交融，互成一体。本文对琵琶的结构特点、使用

左右手演奏的技巧和音色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琵琶演奏中技巧、音色与情感提升的策略，以更好地提升琵琶演奏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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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演奏有左右手不同演奏技巧，会

呈现出不同的音色、音质效果。琵琶作为

我国的传统乐器，音色优美动听、清脆悦

耳，对琵琶左右手演奏技巧和音色之间关

系的研究，一定要注重从审美和技术的双

重角度，对作品中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

并结合琵琶演奏过程中情感的变化，正确

认识琵琶的演奏特色，从而呈现出更富有

感染力的演奏效果。

一、琵琶自身结构与特征

（一）琵琶物理发声原理

根据物理学原理，一个物体只有在振

动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会出现声音。因此，

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能够发出悦耳的声

音，也是由于琴弦和琴身等组成琵琶的各

个部位之间，形成了发音和共鸣体。然后

在琴弦的拨动中，产生振动，形成声音。

这种声音再次通过复手进行传播，在琵琶

箱体的共鸣作用中进而形成琵琶演奏的声

音。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发

出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主要是由于琵琶的

自身结构决定的。琵琶有一个共鸣箱，在

复手下方还存在一个出音孔。这两个部件

的有机组合，使琵琶自身能够形成一套完

整的发音体系，并产生共鸣。在琵琶的发

声系统中，需要借助于手指拨动琴弦的力

量，产生振动发出声音。在琵琶演奏的过

程中，手指拨动琴弦的角度、力量、方向

都是影响琵琶发音效果的重要因素，并且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中，琵琶内部结构中的

共鸣箱内产生的发音振幅是不同的，决定

着最终呈现出来的演奏音色也是有所差异

的。因此，想要更好地控制琵琶演奏过程

中音色的效果，不仅要注重琵琶自身结构

的优化，还要求演奏者具备一定的演奏技

巧，能够有效地控制手指拨动琴弦的角度、

力度、方向等因素。

（二）琵琶结构与音色条件

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音

色效果，主要受到琵琶制作的材料、内部

构造、振动发音等几个部分因素的影响，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

基本的音色呈现出颗粒饱满、圆润、穿透

力强等特点。另外，琵琶音色多变，起主

要作用的是琵琶本体，琴弦的粗细程度、

定音效果也都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同一个旋律音高，

在不同的音区音位、弦序去演奏，最终呈

现的音色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琵琶演奏高

音时，其音色一般较清亮、具有穿透力，

在演奏中音时，其音色效果较柔和，而在

演奏低音时，则具有粗犷的效果。

一个优秀的琵琶演奏者，不仅要掌握

基本的演奏方法、演奏技巧，还要能够掌

握更深层次的演奏要求，具备一定的演奏

感知能力，对音乐的鉴别能力，并且具备

突出的音乐控制能力，才能在演奏的过程

中，通过音乐传递出真挚的情感，最大效

果地展现出琵琶乐器的艺术魅力。

二、音色变化表达的功能和影响

（一）音色变化的功能

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音色具有多变

性，各种不同的音色效果，具有不同的功

能特点，反应不同的情绪变化，情感转变。

音乐作为人情感的一种表现方法，是艺术

中的一种典型代表。在美好的音乐声中，

能够让人的情绪更加饱满，感受到成功的

愉悦；也能让人的情绪变得低沉，感受到

失败的落寞。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能够

将情感和音乐更好的结合，并且通过各种

不同音色的效果传递不同的情感。各种音

色在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是演奏者内心的

一种情感表现，也是琵琶艺术的独特展现。

例如在文曲代表作《塞上曲》中，对人的

情感进行了诉说，对妇女的哀怨进行了表

达。在这部琵琶曲中，将音乐和人的情感

进行结合，对女性受到压迫、虚弱无助的

状态，内心的情感变化做了细腻的表达。

通过琵琶的演奏，其得到生动的展现。琵

琶音色的变化，是演奏者技术和音乐艺术

之间的融合的表现。通过音色的改变，能

够更好地展现不同的情感。因此，在不同

的音色变化中，实现了音乐艺术感染力的

表现功能。

（二）音色变化的影响

琵琶在演奏的过程中，各种音色的变

化，是和情感直接关联的。音色在形态上，

是演奏技巧的一种表现。比如左右手配合

演奏时，技巧使用不同，呈现的音色效果

也是不同的。使用左手的演奏技巧进行打、

带、吟时，其力度、速度不同，也将产生

不同的音色变化效果。使用右手演奏时，

手指拨弦的方向、力度、触弦位置、触弦

深度、触弦角度不同也都将产生不同的音

色效果。音色的改变，影响着演奏曲目的

风格，也影响着演奏曲目的情感表现。正

是在多变的音色中，才体现出琵琶这种传

统乐器的演奏魅力。

三、琵琶右手演奏技巧与音色的关系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右手演奏技巧

的使用对于演奏音色的变化，有更大的影

响作用。本文重点对琵琶演奏过程中，右

手的演奏技巧进行分析。

（一）右手演奏技巧中触弦点的运用

在使用右手演奏琵琶的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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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演奏中触弦点技巧的应用。触弦点的

位置不同，能产生不同的音色。在不同的

触弦位置拨动琴弦，对琵琶琴弦的张力、

泛音振动有直接的影响。琵琶作为弦乐类

的乐器，在演奏的过程中，每一根琴弦的

张力是不同的，因此需要通过控制触弦点

的位置进行演奏效果的把控。一般情况下，

一弦张力最小，四弦张力最大，相应的一

弦触弦点位置最低，四弦触弦点位置最高。

搭配左手进行高音区的演奏时，为表现出

更好的演奏效果，呈现出感染力的音色，

需要对触弦点的位置进行控制，可以适当

地靠近复手位置进行演奏。在这样的配合

中，才能将音色的刚柔效果进行对比显现。

琵琶作为弦鸣乐器，每根琴弦，都有

最佳的触弦点位置。在上、中、下三个触

弦点中，中部触弦点的应用最为常见，在

琵琶演奏的过程中，需要手部保持适中的

张力，营造出清亮的音色效果。如果在演

奏的过程中，使用上部的触弦点，泛音发

生振动的过程中，中低部的频率加大，音

色效果更加空旷。这样的演奏技巧可以应

用在《高山流水》等文曲的演奏过程中。

如果在演奏的过程中，使用下部的触弦点，

泛音发生振动的过程中，中高部的频率加

大，音色效果更加尖锐。例如《狼牙山五

壮士》中描写日本军队进入村庄的片段中

就使用了这一技法。

（二）右手演奏技巧中触弦面积的

运用

触弦面积的演奏技巧应用，是指在琵

琶演奏的过程中，指甲触动琴弦使用面积

的大小。大小面积的不同能带来不同的入

弦深浅。面积大的情况下，琵琶演奏出的

音色效果更加饱满，面积小的情况下，琵

琶演奏出的音色效果更加圆润。在大小不

同的触弦面积中，和粗细不同的琴弦相互

结合的演奏过程，能够表现出不同的演奏

乐曲情绪变化。比如在演奏的过程中，一

弦和二弦的触弦面积，通常比三弦和四弦

的使用面积要小。另外，在琵琶演奏的过

程中，演奏的乐曲欢快，触弦的面积会相

应地变小；如果演奏的乐曲低沉，触弦的

面积会随之增加。例如在演奏《霸王卸甲》

的过程中，该曲目中的情感低沉，故事色

彩为悲剧。为此要将演奏的重点放在低音

区的表现中，增加触弦面积的使用，改变

音色的厚度、宽度，以更好地展现乐曲中

的情感。

（三）右手技法触弦角度的运用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触弦角度的演

奏技巧，是指面板平面和指甲平面之间形

成的夹角。在触弦角度越小的情况下，琴

弦的张力变小，频率变低，低音效果突出，

音色更加的沉闷；在触弦角度为垂直的情

况下，琴弦的张力最大，高音的效果突出，

音色更加尖利。一般情况下，在触弦角度

保持为 45°时，是最适合音色效果的表

现。在 45°的触弦角度中，手指运动更加

灵活，音色的效果也更加的宽厚明亮，能

更好地发挥演奏技巧。因此，在琵琶演奏

的过程中，触弦角度以 45°为标准，在低

于 45°的情况下音色沉闷容易出现各种杂

音的现象，在大于 90°的情况下，呈现的

声音效果更加虚浮。

（四）右手技法触弦速度的运用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右手

技法中触弦速度的应用。触弦的速度和作

用力之间是呈正比的关系，对于琵琶演奏

过程中的音质、音量有直接的影响。在琵

琶演奏的过程中，不同的触弦速度，会产

生不同的音色效果。因此，需要演奏者结

合不同乐曲的特点，内容，情境，对触弦

的速度进行控制。其中触弦的速度越快，

手指和琴弦之间的作用力会更大，呈现出

来的音色更加干净；如果触弦的速度太慢，

手指和琴弦之间的作用力变小，呈现出来

的音色更加柔和。在实际的琵琶演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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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演奏者要根据不同曲目的特点，选择

使用不同的触弦速度。

四、琵琶演奏中技巧、音色与情感的表现

策略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左右手演奏技

巧和音色之间的关系，都是为更好地表现

乐曲中的情感内涵。通过演奏技巧、音色

的关系研究，提高情感的表现方法，主要

有以下两点。

（一）突出多种演奏技巧的运用

琵琶乐曲在创作的过程中，为更好地

表现主题，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进行调整，

创作者的情感也会发生不断的改变。因此，

在演奏琵琶音乐作品的过程中，需要演奏

者真实地感受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演奏

的琵琶音乐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进行分

析，只有在掌握乐曲的情感内涵基础上，

才能结合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行更好地演

奏。琵琶乐曲作为创作者思想情感传递的

一个载体，演奏者在进行演奏的过程，实

际上也是对艺术的再次创作过程，因此在

演奏的过程中，对于演奏者的演奏技巧要

求非常高。演奏技巧作为表现情感的重要

载体，在演奏者充分了解创作者的创作背

景，创作情感之后，结合自身的理解展开

演奏，才能更好地实现演奏意境和演奏情

感之间的有效融合。情感的共鸣，需要借

助于乐器自身的渲染功能，在琵琶的演奏

过程中，更需要结合琵琶乐器的声音特点，

将乐谱自身感受、认知后，通过演奏出的

各种不同层次、色彩的音色表达自己真实

的情感，进而感染听众实现对乐曲情感的

共鸣。

（二）发挥演奏者的二次创造能力

在琵琶演奏的过程中，要求演奏者具

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艺术素养。另外，还

要求演奏者要具备一定的生活经历，才能

够真正地感受并体悟到琵琶乐曲中的情感

变化。演奏者只有在自身具备一定文化底

蕴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

并实现审美意识的不断升华。在演奏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琵琶音乐作品的过程中，

才能对其中隐含的情感准确掌握，准确传

递。演奏者要广泛地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

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结合，在演奏

的过程中，将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展现出来，

实现对乐曲的二次创作。在提高二次创作

能力的过程中，首先要求演奏者不断提高

自身的演奏水平，能够对所演奏的乐曲背

后的创作过程进行感受、感悟和理解，建

立正确的情感认知。其次，要求演奏者要

不断地提高演奏技巧，提升自我的演奏水

平，能够熟练地控制技巧、音色等因素，

实现情感的准确把握。最后，要结合自身

的理解，在演奏的过程中，实现对琵琶乐

曲的二次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将琵琶这

种传统的民族乐器进行新的表现，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更适宜现代人们的审美。

五、结语

琵琶乐曲的演奏是复杂的，也是富有

感染力的。作为一种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

对音乐的再现能力非常突出。演奏者通过

使用左右手的配合，在优美的演奏形态中，

实现对音乐情感的表现和传递。在琵琶的

演奏过程中，形式美、韵律美的结合度很

高，需要演奏者注重左右手的默契配合，

注重右手演奏技巧的应用，控制各种音色

的变化，真正实现富有生命力、感染力的

琵琶演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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