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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古筝演奏艺术中的气与韵 

刘心睿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 郑州  454600） 

摘 要：中国古代乐器当中的古筝在演奏过程中是十分重视气和韵之间的平衡的，古筝所演奏出来的音乐内在美主要集中在“气”

上，而外在美集中在“韵”上。气和韵除了有自身的特色以外，还能够合在一起，创造出不一样的效果。本篇文章主要是对古筝演

奏过程中的气和韵进行研究分析，希望以此能够更好的品味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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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在演奏的过程中是十分讲究的，需要注重音律和气韵的结

合，并且与西方的音乐相比较来说，我国传统音乐演奏过程中会有

一种柔美气概，还融入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气息。气和韵总的来说是

一种虚拟的存在，但是运用古筝能够将这种气韵具体化，让听众真

实的感受到，这也是古筝这门艺术的独特之处。 

1气与韵在古筝演奏中的重要性 
现如今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完善，气韵也依据我国的艺术出

现在了各种文学当中，可谓是倍受青睐，逐渐的已经成为了我国在

研究文学和创作艺术过程中的标杆，并且被我国算入了传统美学之

中。古筝在弹奏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气和韵的结合，这样才能够

真正的将古筝这门艺术发挥出来，让人们感受到其中的美感。 

2古筝演奏艺术中的气 
气在古筝的整个演奏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演奏者在运

用古筝演奏节目的过程中，气可以运用一种力传递到人的指尖，指

尖拨动琴弦的时候，能够与肩膀和手腕上的力相互作用，从而演奏

出古筝所特有的气。并且演奏的时候，演奏者自身的气息要与音乐

的气息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指尖将音乐的整体美感表现出

来。气与表演者自身的呼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能够随着表演者自

身的呼吸状况而改变。因此，表演者在学习弹奏古筝之前一定要学

会控制自身的气，这样才能够与古筝的气融合在一起。 

2.1 演奏者演奏古筝时气的运用 

表演者在弹奏音乐的过程中，主要分为高潮、中强度和低音三

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表演者充分的调节资深

的呼吸频率，在演奏高潮的时候，表演者应该加快自身的呼吸频率，

并且通过指尖拨动琴弦的力度和速度来表现出高潮所特有的情绪。

演奏的过程中要运用手臂的力量，并且将自身的气息贯穿到手臂当

中，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气息对演奏效果的影响作用。表演者

在对中强度进行，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气息的变化，可以将

自己的气息变得吸气强呼气弱，在平稳的过程中是气息更加饱满，

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才更具美感。演奏低音的时候，要将自身的气

息放慢，这样才能够将低音的柔性美通过手指充分的表现出来。 

2.2 古筝演奏艺术中的“气”与“音势” 

实际上，古筝在演奏的过程中是思维与肢体，两者相互配合所

产生的一种艺术要想使思维与肢体能够相互配合，就需要通过信息

来进行调节表演者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运用自身的气，能够通过相

应的形式将整个音乐的波澜壮阔表现出来。气是古筝演奏过程中所

需要贯穿始终的一种表现方式，它能够将音乐的因式音势充分的表

现出来，并且会使得音乐表达出一种“精神迸露、远而射人”的最

高境界。在音乐进行演奏的过程中，气息能够依据表演者自身的表

演经验进行相应的调节，并且气息的调控也是衡量一个表演是否真

正到位的重要依据。 

2.3 古筝演奏艺术中的“调气” 

气息在整个古筝演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表演者

要学会自身的体系进行调节，那么古筝演奏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调

气是下文主要表述的内容。表演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要将手臂，手

腕以及指尖等几个部位进行联合，从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力量，在

将自身的气息传送到指尖上，用指尖拨动琴弦，如此一来，就能够

使得气息充满整个演奏过程。表演者最需要注意的是在表演的过程

中，要将一切会阻碍气息的现象排除在外。在演奏的过程中，要注

意松紧程度，这样才能够增加音乐的弹性。演奏者自身也要放松，

这样人体的各部位肌肉不会因为紧张而变得过于僵硬，可以很好的

避免演奏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古筝在演奏的过程中，演奏者合理

的调节自身的气息，在各个阶段能够将气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

来，身体各个部位也要进行相应的配合，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体的演

奏效果达到最佳。 

2.4 古筝演奏艺术当中的“贯气” 

气在表现的时候要学会贯通，也就是指表演者将整个古筝演奏

的过程用气息贯通下来，这是十分复杂的。演奏的每一节拍中气息

的运用都需要进行调整。在古筝演奏过程当中，气息是需要贯穿到

每一个音符当中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音乐表演的过程无缝衔接

在一起。表演者自身要学会将其进行贯通，这样在表演的过程中能

够将整个音乐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状况，这样会使整

个音乐表现出自身所特有的美感。 

3 古筝演奏艺术中的韵 
韵是贯穿在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灵魂当中的，因此古筝在演奏的

过程中对韵的要求也是十分高的。韵主要是通过语言和音乐表现出

来的，具体可以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感受。从小的方面说韵指

的是音乐的流动效果，也就是在演奏整体结束以后，听众还能够停

留在音乐演奏当中流连忘返，这就说明了韵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

用。古筝是中国传统乐器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与其他乐器不同的

是，古筝主要通过琴弦来将音乐的韵表现出来，手指在拨动琴弦的

过程中方式不一样，所传达出来的韵和感情也是不一样的。韵之所

以能够将音乐表现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就是因为演奏方式的独

特，这种独特性能够让人们身处在音乐的律动当中，真切地感受到

音乐的美感。我国古代在表演音乐的过程中，对韵的要求是十分高

的，强调通过运来补充声音中的不足，而韵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在表

述过程中十分注重的一方面。诗人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也是需要

注重文字的押韵的，因此，演奏者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更不能忽

视音乐当中的韵。表演者要学会将自身的韵带入到音乐当中，用韵

吸引观众，让观众对整个古筝音乐的弹奏产生一种好感，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体会到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美。 

3.1 波形曲线以韵补声的音迹 

对于中国的审美概念而言，在其意、情、气等当中都要加上“韵”

字，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展现出较高的审美范畴，从而凸显出“韵”

在中国艺术表现当中的特殊地位。“韵”是中国艺术表现当中的灵

魂所在，没有“韵”则没有了艺术所在，这正像明代陆时雍所说的

那样“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

韵则沉”。筝所具有的最为独特的音色与其最为独特的演奏技巧有

很大的关系，古筝在其演奏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音并不是演奏之

后就任其随意消失，而常常会将这当中的余音进行弯曲处理，特别

是在吟、揉、按、滑等一些技法的运用上，这样才能够使其曲线式

的运动进而产生一种“韵”，从而产生一种具有生命的律动效果。 

3.2 古筝表演中的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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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音乐在演奏的过程中，左手要对琴弦进行吟、揉、按、滑，

这样才能够表现出筝韵的美。通过运来辅助声音，让声音将韵表现

出来，这是古筝弹奏音乐的独特之处。左手的运用情况能够直接决

定演奏者整体的演奏水平，但是左手技巧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不能够

以一种十分简洁明了的方式传达出来，因此，这种技巧是需要长期

的练习才能够磨合出来的。再加上不同类型的音乐，他所表现出来

的韵律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左手技巧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不一

样的，因此需要在这上面花费大量的时间。特殊的按弦手法，能够

使弦音与原来的声音保持一致，并且还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滑动，

这样一来会使得古筝整体的韵味和风格，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也是其他乐器不能够替代的。因此，演奏者在弹奏古筝

的过程中，一定要追求相应的韵味，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听众充分的

感受到运用古筝弹奏出来的音乐所带来的美的享受。 

4古筝演奏艺术中的气韵 

古筝演奏的过程中应该将气韵结合起来，这样才符合中国传统

音乐当中对立统一的观点。在我国传统音乐发展过程中，气韵向来

都是一种美的表现。通过气能够将演奏者自身的气态与音乐相融

合，从而表现出音乐那种特有的动感，而韵是以一种押韵的方式，

让听众感受到古筝所弹奏出来的音乐带来的独特美感，气和韵在整

个古筝演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这两者紧密

的连接在一起，会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才能够使整个古

筝表演达到最高境界。 

5结束语 

我国的古典乐器在演奏的过程中，对气和韵的要求是很高的，

能够完全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古筝这种乐器。气是整个古筝演奏

过程中最能表现精神的，韵是最能展现出乐曲的动感的，这两者进

行融合，才能够达到音乐演奏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个过程中是需要

演奏者充分的锻炼和调节自身的气息，并且要准确把握音乐当中的

韵，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让听众感受到古筝带来的音乐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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