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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在重奏中运用手风琴，可以使乐器的表演超越独奏

音乐表演的界限，发挥乐器的独特魅力，成为音乐作品

中的鲜艳色彩。人们要探索音乐会的作用，结合它的应

用优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会的应用优

势。

一、重奏概述

重奏是由声音的多个部分及其表现形式组成的乐

器，每个部分由一个人演奏。我们经常听到二重奏、四

重奏等形式的表演，都是根据音乐的部分或艺术家的数

量构成。器乐的重奏形式可以分为二、三、四、五、六、

七、八等由相似的乐器或不同的乐器组成。比如：三个

弦乐器和钢琴，它们组成了一个四重奏；钢琴和两个弦

乐器可以组成三重奏；手风琴可以和钢琴、小提琴、大

提琴分别组成二重奏。比较常见的是由两个小提琴、一

个中提琴和一个大提琴组成的弦乐四重奏，普遍受到观

众欢迎。手风琴是一种和声乐器，常常与大提琴、小提

琴、二胡等单音乐器相结合，组成二重奏、四重奏。器

乐重奏对演奏者合作意识的要求相比独奏来讲更加严格，

演奏者必须相互配合，统一协调才能在演奏中，准确表

达乐句和细微的音调变化方面，体现出不同旋律交织而

成的重奏的效果。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

传统形式的音乐会表演再也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的追求

因此，为了克服手风琴独奏的声学限制，给人以不同的

视听体验，重奏形式的表演逐渐被大众接受，并深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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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喜爱。移植或改编各种传统经典的手风琴重奏乐曲

也促进了手风琴重奏的不断发展。

二、手风琴在重奏方面的作用

手风琴作为一件和声乐器因为它的音色独特，运用

广泛，携带方便等因素广受大众喜爱。在重奏表演方面

根据乐曲风格的不同，可以选择纯手风琴重奏，按照主

调音乐的特点，进行声部划分。或与其他乐器进行重奏

表演，由单音乐器充当主旋律，手风琴则可以充当伴奏

声部。如《赛马》、《打虎上山》可以进行 2-4 声部的手

风琴重奏表演。也可以与二胡、弦乐器、管乐器共同表

演。灵活的声部变化是其他乐器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

根据音乐体裁的多元，手风琴既可以演奏古典音乐也与

蓝调爵士乐、摇滚乐、电子音乐等进行融合，发挥手风

琴音色多变的功能，游刃有余的表现不同音乐的情绪，

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手风琴重奏的特点

1. 音色富有穿透力

音色不仅是声音的感官特性，而且是独特的声音语

言。手风琴可以模拟多种乐器的音色比如小提琴、口琴、

单簧管、双簧管等。音色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乐曲表演需

求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高音、中音、低音音色。由于

音色的可容许性和震撼力，受到音准的影响，它的灵敏

度和音量是相关的。手风琴重奏特别是对于表现乐曲来

说，清晰度越高，音质越好，效果越明显。在表演过程

中，用音色表达人们的各种复杂情绪。以《喀秋莎》为

例，这首音乐用手风琴三重奏来表达尖锐的声音开场声

音很大，三种声音在低八度和高八度之间演奏主旋律，

形成了强烈的渗透，达到了良好的音乐表现。

2. 音响富有多变性

声音的主要方向是乐器能发出的声音，反映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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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效果。对于手风琴重奏的声音效果，通过重奏实

际成分的差异推导出可变性特征。在分析手风琴的发音

时，大部分依靠空气流通的影响，通过振动发出声音。

它还可能会由于声波流量的变化而影响到手风琴重奏中

的簧片，强度也在不断变化。根据对目前情况的分析，

很多人认为声音越大，声音就越亮。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声音太大，可能会引起观众的听力疲劳因此，演奏

时不需要按太重的琴键，而是需要适当地控制风箱来产

生好的声音。所以手风琴越是用来一起演奏，就越需要

控制整体声音，把音响控制放在第一位，结合每一个声

部的旋律线条，不仅要突出，还要合理地组织和控制，

达到统一和谐。

3. 手风琴作品交响化

手风琴是一种丰富的声音乐器，许多好的交响乐、

歌剧和艺术作品很难通过独奏的形式在手风琴上表现

出来。因此，手风琴的重奏在大型作品的演绎上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手风琴重奏改编的交响乐作品《黄

河》、《胡桃夹子》、《天鹅湖》等演绎出别具一格的重奏

风格，突出手风琴乐器的包容性，又兼具大型作品的表

现力，深受手风琴爱好者的欢迎。

四、手风琴重奏艺术的发展

1. 国外手风琴重奏艺术的发展

对于外国的手风琴重奏，一般不拘泥于演奏形式的

限制，而是由演奏者根据不同音乐体裁的形式、不同地

区的音乐特征，形成浓厚独特的风格。本着多元化发展

的理念，营造出良好的手风琴艺术氛围。对于国外的手

风琴艺术来说，爵士乐和蓝调音乐、探戈音乐等风格是

普遍流行的。手风琴在国外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各类享誉

世界的各大赛事、音乐节演出等平台让大家所熟知。比

如：克林根塔尔手风琴世界杯比赛，伍德伊斯托克音乐

节等不断推动手风琴艺术的发展。手风琴重奏也随着这

样的发展不断进步，给观众带来新的感觉。比如《自由

探戈》，原本是手风琴二重奏，但在国外根据不同地区的

音乐风格，创编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深受大众的喜爱。

不管怎样从传统的空间音乐到舞台灯光流行音乐的融合。

手风琴重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随着大众的接受

程度不断扩充，重奏的表演形式将更好地跟上社会娱乐

功能的步伐和艺术发展的步履。

2. 我国手风琴重奏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手风琴重奏艺术最早可以追溯本世纪中叶。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发展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

好局面。我过一大批手风琴艺术家、教育家为手风琴重

奏的发展沁注心血。其中包括李玉秋、张自强、闪源昌

等老一辈手风琴艺术家，结合我国民族传统音乐为手风

琴重奏改编了《黄河组曲》、《天女散花》、《打虎上山》

等优秀作品，80 至 90 年代又涌现出杨国立、张天宇、张

红星等手风琴教育家改编如《青春舞曲》、《赶牲灵》、

《红太阳照边疆》等优秀作品，至今广为流传。进入到

新时代，新一代青年手风琴演奏家曹野、刘昭、谭佳亮

等也根据时代的发展改编了如《自由探戈》、《山楂树》、

《SOUL》等艺术作品。为手风琴重奏的不断发展提供大

量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当然，改编一些传统曲目还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作曲家为手风琴重奏的发展，以

及时代的进步，创作更多原创作品，才能够更加积极的

推动手风琴重奏的可持续发展。

五、手风琴重奏教学的步骤与形式

1. 手风琴重奏的教学步骤

第一，宏观把握作品含义。在讲授整套手风琴重

奏之前，师生应先认真研究乐谱，掌握音乐意象和作品

旋律特点，深入分析歌曲结构，确定每一个演奏技术要

点，了解音乐演奏的关键点和难点，确定练习目标。第

二，实践是分阶段进行的。在重奏音乐实践的初始阶

段，每个声部的成员首先必须熟练和准确地完成赋予他

们的任务。必须统一各声部间的演奏方式、色彩、速度

和节奏。其次，在协调过程中，聆听其它声部尤为重

要。我们不仅要完成好自己的声部，还要密切关注其他

声部的声音和旋律，正确处理每种乐器的声音和强度之

间的关系。当配合出现偏差时，我们应该找出问题所

在，对于重点乐句、乐段反复练习。问题解决后，要继

续磨合。最后，要根据艺术作品的整体基调和音乐关

系，协调音乐色彩，平衡不同声部的音量，正确表达音

乐作品的内涵。

2. 手风琴重奏的教学形式

手风琴重奏教学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和情况选择适

当的教学形式。一般来说，重奏教学有三种形式：第一

种是个人单技训练。教师为每一个声部的学生开设单独

的技巧训练课，教学目标明确，使学生更认真地掌握音

乐；第二种是分声部训练。老师组织同一声部的学生进

行教学，把控同一声部的整体和谐；第三中是集中训练。

教师把握学生整体的配合，及时解决所有学生的磨合问

题。这三种形式的教育通常交替使用，从而提高了教学

效果。

六、结束语

总的来说，手风琴重奏的发展一直持续到现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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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和各种形式的综合表演。这是因为

新时期的作曲家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步伐，开创了手风琴

重奏创新改革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演奏家的不

断实践和发展，人们相信，手风琴重奏将具有更加多元

化的特点，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并给观众带来良好的

聆听体验和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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