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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簧管演奏技巧的研究分析

欧阳晓光 

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单簧管也叫“黑管”或“克拉管”，在管弦乐团中被称为“演说家”，在管乐器中也被称为“女高音”。高音区响亮，中音

区富有感情，音质纯正、清脆、柔和；低音区低沉、厚重、饱满，属于最常用的一种木管音乐。针对此，本文基于单簧管演奏技巧从

指法技巧、口型与气息技巧进行分析，最后结合《那达慕之歌》作品提出了单簧管演奏技巧在作品诠释中的运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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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单簧管作为一种木管乐器，相对于各种类型的乐器，它对演

奏者自身的音乐天赋要求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单簧管笛头的构造

及弹奏的口型，吹出的空气比小号、长号、长笛等其他管类乐器要

小，所以演奏起来较为轻松，但为确保反映出音乐作品蕴含的艺术

元素，其对于演奏者所掌握的演奏技巧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1、演奏单簧管指法技巧

1.1 手指各部分功能与分析

不同的木管乐器，在演奏时会有不同的左手和右手的分工，黑

管与其他木管乐器的区别在于，其采用了十二度的超吹，而其他的

木管乐器则采用了八度的超吹。两者的区别在于，八度的超吹，是

指在同一音符上，按动或提起高音键，并弹出八度音程。拿萨克斯

和双簧管来说，由于其乐器与黑管的构造较为不同，其音孔位置以

及高音的位置差异明显，因此其为八度的超吹。十二度的超吹，即

按照上述方法吹奏，但其有十二度的音程。而黑管使用的为十二度

的超吹是运用单簧管自身的优势与其他八度超吹乐器吹奏要多出一

个八度的范围，但却不利于演奏八度。因此，单簧管的八度音程要

比其他的木管乐器难一些。所以，在八度音程中，在单簧管演奏时，

其左手和右手指法差异明显，而且几乎每一个八度音程都要改变指

法，这也是单簧管为十二度超吹结构的原因。十二度和八度在单簧

管演奏中难度不同，针对八度音阶需要变换指法，高八度和低八度

的指法不同，十二度音程比八度音程要简单得多，但是十二度音程

与萨克斯、双簧管指法不完全相同。因此，对于新手而言，高音的

指法很难掌握。此外，黑管与其他木管乐器的构造不同，黑管吹出

的是一套	G 音符，指控在乐器的背面。

如，吹奏 A-B 音时，演奏者要用左手的手腕和左手的手指来

进行自然的旋转，以达到音程吹奏效果，其他木管乐器无该指法，

这就导致了单簧管采用十二度超吹的方式更加复杂，这也给初学者

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单簧管训练中，如何克服手指在演奏

时的不协调性，是单簧管练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1.2 困难手指技法的类型与练习方法

1.2.1 运指动作难点

单簧管演奏难度较大，大致可划分为若干种类型。在以	F 大

调为主的基本训练中，从低音组的	B 调到低音组	C 音节的衔接训

练中会出现运指动作难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左手食指与拇指分别

按在了单簧管的前后两个按键上，且还需与其他手指进行配合，此

类指法的练习可从如下步骤进行。

从 C 组开始逐渐降到 B 组，并由高到低进行连接，因 C 音指法，

需要双手的多根手指的配合 ；降 B 需要用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来

控制，以此通过多个指键快速地连接到食指上完成演奏。

第二，利用附点音符节奏（前面音长，后面音短）练习由降 B

到 C 的连接，由慢到快逐步达到熟练程度。	

第三，做好降 B 与小字二组 C、D 音程的连接，并高到低，从

低到高重复练习。此外，在演奏过程中，右手的食指不能脱离音孔；

在进行	B 大调降音练习时，要想将第二组 F、	B 和小三组的 D 音节

衔接起来，需要用右手手指指腹交替的按动两个按键，且需要与右

手的自然转动相结合。

1.2.2	#F 到 #G 难点

练习曲中高难度的演奏指法较多，为合理掌握单簧管手指技

巧需明确 #F 到 #G 难点，并进行练习。

从第二个字母 #	F 到 #	G，由于 #	F 的指法是用右手的中指按

压在一个音孔上，#	G 是用小指按下一个音键，#	G 为开启键，所以，

#	F 到 #	G 是用右手的中指和左手的小拇指配合起来完成演奏。

第二，利用节奏的变化以及附点的节奏 ；利用切分音的节奏，

（两头音短，中间音长）。

1.2.3 高音难点

针对单簧管独奏与协奏曲的指法技巧，其困难指法较多，其

最为常见的指法难点为大跨度音程。因单簧管自身的结构特点，使

其在高音段上奏时更容易演奏，而在下行时则更难演奏，且单簧管

和双簧管、萨克斯管一样，在吹高音时，除了口形和呼吸的协调，

还需要用高音键，也就是说，为想演奏出饱满的高程音节，必须要

有三个条件。

在单簧管演奏时，将中音区或低音区的一个音与高音区的某

个音连接起来，只需要按动高音键，再加上口型和呼吸。这种由低

到高的练习可顺利完成，但有些则较为困难，如音程无法连接其下

行线，这种时候演奏者只可借助弹音、吐音完成演奏。

2、演奏单簧管口型与气息技巧

2.1 气息

首先，在演奏单簧管时需控制好气息。单簧管的呼吸与弦乐

的运弓技巧一样，呼吸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乐器声音的品质，单簧管

在演奏时，需要将呼吸分成 " 吸 " 与 " 呼 "，即 " 呼吸”。在此，演

奏者需明确科学性呼吸办法，避免因呼吸不畅对其声音质量造成影

响，且音质的优劣以及高音的控制、吐字的清晰，力度的变化都与

实际演奏效果有所关联，同时也与呼吸紧密相关，所以，练习呼吸

是演奏单簧管的关键环节 [1]。

其次，单簧管因其结构特性，主要以腹式呼吸为主，以胸腹

呼吸为辅，若演奏者核心力量较强则对呼吸的控制力也会有所增强。

一般来说，通过对长音训练的分析，练习者需要掌握口形、气息、

音质、音色，节奏、旋律等，对于新手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问题。另外，在演奏单簧管的过程中，呼气也是调节乐器的一个

重要因素。但个别初学者对呼气的重视程度很低，因此，在演奏较

长的音乐时，呼气的正确与否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在演奏每个

音节时，通常无法将肺中所有的气全部呼出，而呼气则是为了调节

呼吸的节拍，让演奏更为流畅、自然。

2.2 口型

单簧管演奏技巧中，口型技巧也为非常基础且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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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形是吹法的灵魂，口形与乐器的共鸣、音色的改变有关，并且还

会间接地影响到演奏等其他方面，例如吐字和手指的灵活度 [2]。

现阶段，单簧管口型技巧以单包形式为主，下唇微微包裹下齿，

下巴平坦，嘴角向上倾斜，上齿紧贴着笛尖，但是不要 " 咬 " 得太

紧，要让簧片有足够的振动空间，同时要注意两侧的力量，需适当

放松嘴部肌肉 ；另外，低音和高音的哨片振动振幅存在着一定的差

别，因此，在控制低音时，口型要适度放松，需要让哨片完全震动。

口型的正确使用较为困难，初学者为掌握口型演奏技巧，可在日常

练习中，尝试对镜练习，关注自己的口型和演奏时手指的动作，以

达到高度衔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将正确的口型确定后进行

强化练习。一般来说，口型对音质、音色的好坏有很大影响。只有

使用合适的口形，才能使乐器产生共鸣，产生较好的音色 [3]。

2.3 吐音

吐音是单簧管演奏中需要加强练习的一种演奏技巧，对于演

奏者来说舌头的运用在整体演奏过程中都较为关键。在演奏吐音时，

应将舌头抵住前部，要确保每一个音头都为饱满，且舌尖要贴在口

哨的前端。首先，在演奏吐音时，要注意口型和呼吸的平稳性。其

次，在演奏过程中舌的动作在口腔内进行，为此演奏者需自己感受

并结合作品找到最为正确的运舌方式。舌形不稳往往是由于舌部紧

张所致，不但会影响到吐音品质，而且还会导致手指和舌头的配合

出现问题。最后，在实际演奏时，演奏者应放松口腔，舌头应属于

自然的状态，只有这样才可演奏出均匀、快速地吐音。在演奏快速

音程时，舌与指尖的高度协调也属于难度较大的问题，为此演奏者

在练习中，先要掌握正确的运舌、运指的手法，再通过长时间的练

习，逐渐地使舌尖和指尖达到协调 [4]。

3、单簧管演奏技巧之作品诠释——《那达慕之歌》为例

3.1 作品演奏须知

《那达慕之歌》是王和声首次以单簧管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在

理解和掌握其深层含义时，需达到发挥演奏技巧诠释作品的演奏效

果。在此，需要对这位作曲家的艺术经历、创作动机、时代特征、

曲式结构、艺术特征、单簧管的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唯

有潜心钻研、反复揣摩、准确把握，方能真正演奏好这部作品 [5]。

3.2 作品介绍

王和声 60 岁时所作的《那达慕之歌》，以单簧管演奏的悠长

旋律，瞬间将观众带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而随后逐步响起了

欢快的乐曲，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展现出了那达慕的传统。王和声

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蒙古族音乐的特点，比如模仿马头琴、蒙古呼

麦等单簧管，为独奏艺人创造了足够的表演空间。同时，也为演奏

者创造了足够的表演空间，比如运用双吐音技巧和循环呼吸等。总

之，这是一部极具民族特色的经典作品，给演奏者以最大限度发挥

单簧管演奏技巧的空间，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管乐的艺术风格和

演奏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6]。

3.3 作品演奏技巧

《那达慕之歌》的前奏较为缓慢，运用蒙古长调的技巧，在单

簧管演奏这一段时，应让观众感到其旋律绵长、深入人心。

第一个音符 e2 和第二个音符可以不按时间来进行演奏，因为

此处为独奏，所以 G2 时间可以缩短到一秒钟，以显示出这片广袤

草原。后续的装饰音可使用	mp 的强度演奏，与先前	mf 的力量形

成对照，之后的长音 a2 逐渐增强；圆号也需要与上述演奏技巧呼应，

然后是一段上升的乐曲，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强

烈，而是以一个平稳有力的	e 作为开头，在上升到 d3 的时，力量

应减弱。其属于典型的大线条曲调，给人一种悠长的感觉。对于后

续的	d³ 至	g³，以及 g³ 和	e³ 需要将其转化成特定的指法。（如果采

用传统的指法，左手中指、右手食指、左手中指、无名指、右手食

指在演奏 d3 的过程中，会有节奏地变化）左手的特殊指法，可以

让其在演奏过程中，更加容易掌控。到了主题部分，其节奏会有明

显的变化，蒙古族乐曲的特点是六度和七度大跳，常用于欢快的节

奏之中 [7]。

演奏时的口型技巧可参考上述提及的练习方式，同时应注意

口型的变化，在本作品中，f2 和 a1 是一对大跳，从高音开始，呼

吸不停 ；演奏时，嘴巴要稍微放松一些，如果口型没有改变，总是

在高音的时候往下跳，很可能会有跑音。在演奏本段时，应确保四

分音符的时间，51 小节以相同的速度演奏，其也属于一种紧拉慢奏；

曲调线条以波浪的形式出现。在演奏时，必须确保呼吸连贯，52

小节的长音 a2 可以用渐强的方法来演奏。在此段的演奏中，若演

奏者运用同样的力量来演奏长音歌曲则表现得过于僵硬，而用 C3

进行演奏，则要短一些，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以此体现乐曲的轻快，

且在演奏时，演奏者应保持简短的节奏拍。针对大线条的演奏，不

得让观众听出音符间的间隙，在演奏这一段之前，呼吸要充分，每

四次呼吸一次，四次呼吸可以分成一个乐句。确保每一个音节的时

间长度，模拟马头琴的演奏 ：流畅，轻柔，不留痕迹。75 节开始

有大量的跳跃。在此，演奏者还应注意本段的每一步都是从高音到

低音，再到 g1，这是一种特殊的演奏技巧，属于单簧管特有的演

奏形式，在《威尼斯狂欢节》中也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旋

律会比较快速，演奏技巧所表达的为由高音音符构成的旋律，以此

凸显出高音音量，而 g1 属于通过音，不需要特别强调，在演奏时

演奏者应感受自己的腹部呼吸，特别是在演奏高音的时腹部会外放，

在演奏 g1 时会收回来 ；在练习时，演奏者可以将 g1 当成 16 分的

休息，高音和低音都会被当成重音来演奏，增强音程品质，最后以

ff 力度干净利落地结束全曲 [8]。

结束语 ：

综上所述，单簧管的演奏技巧包括手指、气息、口型以及对

作品的诠释。在发音部分，应掌握发音基本功、声音强弱控制、气

息扩展练习、练声曲以及抒情优美的旋律音乐等演奏技巧 ；在气息

与口型上应与节奏训练相结合，以复合节拍和混合节拍的练习曲进

行训练 ；手指技巧包含独立演奏与复合演奏 ；作品诠释应针对作品

发挥单簧管独特的演奏方式，以此让观众感受到音乐的生动性、演

奏的技巧性以及发音的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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