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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与戏曲、舞蹈、电影等造型艺术的形象相比，音乐

形象虽然并不能够为受众的感官所直接获得，但却能够

通过丰富、有序的乐音来向音乐欣赏者传递一系列信息，

并借助这些信息来促使音乐欣赏者展开联想，进而帮助

其实现对音乐形象的间接获得与准确把握，与音乐表演

效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从二胡演奏的角度来看，

对于音乐形象与二胡表演艺术的研究，自然也是十分具

有现实意义的。

一、音乐形象概述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由于音乐作品通常都是

创作者对自身情感、思想的表达，在具有良好音响结

构可听性的同时，通常还具有着较为深刻的情感或思想

内涵，因此人们在聆听过音乐作品后，往往都会将其中

的乐音与某种情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使乐音逐渐产

生约定俗成的含义，而这种与乐音紧密相关的音乐作品

内涵，则正是对音乐形象的直接体现。例如当国人听到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会用心感受乐曲的每一个音符，

同时还会在脑海中浮现革命先烈为了改变国家命运、实

现民族复兴而抛洒热血的景象，并产生强烈的爱国情

感；而当听到二胡作品《万马奔腾》末尾处模拟的骏马

嘶鸣声时，国人则会在脑海中浮现无数骏马在草原上肆

意驰骋的壮阔景象 [1]。从音乐作品听众的角度来看，这

些景象虽然并非是亲眼所见，但却是在接触到特定乐音

后逐渐在脑海中生成，因此仍属于与音乐作品直接关联

的音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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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胡表演艺术分析

（一）二胡的演奏技巧

一般来说，二胡的基础演奏技巧主要包括持弓、运

弓、切弦、揉弦等几部分。其中持弓可以理解为演奏时

手持二胡的身体动作与姿态，与二胡的音质、音色有着

直接关系，在具体技巧上强调演奏者持弓手大姆指、食

指、无名指间的配合，对发力点、支点、重点进行有效

协调，同时还需要注意保持食指向上微抬、大拇指略微

下压、中指拉外弦时向内侧勾的状态，以免出现力点不

清、手腕僵硬等持弓问题 [2]。运弓需要演奏者保持放松、

自然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注意对手指、手掌、手腕、手

臂等各个部位的力量进行协调，同时注意根据拍子来合

理分配弓段，遵循“靠近琴筒时减轻力量，远离琴筒时

增加力量”的发力原则，使运攻力度能够达到均匀、圆

润的效果。切弦时需要注意手形的规范性，左手摆出半

握拳的姿势，平靠在琴杆的千斤下方，同时按照音位方

向对四个手指进行排列，手指关节处还要略微弯曲，使

指尖能够自然排在各音上方，以保证切弦手形的美观性

与方便性。而揉弦技巧则通常是以腕揉法为主，需要演

奏者从手腕处发力，通过上下揉动手腕的方式带动手指

关节进行上下波动，使手指能够在揉弦的同时，保持每

次揉弦幅度的均匀，以凸显出琴音圆润、柔美的特点。

（二）二胡的情感表现

二胡演奏者在进行表演时，通常都需要根据自身对

音乐作品的理解，将作品情感内涵充分表达出来，以提

升二胡表演的感染力，而其情感表现方式则主要集中情

感营造、情感表述以及情感呈现三方面。其中情感营造

是指演奏者需要深入了解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经

历，并尝试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体会其灌注到作品、音

符中的情感，使自身能够与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产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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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之后再将自身带入到乐曲中来，通过对每一个指

法、弓法的灵活运用来抒发内心情感，使表演既能够表

达出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也能够凸显出演奏者的个人

风格 [3]。而情感表述则是指演奏者根据乐曲的主题、情

感基调来合理运用外在演奏技巧，对乐曲情感内涵进行

更加直观、准确的表述，使听众能够轻松感受到乐曲所

蕴含的情感，并产生情感共鸣与良好的聆听体验。例如

在乐曲以节庆为主题、具有活泼欢快等轻快感基调的情

况下，演奏者需要准确把握其跳跃性较强的节奏特征，

注意对左手按弦技巧进行灵活运用；而在乐曲以爱情、

亲情、友情等为主题，且具有温馨、平和等情感基调的

情况下，则需要保持右手运弓的平稳，并将尽量拉开，

以增强二胡演奏的抒情性。另外，为准确表现乐曲情感，

演奏者还要在进行二胡表演时，准确感受音乐作品的情

感音色，并将基本音色与情感音色准确区分开来，并根

据整首乐曲的情感音色变化，对自身演奏手法进行灵活

调整，使乐曲情感内涵能够在情感音色的变化中得到清

晰呈现。

三、二胡演奏中的音乐形象塑造

（一）把握听觉想象规律

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同

时还会将各种声音与相关事物紧密联系起来，每当听到

某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声音时，通常都会于不知不觉间展

开听觉想象，联想到与声音相对应的事物。因此对于二

胡演奏者来说，要想通过二胡演奏来实现对音乐形象的

有效塑造，首先就必须要准确把握人的听觉想象规律，

在明确音乐作品情感内涵的前提下，通过对演奏手法的

灵活调整来演奏出特定乐音与旋律，使听众能够在听到

乐音与旋律后，不由自主地展开听觉想象，将乐曲与某

一类情境联系起来，并获得与该情境相关的情感体验，

而这也正是成功塑造音乐形象的直接表现。例如在乐曲

以低音为主时，听众通常会联想到消极的事物、情境，

并获得压抑、悲伤等情感体验，而当乐曲以明朗的高音

为主时，听众则会联想到积极的事物、情境，并产生快

乐、愉悦等情绪体验

（二）关注听众情感体验

从听众的视角来看，由于声音的变化与刺激，往往

能够直接引起人的情态活动，并对情绪体验产生复杂影

响，即便是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微妙情绪活体验，也

同样可能与各种声音变化相关。因此在进行二胡演奏时，

演奏者要想实现对音乐形象的有效塑造，同样还需重视

听众的情感体验，根据音乐作品情感基调来合理创设情

绪分为，并在这种独特的情绪氛围中动态展现乐曲的情

绪变化，使听众能够受到情绪氛围的感染，随着乐曲情

绪变化逐渐获得不同情绪体验，进而实现对乐曲情感内

涵的完整感知 [4]。

（三）准确构设特殊意境

在二胡演奏中，由于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大多都十分

注重意象运用与意境创设，因此演奏者同样还可以通过

对作品意境的重新构设，将相应的音乐形象准确塑造出

来，使听众能够在感受音乐作品意境的同时，准确把握

作品音乐形象。例如在演奏《汉宫秋月》这一曲目时，

应构设“清冷月光映照宫闱”的意境，使听众能够感受

到宫廷妇女的凄苦；而在演奏《二泉映月》这一曲目时，

则应构设“流浪艺人于街头卖艺谋生”的意境，使听众

能够从乐曲中感受到流浪艺人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意志。

四、结束语

对于二胡演奏者来说，音乐形象的塑造虽然具有一

定难度，但只要能够准确理解音乐形象的内涵，掌握二

胡的各种基础演奏技巧与情感表现方法，同时从把握听

觉想象规律、关注听众情感体验、构设特殊意境等方面

入手，采取合适的表演策略，就必然能够实现对音乐形

象的有效塑造，并使二胡演奏的表演效果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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