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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乐队表演中，指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指挥引导着乐队表演的
走向，掌控着歌曲的节奏，是乐队表演的灵魂所在。一个优秀的指挥家，
在乐队表演中，不仅能够控制演奏者的速度和节奏，更能向观众传递出
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情怀，指挥家并不是乐队的成员，但也早已融入于乐
队之中。乐队的发展历史悠久，指挥形式也随之变迁，不同的乐队演奏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指挥方式，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合作，才能完美的诠
释作品的内涵，得到观众的内涵。本文中，笔者从中西方两个方向，探
讨了乐队指挥的多样化形式，以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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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人们对乐队指挥并不陌生，再谈到指挥者这一角色时，

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指挥者站在舞台的中央，手持指挥棒，
看着歌谱，摇晃双手”的样子[1]。其实乐队指挥的方式是多样化
的，除了上述谈到的乐队指挥方式，还可以用击打的方式进行指
挥，也可以是用演奏的方式进行指挥。不同的乐队所演奏的不同
歌曲，其节奏感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把控舞台效果，就需要选
择合适的指挥方式。除此之外，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歌曲的演
奏方式也是不同的，在指挥方式的选择上也存在些许的不同。因
此，从中西方两个不同的国家，看待乐队指挥的不同方法就是有
必要的，这能促进乐队指挥的发展。 

一、西方国家多样化的乐队指挥形式探讨 
1、击拍者担任指挥 

早的，在 13 世纪时，已经出现了用击拍的方式来指挥乐
队，指挥者通过双手的拍击形成节奏，为演奏者传递信号。在实
际的乐队表演中，这种指挥方式有效的统一了乐队演奏的节奏[2]。
再后来，到了 15 世纪开始，出现了手脚并用的击拍指挥方式，
不同于双手击拍，这种指挥方式加入了脚的作用，通过跺脚产生
有序的声音节奏，引导乐队的演奏。以上的两种指挥方式，在统
一乐队节奏方面确实有着显著的作用，且上手容易，无需借助其
他的工具，是当代的风靡的指挥方式。但是，对于一些安静的乐
队表演，如歌舞剧表演，击拍会为表演产生多余的噪音，影响着
演奏整个过程的美感，其适用性并不高。直到 18 世纪，这是西
方乐队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人们越发意识到乐队指挥的重要性，
才开始有了乐队指挥这一职位。当代出现了越来越多专业的乐队
指挥者，其不仅要指挥演奏者的发音音准，还需要协调乐队演唱
的顺序。自此，击拍方式的乐队指挥得到了改进，可以很好的融
入到舞台表演中，与音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2、乐队演奏者担任指挥 
在 18 世纪初，乐队指挥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传统单一的击

拍指挥方式也得到了升级和改进，除了专业的指挥者，还可以在
乐队中的乐器演奏者中选择指挥者。乐队表演需要用到多种乐
器，那么选择何种乐器演奏者担任指挥者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在
一段长时间的探索中，在乐队表演中，由乐器表演者担任指挥出
现频率次数 多的就是小提琴演奏者和键盘师。就西方乐队表演
而言，钢琴演奏一般不会贯穿全场，所以相比之下，小提琴演奏
者担任指挥的次数更多。但是，就指挥的影响力来看，钢琴指挥
的影响又要高于小提琴演奏指挥。总的来说，各类乐器演奏者都
可以担任指挥，这要取决于歌曲的种类。但是，无论是哪种乐器
的指挥者，都需要具备充足的演奏能力，能够把我整首乐曲的节
奏。虽然，乐器指挥拥有许多优点，能够为乐队表演添加魅力，
但是却不适合交响乐。在大型歌舞剧交响乐表演中，由于指挥者
和乐队的站位的问题，很容易出现乐队成员听不清乐器指挥声音
的情况，这也是乐器指挥的缺点。 

3、指挥棒指挥 
在 20 世纪初，指挥家这一职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再谈到

乐队表演时，人们自然而然的联系到了指挥家。指挥棒指挥也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所诞生的。相比于上文中的两种指挥方式，其不
会产生额外的噪音影响乐队表演，并且也不是通过声音来传递信
息的。乐队成员用双眼注视指挥棒的节奏，摆脱了乐器指挥受到
空间的限制。自施波儿第一次尝试着用指挥棒为乐队传递信息开

始，越来越多的乐队开始沿用这种方式指挥乐队表演，其适用性
更高，取了很好的指挥效果。在世纪的乐队表演中，指挥棒指挥
者是整个乐队表演的灵魂，他统领着整个乐队，所有的乐队成员
都需要听命于指挥者。因此，指挥棒指挥需要充分的了解乐曲的
节奏，并且在指挥中融入到乐队表演中，才能出色的完成表演，
为观众传递乐曲的主题和情怀。 

二、中国多样化的乐队指挥形式探讨 
1、用击打的方式进行指挥 
中国乐队 早是通过击打的方式来指挥的，击打是中国乐队

指挥的雏形。击打中又包含着多种方式，其中拍板是 早的一种
击打方式，这种乐队击打指挥方式流行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北
方地区中几乎所有的乐队表演都在用这种方式指挥。众所周知
的，戏曲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戏曲表演大多是由肢体表演主
导的，背景配乐主要是通过乐器的拍打形成的，因此通过击打的
方式来指挥戏曲表演就是比较适用的。同样的，中国击打指挥的
方式也会产生噪音，影响乐队表演的美感，除了戏曲表演之外，
这种指挥方式几乎很难融入其他乐队的表演之中，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2、用演奏乐器进行指挥 
和西方国家一样，再发现了击打方式指挥乐队表演的局限性

后，人们开始尝试研究其他的指挥方式，乐器指挥就是击打指挥
的改进。在中国的俗语中，有一句话是“群龙无首”，将其运用
到乐队表演之中，就充分的显示出了乐队指挥的重要性[3]。在福
建闽南乐队的表演中，一般是由琵琶演奏者担任乐队的指挥者
的。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看出琵
琶演奏声音的清脆。选用琵琶演奏者担任乐队指挥，非但不会乐
队演出产生噪音，还能为表演增添魅力。再看少数民族地区，其
乐队表演一般以腰鼓为主，因此乐队指挥主要选择鼓类乐器的使
用者。司鼓者通过“起签、起板、转板、转快、转慢、杀签”等
不同的演奏方式来指挥乐队。在鼓类乐队的演奏中，击鼓者不仅
扮演者指挥的角色，同时也是演奏者的身份。因此，鼓声越大，
对整个乐队的表演越有利，这不会变成噪音影响乐队演奏的表
演，反倒会活跃整个现场的气氛，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乐队表演
的特点之一。但是，只要是乐器表演，其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乐队表演，这在中西方都是乐器表演所头疼
的一个问题。 

3、持指挥棒指挥 
中国的指挥棒指挥是由西方乐队指挥文化引进的，通过对西

方指挥棒指挥的改良，形成了适合中国乐队指挥的一种指挥形
式。从 20 世纪开始，我国增加了与国外国家的文化交流，西方
国家各种乐器文化也传入到我国，如小提琴、钢琴等都出现在中
国的乐曲表演之中。中国乐队的组织和形式也得到了改变，指挥
者的地位也得到了重视。但是，就指挥棒指挥的作用来看，其和
西方指挥棒指挥是一样的。因此，指挥棒指挥成为了我国 为流
行的一种乐队指挥方式，并且在我国大大小小的乐队表演中都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总结：在乐队表演中，指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乐
队文化的发展，指挥的方式也得到了改进。虽然中西方乐队文化
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乐队指挥大多还是由三个方式组成的，其
分别为击打指挥、乐器指挥、指挥棒指挥。在这其中，指挥棒指
挥是现如今全球所公认的一种指挥方式，在大小不同的乐队表演
中，人们频繁可见指挥棒指挥的身影，他是乐队表演的灵魂所在，
能向观众传递乐队表演的主题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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