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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长号滑音的演奏技巧 
◆李  蒙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长号滑管的长度是可以连续变化的，是滑音的主要来源。避免不

正确滑音出现，不同把位的音连接时会出现不应有的滑音，把位移动要

结合气流的动作变化。大师对滑音的运用，让这种很沉很重的铜管乐器
在即兴音乐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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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练习中，长号滑音时时刻刻都会出现，如果不能很
好的利用气息和滑管，每次出现滑音都会牵绊着演奏者的心。如
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长号的滑音，会影响日常的练习甚至不能提高
演奏水平最终会影响长号演奏者的一生。 

一、滑音吹奏中呼吸的运用 
在长号演奏单音的过程中不动把位（滑管）也会出现滑音，

这都是气息和口型造成的，重点是气息过多造成的上滑音或气息
过少造成的下滑音。当然，在演奏长号的过程中滑动滑管就更会
自然的出现滑音了，如果不能完美的结合气息配合滑管就会出现
一条音阶都演奏不了的场面。 

1、呼吸的方法 
在学习和总结老师们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知道，胸腹式呼

吸是演奏管乐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呼吸方法。吸气的时侯，一定要
尽量使用腹部和胸部等的肌肉，让身体的上半身达到扩张的效
果，当然背部也是同样的感觉。肩膀不要往上抬，这样容易造成
了只用胸部呼吸，腹部也是要放松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自然呼
吸的状态，所以呼吸时不需要特意把腹部做出突起的动作。 

2、呼吸的技巧 
单独练习吸气时，应尽量吸的足，借此增加自身的肺活量。

但在实际演奏的过程当中，一般就要避免把气吸的特别足。气息
过多起音会出现上滑音，音发出之后，把位移动时从感觉上气流
向下压可以避免上滑音。在演奏时不要把气息都用尽了再去吸
气，当用到十分之八左右时便可以进行下一次的呼吸，这样气与
气之间，乐句与乐句之间的衔接是最恰到好处的。气息过少第一
音会出现下滑音，音发出之后，移动把位时，从感觉上气流应向
上提可以避免下滑音。 

3、首次呼吸 
在演奏开始之前的呼吸是很重要的。假如没呼吸好，气息不

往下沉，精神又会高度紧张，那对整个演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比较有经验的演奏员可以在几小节后很自然的调整，而经验不足
的人则对这一乐段的演奏都受到影响，导致整首乐曲的失败。 

二、避免不正确滑音的方法 
长号在吹奏时它是靠气息振动嘴唇及把位移动来演奏出音

的高低。因为在长号的这七个把位中任何一个把位都可以演奏若
干个相同或者不同的泛音，同把位音与音之间的连接容易演奏，
演奏不同把位的音在连接时往往会出现不应有的滑音，因此破坏
了 音乐的表现。比如 bB 一 G 这是小三度音程，从一把位至四
把位，在移动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下滑音等。 

滑音问题往往出现在把位移动的速度与气息的变化配合之
中，以及在气息运动的方向上。如果把位在移动时不能和气息配
合好的话，就会出现滑音的效果。在保证不破坏音的时值的情况
下，把位移动要达到准确、快捷，而且移动把位时要与气流合理
的结合，从而有效地解决长号在实际演奏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滑
音问题。 

 
 
 

谱例 1       错 误                解 决 
F 即一把位，G 在四把位，一把位移动至四把位时容易出现

下滑音，可能会出现下滑音至 E——bE 音，然后回到 G 音上的
情况，所以在吹 F 音至 G 音的过程中，先把 F 音发出后，移动
把位时从感觉上气流应向上提至 bB 音的位置（bB 音不能发出来）

移动至四把位发出 G 音，这样既可避免上滑音的问题。 
 
 
 

谱例 2       错 误                 解 决 
bB 音在一把位，D 音在四把位，上行大三度音程一把位移

至四把位时容易出现下滑音， 可能会出现下滑至低音 A 一 bA
音，然后回到 D 音上的情况，所以在吹 bB 至 D 音过程中先把
bB 音发出，移动把位时从感觉上气流应向上提至 F 音的气流上
(F 音不发出音），移动至四把位发出 D 音，这样既可避免下滑音
的问题。  

通过列举和阐述，运用合理的气息和连接时方向感是解决吹
奏中滑音问题的根本方法。气流量变化不大，而且把位距离较近，
所以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避免吹奏中不正确滑音问题的出
现。 

三、长号滑音在作品中的运用 
长号的滑音在名著音乐作品中是广泛应用的，正是长号的滑

管使得长号能够演奏出具备特色的滑音效果。《北京喜讯到边塞》
这首作品在乐曲中的后半段，长号声部出现两次不同音高的滑
音，首先由四把位的中间 G 音滑至一把位的中音 bB。然后弦乐
组演奏出轻快跳跃的旋律，长号又吹出六把位的高音 C 滑至一把
位的高音 bE，整个乐队演奏高五度同样的旋律。 

 
 
 
 
 
 
 

谱例（3）选自《巴彦波尔卡》 
从谱子上可以清楚看出，乐曲中的重点乐句中巧妙的运用了

上滑音和下滑音的演奏技巧，在结尾的最后两小节还运用了连续
的滑音，作者如此频繁运用滑音技巧与三吐技巧，展现了长号在
这首乐曲当中的灵活性，表达了乐曲的幽默感，在吹奏这几处滑
音时应流畅快捷，由一种摇摆感，理解乐曲的构思与技巧的特性，
充分展现波尔卡这一音乐形式的特性。 

长号在爵士乐家族有着王一样的地位，它常常作为领奏乐器
被广泛用于乐队当中，长号吹奏滑音这一技巧在一个世纪以前就
以被爵士乐队用于领奏与独奏中，爵士长号演奏大师 JJ •约翰
逊，他惯用的长串滑音和夸张的颤音在乐队演奏中表达的淋漓尽
致，让这种很沉很重的铜管乐器在即兴音乐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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