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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传统音乐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承与创新，深入探究扬琴演奏艺术的内在规律

和美学特质愈发重要。本文以扬琴演奏中的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为例，分析其中蕴藏的艺术规律

和审美价值。通过系统梳理扬琴演奏的音乐学基础、审美特点以及与不同风格流派的融合发展，

提出了把握扬琴演奏艺术美的关键在于：演奏技巧与意境营造的和谐统一，传统经典与创新表

达的兼容并蓄，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互为辉映。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

代命题下，扬琴演奏不仅要立足民族沃土、坚守文化根脉，更要放眼国际视野、彰显时代风采，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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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铸魂育人

的重要内容。扬琴作为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凝结了华夏先

民的智慧结晶，蕴藏着丰富的艺术价值。探究扬琴演奏艺术

美的内在规律和特质，对于继承发扬民族音乐瑰宝、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深入

挖掘扬琴艺术的精髓要义，以此滋养人们的心田，涵养高尚

的道德情操，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意义[1]。

一、扬琴演奏的音乐学基础

扬琴演奏的艺术美，首先源于其科学缜密、系统全面的

音乐理论基础。这一基础涵盖音高与音色、节奏与速度、力

度与触键等多个层面，共同构建成扬琴演奏的技术支柱。

（一）音高与音色

音高，是扬琴演奏的立足之本，有序交织排列的琴弦铸

就了扬琴“一弦一柱思华年”的高度灵敏。演奏者须在纵横

交错的弦索间，以非凡的指力与耐力，确保音高的准确无误。

同时，双手击弦的位置、力度变化与角度、力度配合，共同

塑造出扬琴圆润清亮、悠扬婉转的独特音色。这就要求演奏

者在精准把握每一个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疾徐的同时，

还要赋予其丰富的音色变化，或刚劲有力，或柔美细腻，呈

现出扬琴“古朴圆润、雍容华贵”的典型音色审美。

（二）节奏与速度

节奏，是扬琴演奏的灵魂所在。快慢疾徐、轻重缓急的

节奏组合，构成了扬琴音乐跳动的脉搏。扬琴演奏者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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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同音乐风格的节奏规律，时而欢快跳跃如行云流水，

时而舒缓悠扬如涓涓细流，妙趣横生又恰到好处。速度的有

机统一与丰富变化，是扬琴演奏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急如

骤雨狂风般的快速音群，舒缓宛转如春水盈盈的慢板乐段，

或由慢渐快或由松走紧，都需要演奏者在速度的精准控制中

体现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

（三）力度与触键

力度，是扬琴演奏艺术表现力的关键所在。在双手“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轻柔力道中，流淌出空灵清逸的意境；在

“壮士十年磨一剑”的激越力度中，迸发出山河破碎、风雨

欲来的磅礴。触键方式的差异，则造就了扬琴音色的丰富多

变：轻抚琴弦如春风化雨，激弹猛拨如惊涛拍岸。刚柔并济、

张弛有度的力度控制，活跃而富有弹性的触键技巧，共同织

就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音乐画卷，令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二、扬琴演奏的审美特点

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扬琴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

美风范，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又对外吸收融合、推

陈出新，在意境营造、韵律塑造、技巧呈现等方面展现出令

人难忘的艺术魅力。

（一）意境美：虚实相生

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精髓所在。诗言志、歌咏

言、声依咏……语言有尽而意无穷，余音袅袅、引人遐思。

扬琴演奏同样追求“得音外之趣，寄弦外之情”的意境之美。

作为一种单旋律乐器，扬琴并不追求音乐的丰满饱满，而是

充分利用“间、散、疏、透”等艺术处理手法，在留白的艺

术空间中创造无尽遐想。一弦一柱间的腾挪跌宕，敲击泛音

板时木槌与木质的缱绻悱恻，都在有限的乐音中透射出无限

的意蕴。这种“少即是多”的意境营造手法，与中国传统美

学“道、器、象、意”的理论相契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

的含蓄蕴藉之美[2]。

（二）韵律美：繁简协调

韵律，是扬琴演奏艺术生命力的重要体现。琴弦在演奏

敲击下时而琅琅如金石，时而绵绵似细语，行云流水又跌宕

起伏。快速的连续变化与舒缓的迂回曲折，激烈的冲突对比

与柔美的徐疾停续，都在繁简有致、疏密得当的韵律安排中

得以实现。聪慧灵动的韵律美感，让扬琴音乐跳跃着独特的

艺术脉搏，引领听众在时间的长河中细细揣摩，品味来自东

方的璀璨音韵之美。同时，扬琴音乐擅长用极简的音符组合

营造出丰富的节奏形态，单一的重复中蕴藏着变化的基因，

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繁而不乱、简而不陋”的审美理想。

（三）技巧美：传神写意

技巧，是实现扬琴演奏艺术表现力的利器。双手的演奏

时而灵动若惊鸿，时而矫健似苍鹰，平正中见神奇，简约里

显功力。这种传神写意般的技巧呈现，源于扬琴演奏中指、

腕、臂的协调配合，源于触键方式的巧妙多变，更源于演奏

者内心情感的真挚投射。技巧与意境浑然一体，外在形式美

与内在精神美相互交融，才使扬琴音乐获得感人至深的表现

力。令人叹为观止的快速音群，令人屏息凝神的飞旋跳跃，

无不彰显着扬琴演奏者炉火纯青的功力与韵味。这与中国传

统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相呼应，反映了

中华民族特有的写意传神之美。

三、扬琴演奏与风格流派的融合发展

扬琴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面对不同时代、不

同地域的文化需求，扬琴演奏逐步形成了京剧伴奏、广东音

乐、江南丝竹等多元化风格流派。这些流派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又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在融合发展中实现扬琴艺术的

再创造。

（一）京剧伴奏的激昂慷慨

人称“国粹”的京剧，是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京剧锣

鼓铿锵、唱念做打，无不凸显阳刚之美、英雄本色。而作为

京剧“文武场”的重要组成，扬琴肩负着烘托气氛、渲染情

绪的重任。京剧伴奏扬琴一改古典雅致的弹奏风格，快速连

续的音群在汹涌澎湃的节奏中展现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

“霸王别姬”唱段前扬琴的连续八度跳进，“空城计”中“笑

傲江湖”式的琴声点缀，都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一

流派使扬琴在京剧艺术的历史洪流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成为国粹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二）广东音乐的婉约秀美

岭南之地，文风鼎盛。粤剧、南音等广东地方曲艺独树

一帜，清丽婉约的风格在这片热土上历久弥新。扬琴在流行

于广东的丝竹乐中占据核心地位，与二胡、琵琶、笛子等乐

器合璧，以曲尽其妙的和声共同塑造出“小桥流水人家”的

江南风情。相较于京剧伴奏扬琴的刚劲有力，广东音乐扬琴

更多采用“女儿红”般的轻柔技法，大量使用泛音、颤音、

滑音等柔美细腻的表现手法。“赏心乐事”三弦与扬琴的默

契配合，“彩云追月”小调中扬琴的款款深情，都体现出广

东音乐扬琴婉转细腻、温良恭俭的独特韵味[3]。这一流派使

扬琴音乐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成为寄托岭南儿女喜怒哀乐的

重要载体。

（三）江南丝竹的空灵秀逸

烟水乡愁，梦里水乡。江南地区素以山清水秀、风物柔

婉著称，孕育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独特意

境。而流行于江苏、浙江一带的江南丝竹，正是这种意境在

音乐艺术中的生动写照。不同于京剧伴奏的雄浑厚重，有别

于广东音乐的柔美细腻，江南丝竹扬琴更加强调与听觉想象

的互动，营造空灵秀逸的意境。“汉宫秋月”中秋夜寂寥的

凄清，“平沙落雁”里雁阵惊飞的萧瑟，都在扬琴简约而不

简单的单音旋律中跃然纸上。江南丝竹扬琴常用散音、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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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法，以留白的艺术魅力唤起听众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令

人回味无穷。这一流派让扬琴这一古老乐器焕发出更加清新

隽永的艺术光辉，成为江南文人骚客寄托诗情画意的重要载

体。

四、扬琴演奏艺术美的规律把握

综上所述，扬琴演奏艺术美的实现，需要从音乐理论基

础、审美特点、风格流派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把握。演奏者

需要在技术与艺术、继承与创新、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中，探

寻扬琴艺术之美的内在规律，进而实现对听众情感的打动和

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一）演奏技巧与意境营造的和谐统一

扬琴演奏的技巧与意境，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

成、互为表里。一方面，精湛的演奏技巧是营造意境的基石。

触弦、泛音、滑抹音等技法的综合运用，为营造意境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意境的营造又为技巧的运用赋予了

灵魂。单纯炫技而不顾意境，就如同空有其表而失之内涵。

扬琴演奏要追求技巧与意境的水乳交融、浑然天成，技非技、

境非境，方能引领听众进入更高远的艺术境界。“高山流水”

中技巧的简约与意境的空灵，“十面埋伏”里技巧的激越与

意境的壮阔，都体现了这一规律。

（二）传统经典与创新表达的兼容并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经典是扬琴演奏的根基所在。

但与此同时，对传统的理解和诠释又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一方面，扬琴演奏要立足传统，吸取古曲艺术的精华。

“平沙落雁”“汉宫秋月”等扬琴传统曲目蕴藏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需要代代相传、发扬

光大。另一方面，扬琴演奏又要放眼当下，用新的音乐语汇

讲好中国故事。将扬琴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创作出契合

时代精神的新作品，让传统艺术焕发勃勃生机。“我的祖国”

“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扬琴改编曲，生动诠释了这一创新规

律。传统与创新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共同

构筑起扬琴演奏艺术的恢弘气象。

（三）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互为辉映

扬琴演奏归根结底要打动人心，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缺

一不可。一方面，扬琴演奏要用真情实感打动听众，引发情

感共鸣。演奏者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音乐，将内心的欢喜、

忧伤、思念等情绪注入指尖，化作万千音符传递给听众。聆

听者在感性的欣赏中产生移情，进而获得美的愉悦和心灵的

震撼。另一方面，扬琴演奏又离不开理性的分析和把控。扎

实的基本功、缜密的逻辑思维，是感性演奏的必要前提。演

奏者要以清晰的音乐理解支撑技巧的运用，以准确的节奏把

握统领意境的营造，在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艺术升

华。正如名曲“阳关三叠”所展现的，委婉悱恻的感性体验

与深沉内敛的理性分析交相辉映,成就了扬琴演奏的不朽传

奇。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

魂。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扬琴作为中华

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内核，体现着传统的美学理

念。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深入探究扬琴演奏艺术美的内

在规律，对于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具有重要意义。演奏者要在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上，把握扬

琴意境、韵律、技巧的独特魅力，融会贯通不同风格流派的

表现手法，在技巧与意境、传统与创新、感性与理性的辩证

统一中，不断开创扬琴演奏艺术的新境界。在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的使命引领下，扬琴演奏定能以悠远绵长的东方

之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增添正

义力量。让我们携手并进，以扬琴演奏之美传颂时代之声，

谱写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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