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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想象思维在器乐演奏中的作用 

□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 李 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不断提高。学习乐器的人越
来越多，相应的有关乐器专业技巧书，如教材、曲谱、辅导材料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
穷。然而，在名目繁多的器乐书籍中，以演奏方法、技巧、作品分析方面的居多，而以专
门论述演奏者的文史积淀和心理想象对乐曲的理解能力、驾驭能力以及对演奏效果影响的
书却不多见。 
    为此，就以我从事的小提琴专业，结合自己的演奏实践来说明想象力在器乐表演中的
重要作用，并与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探讨。 
    如果说音乐是抽象、非物质性的，那么这种属性在器乐演奏中比声乐表演中更为明
显。 
    画家和书法家都强调“功夫在笔外”，小提琴演奏也是如此。小提琴伴我走过了近20
年，我深深感觉到要想拉好它，一味从弓法、指法等专业技能、技巧上去机械模仿练习是
远远不够的。还得重视在演奏中发挥想象力。 
    记得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的一篇古文《伯牙鼓琴》，讲的是音乐表演者在表演中的
想象激发了音乐欣赏者的情感想象，听者犹如身临其境，于高山流水中如醉如痴。这则故
事生动地说明了想象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多小提琴家在演
奏时全神贯注，甚至旁若无人、闭目摇曳，这表示其已进入了丰富的想象思维中。再如
“四面楚歌”的故事。楚汉相争，韩信十面埋伏围困项羽于垓下。楚军虽被包围，处于守
势，但困兽犹斗，何况霸王和秦军作战时曾有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取得完胜的骄人战绩。
但据说是张良吹箫演奏楚曲，四面汉军齐和，凄凉悲怆的乐曲削弱楚军官兵的斗志，楚兵
无心思战，逃去大半。致使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大事定矣。张良凭着丰富的想象力，把箫
吹得苦楚动人，使得楚兵三军丧志，刘邦大功告成。由此可见想象力在演奏中的巨大作
用。 
    当然，一定的生活基础会使我们想象力更丰富。我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过去从未见
到过海洋（在影视镜头中看到的和真正的大海不能相比）。在演奏《海滨音诗》时，无论
老师怎样启发，脑海里怎么也无法想象出大海的模样，总是拉得不够味。后来上学来到祖
国的东南边陲，目睹了东海安谧时的广阔无垠，领略了其咆哮时的汹涌波涛。当再次演奏
这首曲子，想象油然而生，感觉就不一样了。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第一段1-3小节以
后模仿山鸟鸣叫的声音，这是借鉴了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曲《空山鸟语》。如果不熟悉鸟儿
的叫声，如果想象不出苗山早晨从万籁俱寂，唯听鸟鸣到万物复苏，喧嚣一片的印象，那
么就不能把鸟鸣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也很难表现出苗族人民欢乐的生活气息。 
    我初学小提琴是在同学的鼓动下，出于好奇热闹，贸然拉起了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由于无人指点，弓法、指法完全是任意即兴，拉出的曲子简直不像一回事。后来大
一些了，按着谱子上标注的弓法、指法去拉，自我感觉有那个味了，但让熟悉此曲的人听
了说是像“白开水”。在听了西安文理学院林声教授的经典爱情音乐讲座后，对《梁祝》
有了深刻的理解，此后演奏起来，才开始有了颇深的想象思维。 
    《梁祝》曲首引子一段，长笛一吹响，我脑海中便呈现出一幅旖丽的画面：在古朴隽
美、山清水秀的吴越大地，一群天生丽质的村姑在向我们叙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因
此，在第一次Solo（独奏）时，我已进入了角色。这段主题曲的独奏基本承袭了作者何占
豪、陈钢老师的意图和想象，拉得细腻激情。在演奏第2段时，脑中是江南小桥流水、花
丛蝶飞、田间小径蜿蜒、林间楼亭隐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窗下共读、游学踏青，无比欢
乐的场景。演奏时左右手自然配合默契，流畅欢乐的旋律跃然飞出。尽管江南多行船，但
我想象出古代春风得意马蹄疾驰的场景，第4-6段结尾用弓子跳出较逼真的马蹄声效果。
第8段我想象梁祝依惜离别，恋恋不舍，祝英台欲言又止，以物喻人，梁山伯不明就里的
场面，拉出缠绵动听的慢板。第11-15段联想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祝英台为了纯真的爱
情，勇于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封建礼教抗争，想象着面对强大凶恶的封建势力，弱女
子的无助和无奈。我是怀着对封建势力愤恨的心情去演奏这段的。尤其是15段想到祝英台
抗争无效，已下了必死的决心。这段拉得悲壮激昂，荡气回肠。第16段我仿佛看到梁山伯
满怀希望地来到祝家楼台，得到的却是晴天霹雳，绝望而归。而祝英台肝肠欲断的场面，
哀莫大于心死！二位深深相爱的人告别今生，相约死后。这一段演奏处理得凄凄艾艾，如
泣如诉，特别动人。17-21段Solo，这一段是我最用力演奏的。脑海里祝英台被强行迎
娶，刚烈女子来到梁山伯墓前哭诉，痴情感天动地，神鬼为之动容，狂风暴雨，雷电交
加，梁山伯坟开，祝英台毅然扑入其中，以死殉情。尾声段是我演奏的最动情处。雨过天
晴，由梁山伯和祝英台羽化的一对美丽蝴蝶，在百花丛中自由地飞翔，世界上再没有人能
把他们分开。 
    由于在演奏中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加深了对乐曲的理解，还有临场心理素质的提高
（关于心理素质的问题，以后我们要专题讲述），演奏《梁祝》时，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盲
目机械的演奏了。后来我在中学文艺汇演、在个人独奏音乐会上多次独奏了此曲，深得观
众好评。这也成为我每次演出的保留节目。 
    想象力不仅在小提琴演奏中至关重要，有经验的小提琴教师也会用想象来纠正学生的
拉琴动作和姿势。西安歌舞剧院王声来老师和西安音乐学院赵一永教授都要求我运弓时想
象在“搓手绢”。王老师还要我上弓时要有闻（嗅）手的想象动作，这样弓尖才不会向里
勾。拉《小蜜蜂》时，让我想象右手在画圈圈，这样才能弓子直、拉得快。这些对我想象
力的早期启迪使我受益匪浅。 
    当然，想象力的主要作用还是表现在对乐曲的理解和演奏上。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音乐是相通的。想象，无论在小提琴演奏，还是在其他乐器
表演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器乐表演家应该注意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扩大和丰富自己的生
活积累与形象感受，开拓想象力并将其创造地运用于演奏表演之中。这是器乐表演创造获
得强劲的生命力、并使之生动感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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