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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is the art of harmony. Harmony is reflected everywhere in music. 

This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music that can influence people.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whether solo or ensemble, only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can it 

demonstrat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nd produce a touching effect, which is 

not only the principle of music art, but also a realm to be achieved in dealing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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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是和谐的艺术，音乐中处处体现出和谐，这是音乐之所以能感化

人心的基本特征。器乐演奏无论是独奏与合奏，只有遵循和谐的原则，才能表

现出音乐的基本特征，产生动人心弦的效果，这既是音乐艺术的原则，也是为

人处世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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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乐器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除了熟练的技巧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和

表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掌握和谐。

《尚书·尧典》即载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

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我国自古就有礼乐和谐的思想。孔子提倡中和之美，

他创立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仁为核心思想，以礼为约束机制，以乐

为情感熏陶所构成的道德思想和礼仪典章形式。

乐为什么能熏陶感情呢 ? 因为乐的本质是和谐的，乐发生的过程是和谐的，

乐的目的也是和谐的。

1  音乐本身的和谐特征

1.1  乐的本质是和谐的

中国古代将乐音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现代把乐音分为七个基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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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二个半音。音与音之间的组合是有规律的。其中某些音和另外的音搭配，

如果符合物理学上物体振动频率的规律，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和弦。只有和谐，

人的耳朵听起来才感到舒服，也就是悦耳动听，反之就不和谐，就会嘈杂刺耳。

同理，歌曲的旋律不论怎么复杂多样，其上行下行时的乐音搭配也必须符合规律，

这就是作曲家需要遵循的本质特征。

1.2  音乐目的的和谐

音乐通过乐音组成之旋律的演奏和歌词的演唱，达到抒发感情，感染情绪，

调节气氛，调和人际关系的目的。人的感情通过音乐得到抒发与共鸣，使心气

归于和平，心灵归于安静，行动归于和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归于

和睦融洽，达到和谐人际关系之目的。

1.3  音乐发生过程的和谐 

音乐必须通过演唱或者演奏发出乐音才能被人所感知。这演唱或者演奏的

过程就是音乐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始终贯穿和谐的原则，否则就不成其

为乐音，不可能优美动听，从而也就达不到感化人心，调节情感，使人际关系

趋于和谐之目的。

本文单就器乐演奏（包括独奏与合奏）中的和谐问题作些分析。

2  器乐独奏中的和谐原则

器乐独奏是单个演奏者运用一种乐器所进行的演奏，一般无需与其他演奏

乐器配合，有相当的自由度，但也必须遵循和谐的原则，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准确表现所演奏的乐曲外在形式

乐曲中所有音符，音高、音准、旋律和节奏都必须准确无误，这是演奏乐

曲的一个基本要求，不能随意增删，否则就不是原曲而是改编曲甚至是自创曲了。

这是在技巧层面上，从形式上完整地复现原曲的要求，是演奏者与作曲者表层

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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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刻表现所演奏的乐曲内容 

这是技巧和心灵的契合。苏轼《琴诗》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

何不鸣 ?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 指的就是琴（物）与心（感情）

通过演奏技巧（指头）这个中介才能建立联系，才可表情达意的思想。演奏员

只有解决了第 1 点所述的技巧问题，复现音符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才谈得上

通过乐曲表达内在感情，达到演奏者与作曲者心灵的沟通，使曲子表现出复杂

微妙的内在感情，完成演奏员对乐曲的二度创作。通过这种二度创作，作曲家

通过乐曲想要表达的东西才能充分传达给听众，而不仅仅是将可视之音符（乐谱）

转换成可听之乐音。达到这种程度，才是演奏者与作曲家通过乐谱和乐器这一

媒介构成了深度的内在和谐。

2.3  处理好演奏者个性表现与忠实于乐谱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演奏家演奏同一首乐谱，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这是由于演奏

家在演奏中融入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的缘故。乐谱只是提供了一个载体，通过这

个载体和平台，演奏家在传达原作精神的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渗入自己的感

情和意绪，所谓 “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总会对作品有自己与众不同

的诠释，从而使演奏出来的作品带有演奏者个人的印记。例如，吕思清和俞丽

娜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各有各的风格。王国潼、闵惠芬与宋飞演奏的

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也各有各的个性特征。即使同一位演奏家在不同的时

间和场合演奏同一支乐曲，每一遍演奏出来的效果都不会与前几遍完全相同，

不会像放唱片那样分毫不差。这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这是器乐演奏这种一

次过、惟一性技艺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很多作曲家不但不介意演奏家的这种个

性表现，恰恰相反，还希望不同的演奏家演奏自己的曲子时能表现出不同的个

性特征，以证明自己的曲子内涵深厚，经得起不同演奏家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这是演奏者与作曲家在更高一重境界所达成的和谐。

3  器乐合奏 ( 含伴奏 ) 中的和谐原则

器乐合奏是多位演奏者用相同或不同的乐器共同完成一首乐曲的演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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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多人合奏，其相互的配合协调和动作默契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达到和

谐的境地，才能奏出完整的乐曲。器乐合奏中的和谐原则是多方面的，而且比

独奏所追求的和谐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3.1  高度服从指挥的原则

 合奏的乐队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大型乐团均在百人以上，需要设乐

队指挥。指挥负责乐曲主旋律的演进节奏，每个声部的同步配合及强弱变化的

细微处理。指挥是一个乐队的灵魂和统帅，每个演奏员都必须按指挥的信号指示，

运用手中乐器把相关分谱演奏出来，每个分谱都是总谱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

分谱各按其谱，各安其分，才能合奏出宏大和谐的音响，共同实现乐曲所要达

到的总体效果，激励感情，打动人心。这非常像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只有在

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互补互利，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实现共同

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目标。

3.2  协奏服从主奏的原则

有的协奏曲以一种乐器（如钢琴、小提琴等）主奏，其余乐器协奏的方式

演奏。这时，协奏的乐器无论音色多美，音量多大，都只处于从属和配合的地位，

为主奏乐器提供背景，烘托气氛。如钢琴协奏曲就应突出钢琴，小提琴协奏曲

就应以小提琴为主。除非在间奏或乐曲需要的地方，协奏乐器可以发出宏大的

声响外，都要时时突出主奏乐器的主导地位，托起主奏乐器的清晰旋律，从而

使整支曲子协调和谐，优美动听。如果有的演奏者不安于这种从属和协奏的地位，

想刻意突出手中乐器的音响，就会喧宾夺主，成为乐曲中的不谐和音，使总体

效果受到破坏。可见服从主体，安于配角也是构成和谐所不能缺少的一个因素。

3.3  伴奏服从于演唱的原则

有时器乐是为演唱所进行的伴奏，这时一定要突出唱腔，伴奏只起烘托、

陪衬的作用。器乐只有在间奏的时候略强，演唱时立即要轻下来，使听众能听

得清所演唱的歌词，欣赏到歌唱家美妙的歌喉。这种轻重主次处理的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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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就是总体和谐。如果主次不分，本末倒置，乐队掌握不好“伴奏”中“伴”

字的分寸，从始至终保持一个强度，而且盖过了演唱者的唱腔，观众只见演唱

者嘴巴动而听不见歌唱声，词作家写得再好的歌词，演唱者练就再好的嗓子都

无法得到展现，这就是不和谐所造成的伴奏失败。

总之，音乐是和谐的艺术，音乐中处处体现出和谐，这是音乐之所以能感

化人心的基本特征。器乐演奏无论是独奏与合奏，只有遵循和谐的原则，才能

表现出音乐的基本特征，产生感人的效果，这既是音乐艺术的原则，也是为人

和处世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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