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琵琶音樂在創作中的特性 

琵琶在音色上及指法上之豐富，在各家傳譜與專家學者們的論著中都有詳盡的介

紹，研究者以作曲者的角度切入，力求得到創作之要領與精髓、而非詳盡地列舉各演奏

指法及曲目探究；是以本章以探討琵琶音樂在創作中的特性為題來分項探討之。 

第一節 琵琶的音色特性 

一、歷史沿革 

 研究者在本論文所談論的「琵琶」為東晉時期由波斯傳入我國，經魏晉南北朝

傳至南方的「曲項琵琶」，當時為四弦、四柱，演奏姿勢採橫抱，用撥子演奏。唐

代是琵琶演奏藝術發展的關鍵期，當時橫抱的姿態已改為直抱，並逐漸捨棄撥子改

為用手彈奏。到了明清時期，琵琶的形制漸漸趨於穩定，只有在品位與相位的數量

增加，其他的都接近現在的狀態。 

二、琵琶形制 

 琵琶主要為頭部、頸部與腹部等三個部份。頭部包括琴頭、弦槽、弦軸；頸部

包括山口、琴枕、琴頸；腹部包括品、面板、復手、琴背、琴弦。腹部是琵琶的主

要發音構造，其選用的材質更左右了音色的優劣；琴背常用整塊檀木挖空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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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古代常有以「檀槽」代稱「琵琶」的說法；1製作琵琶的檀木多為紫檀，又稱為

「紅木」，因其木質堅實細密，共鳴常有金屬的聲音，音的反射敏銳、透亮，音質

與音色特別好，長久以來即為製作琵琶背部的首選。與背面共同組成琵琶的共鳴音

箱者為「面板」，多以木質鬆散使共鳴較大的梧桐木為材。琵琶面板上張有四弦，

由細到粗為子弦、中弦、老弦、纏弦，現多以尼龍鋼絲弦或鋼絲弦為主要材料。 

三、琵琶的音色 

 上文談過琵琶主要是以檀木挖空鋪以梧桐木兩者合為發聲的共鳴箱，由於體積

較細而小、加上梧桐為軟木，以至於其共鳴音量較小且短；再者，琵琶是以指觸弦

得聲、屬彈撥樂器，發出的聲音為點狀式，非線條型樂器，以上兩點為琵琶音色上

最大的限制，而琵琶其他的特色則突顯了其色彩與獨特性；琵琶音域達三個半八

度、以十二音律定品位、音域寬廣、各音齊備為其一；琵琶張四弦、各弦粗細不同

音色不同、空弦音較按弦音為空泛、造成的音韻較長，琵琶除相把外、品位分三區，

一般來說相把位音色渾厚乾裂，第一把位較圓潤樸實，把位愈往下愈鏗鏘堅實、具

穿透力，第三把位較為細尖，如此空弦音與按弦音、各弦與各把位音色不同為其二；

琵琶指法變化萬千，右手指法加左手指法共七十餘種，組合搭配起來造就琵琶音樂

                                                 
1 唐，李商隱，《定子》 

檀槽一抹《廣陵春》，定子初開睡臉新。卻笑吃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 

 
唐，張籍，《官詞》 
黃金捍撥紫檀槽，弦索初張調更高。 

 
此二處的「檀槽」乃指「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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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豐富瑰麗為其三，2此三點足以彌補琵琶之先天限制甚至將琵琶帶往能挑大樑之

獨奏樂器的領域。 

 

 

 

 

 

 

 

 

 

 

 

                                                 
2 由於琵琶指法繁雜，研究者將在下一章節做詳細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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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琵琶的指法特性 

 琵琶的指法種類豐富，在各家傳譜中都有詳細的記載，計有 1762 年一素子《琵琶

譜》、1819 年華秋蘋《南北二派密本琵琶真傳》、1860 年鞠士林《閒敘幽音》、1895 年李

芳園《南北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1916 年沈肇洲《瀛州古調》、1920 年王露《玉鶴

軒琵琶譜》、1929 年沈浩初《養正軒琵琶譜》等傳譜；當代已有很多專家學者與演奏家

們對琵琶指法有精闢的研究與論著，計有李民雄教授著的《民族器樂概論》、袁靜芳教

授著的《民族器樂》、莊永平教授著的《琵琶手冊》、與琵琶名演奏家王範地老師、林石

城老師、陳澤民老師都發表很多期刊與文章，其中琵琶指法的用法與詮釋對學習琵琶演

奏者與學習琵琶音樂創作者都有很大的助益；研究者在下文將《琵琶手冊》與《民族器

樂》裡對琵琶指法的介紹及琵琶指法的解釋做整理概述。 

一、右手主要技法 

（1）單音技法 

單音技法是琵琶演奏用得最頻繁，最基本的技法。它依靠左、右手的配合

彈弦後發出短暫的單音。其特點是觸弦靈活、節奏鮮明，發音時值短促。

在演奏中往往與左手其它技法配合應用。單獨應用時，在快速樂曲中具有

清脆、敏捷的特點。 

下面是單音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彈，食指甲將弦向外彈出得聲。 
挑，大指甲將弦向內挑並得聲。 

 10



抹，食指肉將弦向內抹並得聲。 
勾，大指肉將弦向內外勾出得聲。 
剔，中指甲將弦向外剔出得聲。 
泛，在弦的特定部位上浮按，右彈泛出其音。 

﹝彈挑﹞為「琵琶」二字的動作名稱，「琵琶」為此演奏方式得名，由此

可知，﹝彈挑﹞為琵琶最重要的指法代表；使之加快連續彈奏即為﹝滾﹞、使

之同時往外撥出即為﹝分﹞、甚至﹝輪﹞也由其發源成就出；﹝彈挑﹞更為

﹝吟﹞、﹝揉﹞等左手各指法使用的發聲媒介，我們在這裡可以結論出﹝彈

挑﹞即為琵琶指法之首；另外，﹝彈挑﹞揭示了琵琶音樂的「虛實」對比特色，

雖然﹝彈挑﹞在琵琶指法裡均屬於實音，但是﹝挑﹞相對於﹝彈﹞來說仍然不

及其之堅實，如此說來整個琵琶音樂都在這一股「虛實」對比的色彩韻味中織

就。 

（2）雙音技法 

雙音技法的演奏特點觸弦迅速敏捷，使雙音有如一聲，節奏鮮明，發音時

值短促，比單音技法力度較強。在樂曲中往往加強旋律的重音或改變旋律

的重音位置，增強旋律的節奏性、活潑性和立體感。當雙音技法有節奏地

應用時，賦予旋律節奏特殊深厚、平穩、均衡的效果。 

下面是雙音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雙彈，食指甲彈相鄰兩弦得一聲雙音。 
雙挑，大指甲挑相鄰兩弦得一聲雙音。 
摭，食、大指同時抹、勾兩弦得一聲雙音。 
分，食、大指同時彈、挑兩弦得一聲雙音。 
扣，大、食指同時勾、彈兩弦得一聲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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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說明雙音技法的應用是以增加節奏性與立體感為重，沒有提到其音

高具有和聲效果，研究者在自身作品的實踐中也發現，雙音技法與下面的和音

技法，用在和聲效果時需要小心使用，因為這兩個技法在使用時力求迅捷以得

一聲，其延續音響較﹝彈挑﹞指法為短促；以劉德海先生與吳祖強先生譜曲的

《草原小姐妹》第一段〈草原放牧〉為例，其中頻繁地使用﹝雙彈﹞、﹝分﹞

等雙音技法，造成旋律的重音位置改變為弱拍上出現，樂曲更具活潑熱情、不

斷往前的動力，使這段音樂在節奏感上富於表現力，而非在對位的音程上具有

複音與和聲的效果。 

譜例 1【2-2-1】《草原小姐妹》第一段〈草原放牧〉

 

（3）和音技法 

它依靠左、右手的配合觸弦、發出三個以上的和音。和音技法的演奏特點

觸弦迅猛(掃、拂)、準確，當右手手指(一至四個)先後或同時觸動三條、

四條弦時，鏗鏘有力，如發一聲，比雙音技法效果強烈。在樂曲中往往加

強旋律的重音或改變旋律的重音位置，增強旋律的節奏性、分割性和立體

感。 

下面是和音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掃，食指向外同時急速彈四弦得一聲四音。 

 12



拂，大指向內同時急速挑四弦得一聲四音。 
扣雙，大指勾、食指同時彈兩弦得一聲三音。 
三分，大、食、中指同時挑、彈、剔三弦得一聲三音。 
三摭，大、食、中指同時撫三弦得一聲三音。 
三扣，大、食、中指同時勾、彈、剔三弦得一聲三音。 
分雙，大指挑，食指同時彈兩弦得一聲三音。 

和音技法同雙音技法為加重節奏感非音程與和聲用，和音技法的音又比雙

音多、需要的力道與速度更大才能使它合為一聲發出，所以造成的音高更不具

有實質意義，多半搭配其他指法例如﹝輪﹞或連續使用和音技法使音高延續，

例如《十面埋伏》中的〈列營〉，第一小節使用﹝半輪﹞、第二小節使用﹝長

輪﹞。 

譜例 2【2-2-2】《十面埋伏》第一段〈列營〉               

 

（4）持續音技法 

琵琶的長音效果乃是靠某一技法的持續演奏或雙音兩種技法的巧妙接續

吻合而構成。特別是輪指，在樂曲中它以表現最纖細柔和、抒情歌唱性的旋律

特點到表現內在激情、強烈壯闊的旋律特點方面都有很大潛在能力和獨特效

果。 

下面是持續音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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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指，用中、食、大指等的指甲側鋒連續快速的來回撥弦。 
滾，連續快速的彈挑。 
輪，食、中、名、小指彈，大指挑，連得五聲。 

延續音技法可以以一條弦至四條弦來搭配，因為施力的關係，﹝搖指﹞通

常以一條弦為佳，﹝滾﹞可一至兩條、三條較少見、四條即為﹝掃拂﹞；﹝輪﹞

可一至四條弦，而﹝輪﹞四條弦又有另外一個別稱為﹝滿輪﹞。此外﹝輪﹞又

有很多種類例如四個音的﹝半輪﹞、三個音的﹝三指輪﹞、持續長音的﹝長

輪﹞、搭配其他指法的﹝掃輪﹞、﹝彈挑輪﹞等。 

身為演奏家又對琵琶的指法藝術有相當研究的陳澤民老師在《中央音樂學

院學報》1988 年第二期中發表的〈琵琶右手若干演奏技法之我見〉中對﹝輪﹞

指等技巧都有獨到的見解。其中說明﹝半輪﹞ 

的指間實質分配不應完全平均，應先密後疏，演奏時必須結合觸弦角度的

微量變化，使音質先厚後薄，造成音的頭尾區別。﹝長輪﹞的手指循環方

式有兩種，即定數輪和不定數輪。這個不統一因素如果使用得當，會使音

響更為飽滿。不定數輪的循環點可以在五指間相互轉換，由於各指發音有

差異，所以當循環點的手指轉換時，就產生輪指音質、音色的變化，使輪

指增加內在活力，這是表現歌唱性旋律的重要手段。 

唯有演奏家透過實踐的過程才有如此細緻地分析，相信這對於學習琵琶演

奏或是研究者本身想要鑽研琵琶音樂創作的人來說，都是非常寶貴的參考。 

二、左手主要技法 

左手技法往往配合右手所奏單音技法接續而成，皆具有輕、柔、細、巧的特點，

經過左手推、拉、吟、揉等技法處理，使旋律具有滑音、顫音和同音反覆的效

果。一般適於表現委婉、如歌如泣、感情比較深刻內在的旋律。 

下面是左手主要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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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按指在相、品位上做各種揉動，為非常規揉弦運用。 
揉，義與吟相近而較闊大，吟之搖動次數多而小，揉之搖動次數少而大。 
帶，按指撥其音位弦處，得上面按指音或散音。 
擻，連續的帶音。 
打，按指在打擊其音位弦處得音，為虛音。 
推，按指向內推進謂推。 
拉，按指向外拉出謂拉。 
顫，以食指按弦在品而以中指連點於下，則右手輪之成顫動之聲也。 
泛音，在弦的特定部位上浮按，右彈泛出其音。 

上文介紹的右手技法是使琵琶發聲工具乃琵琶音樂生命的源頭，這裡介紹的左

手技法則使琵琶音樂具有靈魂與個性達到畫龍點睛之效。例如《飛花點翠》裡的

﹝打﹞音，使音高轉換卻又不致被右手指法打斷。 

譜例 3【2-2-3】《飛花點翠》 

 

《平沙落雁》中的﹝帶﹞，為此段十六分音符增加戲曲吟唱般地流暢感。 

譜例 4【2-2-4】《平沙落雁》

 

《虛籟》中更是反客為主，以左手技法為主要指法增加了虛無飄渺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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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5【2-2-5】《虛籟》                         

 

三、匯組技法 

匯組指法即兩種以上基本指法的接續組合在一個樂句或段落中反覆應用。 

下面是匯組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勾搭，大指先將別弦一勾，然後食指於本弦上一彈、一勾、一彈共得四聲。 
摭分，遮後做分。 
摭掃，遮後做掃。 
夾掃，每拍共有四聲，先以食指撥子弦，次以大指撇四弦，再以食指拂四弦， 

末以大指挑子弦，此係夾掃四弦之法。 

匯組指法可用在堆疊句型處使音樂層層向上攀升。由於琵琶音樂是以指法為最

主要構成的元素，呈現在曲式結構上，會以相似音型、利用不同匯組指法來作變奏，

最有代表性的樂曲有《霸王卸甲》、《平沙落雁》與《龍船》等。 

四、特殊技法 

一般指非音樂類指法，它依靠左、右手的配合彈弦後發出噪音，在樂曲中造成

特殊的藝術效果，特別是琵琶傳統舞曲善於運用各種特殊技法並形象性的描繪

或渲染氣氛。 

下面是特殊技法的代表指法介紹： 

 16



煞弦，左手指甲浮抵弦，右指彈得聲，非樂音。 
絞弦，把兩弦(或以上)相疊壓於品位上，右手彈得聲，非樂音。 
併弦，把兩弦(或以上)相並按於品位上，右手彈得聲，非樂音。 
拍，大指將弦勾起即放，做斷弦聲。 
提，食、大指將弦拿起即放，做斷弦聲。 
摘，右手大指指甲壓在弦上，中或食指在下彈絃得聲。 
卜，用指甲面彈擊面板得聲，或用下出輪指序連續擊板。 

特殊指法多為非樂音技巧，﹝拍﹞除外，﹝拍﹞的符號為﹝L﹞多用在﹝纏弦﹞

上，重者為斷弦聲、輕者則伴有音高，以《陽春百雪》為例，f#的樂音會很明顯的

出現，而《十面埋伏》裡的﹝拍﹞則為模仿鞭炮聲而重彈﹝纏弦﹞空弦。 

譜例 6【2-2-6】《陽春百雪》

 

譜例 7【2-2-7】《十面埋伏》                                    

 

其他還有模仿打擊樂器的技法，例如模倣擊鼓邊聲的﹝卜﹞、模仿木魚聲的

﹝摘﹞、模仿軍鼓聲的﹝煞弦﹞或﹝絞弦﹞等，均使琵琶音樂更增添了豐富性與戲

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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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琵琶音樂與散板音樂 

中國音樂受語言影響表現於地區性方言風格、歌唱風格、演奏風格中（如民歌、說

唱、戲曲、器樂音樂等），由於中國的語言多為單一音節、形式、句讀、句式節奏的多

變，具有心理時間的伸縮性；表現在音樂上，使其時間觀具有靈活性與可變性，與西方

音樂之時間結構的準確與絕對是相異的。由語言所發展出來的中國文學作品重視意象的

描繪、虛擬的比喻、主客體角色的融合等；西方則重視固定的稱謂、系統與邏輯、概念

與理論；表現在音樂上， 

中國音樂偏重心理、略於形式，具有一種尚未外型化了的心理實體，演奏唱者以音

樂曲調語感為反省對象，無外顯的強弱、快慢、力度、表情等規定性用語和標記，

強調口語生成法則及心授口傳。表現在音樂旋律上，中國音樂旋律直接生成於詩詞

曲聲韻之音響色彩，潤育於豐富的各地聲調、腔調、聲腔及方言音感。其會通於中

國書法、繪畫、雕塑、舞蹈等藝術線條，通過線性的表情顯現，如剛勁、柔媚、清

新、飄逸、纏綿等等，可直悟其風格意象。是一種非幾何化的線條，如中國繪畫線

條常自由穿行在散點空間節奏中依樣，常自由穿行在散板時間節奏中，即便是多聲

部旋律線條也不似西方音樂旋律線條拘泥於對位幾何空間和弦，而具有自然瀟灑的

靈性。3

表現在記譜法上，中國使用的減字譜、工尺譜到現今的簡譜均保持著心領神會的空

間形式，而非五線譜絕對定量鉅細靡遺的記譜形式。 

中國藝術之精神表現在音樂板式上以散板為其代表，散板不只以提供另一板式選擇

為依歸，而是以深厚的文化層面及民族的審美觀念來回應中國藝術之精神，更使其蓬蓽

生輝。散板雖為無板無眼之自由速度、富隨意性，卻不能太過，即雖散也有節，這可從

                                                 
3 管建華 1994，〈魂系東方─中國音樂藝術之精神〉。《中國音樂》，04，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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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儒家、道家思想影響說起。儒家談樂都不離禮，同時強調善的作用、符合社會道德規

範，在《樂記》中，我們可以見到儒家重節制、倡道德之思想，如「樂勝則流，禮勝則

離。」「樂由中出，禮自外作」「大樂與天地同和，大禮與天地同節。」「樂由天作，禮

以地制。」「致禮樂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等，因此強調有節重禮的儒家思

想，對音樂的要求要具有陶冶、教化人心之功效，所以有「樂而不淫，哀而不傷。」從

而我們發現中國音樂為何都只注重單線條的旋律線，而不往複聲發展，散板音樂是在如

何地道德禮教規範下發展而出的思想來源。道家的老子對於音樂態度為「大音希聲」，

即為無的精神，莊子對音樂的看法為「中純實而反乎情，樂也」，要人內心純樸保持恬

淡的本性，也就會感覺到恬淡而自得，這就是音樂，即為淡的精神，這「無」及「淡」

的精神層面實現在散板音樂則為「散」的本質，一切皆從自發的本性上出發，因此每一

個人在表達相同的散板音樂時，都有其不同的呈現結果。儒家與道家思想的交集表現在

散板音樂上，一為合理性的約束，一為主觀意識的表現，這使散板音樂在有限的形式中

做無限的音樂發展，也即是中國音樂的一大特色。4

散板的節奏雖為自由卻有著相對的長短限制，非無限的自由節拍，猶如中國繪畫藝

術中的氣韻生動、在於傳神；而在書法及水墨畫中則注重線條的運用與墨色的分別，這

使散板的節奏變化可將單聲旋律中的對比層次更能突顯、更富流動性。由於散板中的時

間彈性大，表現在音色上能呈現較大的差別，以琵琶為例，在使用的指法上可選擇實音

(右手技法)與虛音(左手技法)的交錯，在長短上可選擇持續音與非持續音的運用，或

                                                 
4 蔡秉衡 1995，〈中國散板音樂的美學觀〉。《美育》，58 民 84.04，頁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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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或﹝彈挑﹞、或﹝吟揉﹞或﹝掃拂﹞，這些變化的選擇性很大，音的短、長、徐、

疾等皆可分離出各種層次，而散板音樂則提供其舞台予以發揮。 

 散板音樂表現在音型結構上有連續三連音、相同音群反覆、音型模進及音階式級

進、長音及連續一拍單音、同音反覆等，都可使演奏者以主觀意識來詮釋發揮，求其客

觀中的主觀、變化中的合諧。琵琶由於其本身限制與特色，更需要散板讓其能表現，自

由的速度可使琵琶音色的短長可以適時的調和，伸縮的節拍可使琵琶在行韻間施展其左

手技法如﹝推﹞、﹝拉﹞、﹝吟﹞、﹝揉﹞等，散板音樂中的變化由慢到快、由鬆到緊、

由散到聚，正是琵琶音樂在﹝彈挑﹞間所表現的對比色彩；是以散板音樂的背景根源於

中國的文化思想，而琵琶音樂的美麗則表現於散板音樂的美學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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