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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从事古筝 演奏
,

主要是从 事录音工作
。

长

期的 工作 实践
,

使我更多地 思考和探索“ 如 何 运用我
们 的技巧

,

使古筝 艺术表现得更 完美
、

更动听
。 ”由于

长期在 录音话筒前工作
,

因此
,

我想着重谈谈 音色

在 演奏艺术 中的重要性 如何才能达到音色优美 以

及我们每一个演奏者或教师如何培养音美的感觉
。

筝有着悠久的 历 史
,

长期以 来
,

受到人民群众的

喜爱
,

近年来
,

随着我们 对外开放的政策
、

文化艺术

的对外交流也 日益频繁
。

古筝 也更多地为各 国人民所

了解
、

所喜爱
。

在我多次的 出访演出 中
,

深深地感到

各 国友人对古筝这一 乐器很感兴趣
,

他们 常赞叹 古

筝的 声音太优美了
。

近年来
,

海外与港台地 区掀起 了
“ 古 筝 热 ” ,

许 多港
、

澳
、

台地 区的 同胞及世界各 国的

朋友都在 学筝
,

大概是古筝那优美
、

动 听的音色吸 引

那 么 多的人
。

虽然古 筝本身的声音是优美的
,

但 演奏者所奏的

音色却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尤其是近年来
,

有一种

倾向不可忽视
,

那就是不 少演奏者片面 地追求速度
、

力度以及那些耀眼的技巧
,

认为 只 要弹得快
、

弹得响

就是技巧 高
, 而 忽略 了对音色的追求

,

其结果
,

出现

一种 匕较尖硬比较噪的声音
,

听起来很不 悦耳
。

破坏

了乐音本身的优美感
,

这种倾向应该 引起足够的重视
。

尤其在科学日益发达
,

声学方面 的技术越来越 高超的

今天
,

音色问题更为重要
。

我常听录音师说
,

在 录音

时
,

弹错 了可 以接
,

力度可 以 增强或减弱
,

唯独音色
,

是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所能改变的
。

所以在 录音时总是

要求弹出最佳音色
、

情感
,

表达适度
。

因此作为 一 个

演奏者来说
,

追求美好的 声音
,

表达出最优美的音色
、

最丰富的情感
,

应该是毕生努力的 目标
,

技巧只是为

达到这一 目标的手段
。

我强调音色问题
,

并不 等于 其

他方 面的 功底就不 重要 了
,

如风格
、

韵味等也是非一

日之功所能达到的
。

这两者是相铺相成的
。

那 么 究竟应该有什 么样的 音色呢 我认为应该是

纯正甜美的
。

要做到 强而 不噪
、

弱而 不 虚
,

刚柔相济
,

声情并茂
。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 目标呢了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

要从以 下 几个方 面着手

一
、

要培养美音的 听 觉

这是说每个弹筝的人要想弹出美的音色
,

心 中首

先应 该有明确的概念
,

仆么样的 音色才是美的音色
。

这样就有了追求的 目标
, 而且有了这种瞬常九才有了

辫别 美与不 美的能力
。

一个人如果长期习 惯于 比较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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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
、

干 巴 巴的 声音
,

他也许会觉得这就是美的
,

那

就不好办 了
。

因此应该 多聆 听一些优美的 演奏 家的 演

奏和 录音磁带
、

唱片
,

这样可 以培养自己对美音的 感

受
。

另外在练琴或 演奏时
,

要用耳朵仔细地听
,

仔细

地辫别
。

再就是可 以把 自己的 演奏录下 来
,

反复地吮
并与其他 演奏家的 录音细 细 比较

,

这样对美音的听觉

是可 以 逐渐培养起来的
。

二
、

一 定要放松
听起来这十分简单

,

谁也知道应该要放松
,

但许

多人的致命弱点正是在于不放松
。

有的人一 弹琴
,

两

手就这样端起
,

肩关节
、

肘关节都是发紧的 ,

这样弹

出来的声音必然是比较僵硬的
,

同时也影响速度
、

力

度
。

放松首先就是精神上要松驰
。

因为 手是 受大脑支

配的 ,

精神一 紧张手就会出现失控现象
,

听觉也麻木
了 ,

这是无法 演奏好的
,

因此只 有精神松驰
,

才能全

神贯注地投入到音乐表现 中去
。

再就是从肩部
、

臂部
、

肘部
、

腕部到 手指都要放

松
,

力点应在指 尖
。

力量应通过大臂
、

小臂
、

手腕直

通到指 尖
,

从指尖爆发出来
,

这样发出来的声音是集

中的
,

而 又是松驰的
。

相反
,

有的人用 力很大
,

但很
多都停滞在肩部

、

臂部
,

这样弹起来很 累
,

而 发出的
声音都是比较僵硬的 ,

这种现象在弹摇指的时候
,

尤

为普遍
。

因此可 以 说不放松是造成音乐不 佳的致命伤
。

三
、

要注 意调节好触 孩的角度和部位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练琴 中或 演出中必须排除

那些 不必要的动作
。

一位著名 的 演奏 家有这样一 句话
“ 最 高的 艺术效果

,

可 以 由最简单的 手段来获得
。

这

是贯穿于一切 艺术 中的 一条通则
。 ”我认为这一 点对古

筝表演艺术来说也很重要
。

但现在经 常在舞台上看到

一 些人演奏时许多不 必要的动作
,

籍以哗众取宠
。

其

实这些 不 必要的动作
,

常常是把力量不 必要地耗费摔

了
,

并不 利于 演奏
。

不 同的情绪需要不 同的音色
。

这就需要在触 弦时

也要有不 同的角度与部位
。

① 先谈一谈强有力的弹奏
乐曲需要有磅礴的 气势

,

强烈的 音响
,

这就需要

把力量高度地集中
,

要有爆发力
,

声音要饱满
、

结 实
。

这时触 弦的部位宜选择在 离前梁 一 公分的地方
,

因为这个部位琴体共鸣效果比较饱满
。

强奏时
,

假 甲

弹片触 弦面可 以 大一些
,

力度上可 以 借助 一 些臂力
,

甚至全身的 力量
,

但主要的力点仍在指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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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活动在台清较为普遍
,

各类的音乐机构繁多
,

如各种名称的音乐协会
、

交响乐团
、

国乐团等
。

台湾还专门设立有音乐图书馆
。 ’

音乐教育也有一定规模
,

从小学到大学一般设

有音乐系 科 或班
。

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
、

音乐团体
现台湾各类音乐团体较多

,

主要的有 音乐协会 成立刊 啤 月 日
,

系台海
最大的音乐协会 中华国乐会 成立于 年 月 日

,

系台湾最早成立的民乐协
会组织 中华口琴学会 儿童合唱推广协会 乐器学会等

。

二
、

交响乐团

台湾主要的交响乐团有以下七个 台湾省立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台湾大学交响乐团 中国文化学院华冈交响乐团 , 艺专交响乐团 学生

世纪交响乐团 华兴交响乐团
。

此外
,

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青年交响乐团
。

如中华青年交响乐团
、

台南青年交响乐
团

,

光仁青年交响乐团
、

高雄青年交响乐团
,

以及台北爱乐交响乐团等
。

三
、

国乐团 时民乐团

台湾较具有规模的国乐团计有 中广国乐团
、

第一商标国乐团
、

中华国乐团
、

翠竹国

乐团
、

声琴国乐团等
。

四
、

合唱团

据有关资料介绍
,

台湾合唱团大大小小一共有三百多一点
,

规模比较大的合唱团有
中华合唱团

、

中广合唱团
、

光武合唱团
、

国光合唱团
、

幼狮合唱团和慈韵合唱团等六个
。

儿童合唱团主要有 荣星儿童合唱团
、

台北儿童合唱团
、

中沥儿童合唱团
、

桃园儿童

合唱
、

园椒 童合唱团
、

嘉义儿童合唱团
、

高雄儿童合唱团
、

屏东儿童合唱团
、

台东儿童

合唱团等八个
。

五
、

音乐图书馆
现在台湾有名望的音乐图书馆主要有以下四家 青年音乐图书馆 大同音乐

图书馆 洪建全视听图书馆 各雅音乐图书馆
。

六
、

音乐教育
台湾现在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 , 均设有专门的音乐班和音乐系 科

,

把音乐列为

艺术之主
,

着重青少年的音乐教育
。

现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等 所院校
,

计有 三个音乐系
科

。

台湾省及台北市设有音乐资赋优异学生教育实验班
。

此外
,

私立教授钢琴
、

弦乐
及声乐者较为普遍

。

注 资料来源干台湾《百科知识 》
、

《台湾年谱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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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的音乐机构及音乐教育

很强 ,

但 不 能超 负荷
,

就是不 能超过音量的饱合点
。

二超过饱合点
,

出来的就是噪音
, 而 不是 乐音了

。

左 手扫 弦时
,

要避免过分嘈杂之音
,

要使扫 弦带
有浑厚的共鸣声

,

这样才能起到烘托气势的作用
。

相

反
,

扫 弦 弹得不好
, 只 能造成一 片噪音

,

有时甚至把
主旋律都给压盖 了

。

② 谈一 谈纤巧的 弹奏

有些 乐曲或 片断速度很快
,

要求华丽
、

清脆
、

轻

巧
。

明快的 音色
,

这时弹奏的部位一般也在 离前梁 一

公分的地方
。

但假 甲弹片触弦 的面要小
,

用 弹片的

尖端
,

腕部放松
,

使 手富有弹性
,

全部用 指 尖力量
,

触弦要 快
,

动作要尽可能小
,

使弹出来的音明亮
,

而

且具有颖粒性
,

扰如珠落玉 盘
。

③ 柔美的弹奏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

在一 些 乐曲 中或其 中的 某
些 片断 中

,

旋律悠扬
、

典稚
、

委婉
、

动听
,

这就要求

弹奏 出来的 音色一 定要柔和
、

优美
,

如歌一般
。

这时

弹弦的邵位就要在 靠近柱 码 的地方
,

触弦一 定要

柔和
,

缓慢一些 ,

每个音的发音都要讲究
、

仔细
。

不

要有棱角
。

这时不 完全是用 指刀
,

可 以 用一 些臂力
、

腕力
,

动作可 以 大一 些
,

但落点却是要轻 柔的
。

再 配

上左手按滑音的巧妙运用
,

就可 以 弹出十分美妙
、

动

听的声音来
。

④ 左 手在弹伴奏音型时
, 以浑厚的音色为佳

,

因为 它是给主旋律起衬托作用的
,

我主张尽量用 指 肉

触 弦 ,

要把弦拨动
,

使弹出的每个音既厚实
, 而 又 富

有弹性
。

但切 忌把柱码拨得“ 啪
、

啪 ”直响
。

总之
,

为 了使我们 的古筝 艺术
,

在继承传统的墓

础上有所发展
,

有所提高
, 为 了使古筝 的 演奏艺术更 完

美
、

更动人
,

我们每一个演奏者以及培养演奏者的教师

都应该注意在提高演奏技巧的 同时
,

重视美音的培养
和训练

,

注 重音色
。

使筝的 演奏艺术 日趋成熟
、

完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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