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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筝演奏技法的创新
特点进行概括，并探讨其在音乐表现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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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加速发
展，促使了古筝艺术的空前繁荣，时代的发展需要古筝具有更加丰
富的表现力，促使古筝演奏技法进入一个多元化创新的时代，呈现
出各具特色的发展趋势，从而为音乐表现服务。现将其革新特点
略述如下。
１　演奏长音新技术的出现
从演奏方式看，由于古筝属于弹拨类乐器，其特有的乐器属

性决定了其演奏短音容易而长音较难，八十年代之前的古筝演奏
技法中，长音效果的出现主要是通过调整短音出现的频率即摇指
和托劈来实现，但这两种长音技术各有弊端，使用摇指技术时，由
于古筝的面板是弧形的长方体，所以在演奏不同音区的长音时，需
要及时调整手腕的高度与指甲触弦的角度，从而避免频率不均或
者断音的情况。而在使用快速托劈技术时，对演奏者的大指的控
制能力和耐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断”和“卡”的情
况，音色也比较高亢硬朗，极易出现杂音，不易奏出婉转的旋律。
而轮指技术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些弊端，由于轮指是通过几个手
指之间的快速协调的弹奏而产生长音效果，这就使其频率能够任
意的调节，演奏长音的耐力更加的持久，并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
古筝长音的音色问题，使其更加趋于饱满，圆润，自然和松弛。
２　单手分离弹奏能力的增强
所谓单手分离弹奏能力，即是将一些两只手同时协作配合才

能完成的古筝演奏技法用一只手独立完成。例如，轮弹和摇勾技
术，轮弹是低声部持续长音高声部单音，摇勾则是高声部持续长音
而低声部单音，使在一只手演奏的情况下，能够演奏出两个声部的
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另外一只手，为其取音与做韵提供
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也为音乐的多声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
持。例如王中山创作的《云岭音画》第三段“恋歌”中最后的一部
分左手轮弹新技法的使用。三个声部的同时进行，有两个声部长
音轮指技术的完美呈现，将苗家少女少男们对歌时缠绵的依恋之
情刻画的入木三分。再如，单手独立演奏泛音技术，是用同一只手
的小指轻触泛音点的同时大指或者食指弹弦，改变了以往双手协
作才能完成泛音技法的状况，同样为另外一只手进行取音和作韵
提供了条件。使得以往演奏泛音的时不能弹奏其他任何技巧的状
态得以改变。如王中山创作的古筝曲《云岭音画》第一部分“晨
曲”中．对该技法的使用，增强了乐曲的整体画面感，给听众呈现出
一幅苗家山寨清晨特有的美丽景象。
３　参与发音部位的增多
所谓参与发音部位可以分为演奏者和古筝两个方面去解释，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演奏技法中，无论是左右手的弹弦技
法，做韵技法，还是特殊音响方面，其发音主要是通过演奏者的手
指与古筝的琴弦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音与韵，而进入到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参与发音部位大大增多，从演奏者的角度来看，不仅
仅用手指来参与发音，而且用手的各个部位的各种不同状态来参
与发音，包括手掌，手背，手臂，手肘等，从被演奏的古筝的角度来
看，琴弦不再是古筝参与发音的唯一部位，古筝的筝首，面板，背
板，扳手也参与其中，例如在乐曲《幻想曲》中，作者巧妙设计的两
段用手拍击琴盒和琴弦等一系列特殊音响的段落，刻画出湘西少
数民族载歌载舞欢腾的场景。作曲家与演奏者极尽可能的通过古
筝的各个部位与手以及外物的相互结合创造出符合其创作意图
的各种声音，促使了新的演奏技法不断涌现，为其作品服务，出现
了借助外物参与发音的特殊奏法，如利用琴弓拉奏筝弦等，甚至还
有古筝本身就不参与发声的演奏技法，例如：拍手等，这些都大大
的丰富了古筝的特殊音响效果。
４　演奏手指间技法趋向平衡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演奏技法中，主要用大指、食指及中指完

成各种技法的演奏，且手指的组合也不外乎中指与大指，食指与大

指等的组合，无名指除在琶音的演奏中被用到外，很少发挥作用，
因而使得古筝演奏手指间技法发展不平衡。这在演奏很多新创作
乐曲的快速乐段时，传统的演奏技法中的指序的组合方式己无法
满足演奏要求，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广泛运用到现代
筝曲演奏的“快速指序”技法使无名指的演奏地位得以质的飞跃
和提高，进而促使手指的组合也打破了原先的传统，各个手指间的
组合被充分利用起来了。使得指序的组合方式及数量产生了质的
飞跃和迅猛的裂变，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众多指序组合形式为我们
的演奏提供了宽松的选择余地。在一些乐曲中，更出现了小指也
参与取音，完成复杂的演奏技巧，从而使手指的潜能进一步挖掘，
手指间技法趋向平衡。
５　双手取音技术趋向平衡
在八十年代前的演奏技法中，左手的演奏技巧虽然从仅在琴

码的左侧“作韵”发展到可以在琴码的右侧取音，左手的演奏地位
不断的提升，但依然处在“右主左辅”的地位，但是到了八十年代
后，由于左手带上了义甲，不仅使双手的音色达到了平衡和统一，
而且为右手技术的左手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左手的快速
分指，快速勾托抹托以及左手摇指轮指，左手的快速指序，左手的
独立演奏泛音，左手的音型化伴奏等，使左手的技术表现有了质的
飞跃，从而使左右手在取音方面的演奏技巧趋于平衡。例如王中
山创作的《溟山》中大篇幅的运用快速指序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左
手的演奏当中去，使左手的快速演奏技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双手取音技巧趋向平衡的典范。
６　左手做韵技法的缓慢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的左手做韵技法的创新和突破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在技法上还是有所变化，左手揉按弦技法改变了原来的“一
音一揉”“一音一按”的传统，出现了同时揉按双音甚至多音的演
奏技法。在八十年代后创作的现代筝曲中，借鉴了传统筝派的做
韵技法，出现了突破十二律体系的做韵技法，这种观念无疑也是一
种创新。

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筝演奏技法朝着多元化，多
样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篇幅所限，以上只是比较粗浅的总结了革新
演奏技法的主要特点，并不能涵盖全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
的发展，演奏技法的创新是为不断创新和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筝
曲创作而服务的，而不断创新的现代筝曲又为演奏技法的革新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创新演奏技法的出现，增强和丰富了现代筝乐的
表现空间，为现代筝乐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和动力。
由以上六点创新特点可以看出，革新演奏技法带来了现代筝曲音
乐表现的优势，即旋律织体的丰富化，特殊音响的多样化，取音能
力运指速度的提高和视觉效果的新颖化，但在演奏技法日益创新
的同时，也使现代筝乐在表现音乐中出现了有声无韵，有快无慢，
有动无静的弊端，并出现了一些无视音乐表现内容的“炫技”筝乐
作品，如何能够将古筝的传统音韵与日益革新的现代技法完美融
合，这就要求我们古筝的演奏者和创作者权衡利弊，扬长避短，使
现代的革新技法能够更加科学合理为古筝的演奏和创作服务，只
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古筝艺术能够健康蓬勃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丘霁．论筝技法的分类及其演变［Ｊ］．中国音乐，２００４（０４）．
［２］李晗．谈古筝演奏技法的创新与发展方向［Ｊ］．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２０００（０４）．

［３］乔荞．当代古筝演奏左手新技法一瞥［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０４）．

［４］闫爱华．简论古筝的模拟音响效果及演奏手法［Ｊ］．人民音乐，
１９９６（０４）．

［５］曹正．谈古筝演奏技术及革新［Ｊ］．音乐研究，１９５８（０６）．
作者简介：刘洋洋（１９８５—），男，河南汝南人，助教，研究方向：古筝演奏与教
学方向。

·０９·

◎音乐艺术◎

网络出版时间：2012-12-10 11:46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3.1166.TN.20121210.1146.201205.90_15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