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教手
”
与

“

教心
”

—试论古 筝教学中的一个辩证课题

涂永梅

古筝 —作为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乐器
,

由于其优美
、

动听的音质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

力
,

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群众的喜爱和育睐
。

不仅在国内
,

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
,

古筝表演艺

术 已戮洋过海
,

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之一
。

海外地区掀起的阵阵
“

古筝热
”

激起了很多人

学 习古筝的兴趣和积极性
,

古筝演奏队伍迅速扩大
,

专业的
、

业余的
、

北方的
、

南方的
,

计算起来

确是蔚为壮观
。

因此
,

古筝的教学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

在教学中如何迅速而富有成效地提高古筝演奏水

平
,

就成为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课题

笔者根据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

深感在施教过程中
,

只有牢牢把握住既
“

教手
” 又 “

教心 ”
这一十分

重要的辩证关系
,

才能够很好地引导古筝学子真正进入音乐境界
,

演奏出动人心盼的琴声

一
、

音为心声
,

手上的演奏技巧毕竟属于技术部分
,

它总是受到心理的指挥和调控
,

没有对乐曲的

深刻悟解和情感的投入
,

技巧就会变成勾
、

挑
、

劈
、

托
、

按
、

揉
、

点
、

滑等机械的动作
,

或者是失去内

涵的技巧玩弄
。

德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
、

作曲家马泰松说
“

如果音乐家想打动别人
,

他必须懂得纯粹用音响及其组合
,

不借助文字
,

能表达出一切心底的意

向
,

表达得让听众听起来
,

宛如那是一篇真正的演说
,

能够完全理解和领悟其意欲
、

意念
、

意思以及每

段
、

每句的语势
”

很显然
,

音乐要表达
“

心底的意向 ” ,

这意向与
“

音响及其组合 ” 就有着血肉的联系
,

只有对这种联系的完全领会
,

才可能使技巧的练习和运用有的放矢
、

指向明确
。

我国古代的 《乐记 》中

也有类似观念的阐述
“
凡音者

,

生人心者也
。

情动于中
,

故形于声
,

声成文
,

谓之音
” 。

指出
“

心
”

与
“

音
”

的关系为
“

心 ” 是灵魂
,

是统帅
, “

音
”

是
“

心
”

的外化和流淌 而拨弄琴弦的手
,

则是体现心

的意向的中介环节
,

一切手上技巧的训练 都是服从于心的指挥
。

因此
, “

教手
”

必须先
“

教心 ” 。

目前

古筝演奏训练
,

有一种倾向是应该克服的
,

即孤立地理解技巧
,

不少演奏者片面地追求速度
、

力度
,

以

弹得快
、

弹得响为技巧为高超的标准
,

结果尖硬
、

噪杂的音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

乐曲的情感
、

音色的优

美全部失去
,

这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

如筝曲 《战台风 》
,

音乐旋律中写景写情
,

形象鲜明
、

气势磅礴
、

结构
、

层次的推进
、

转换
,

也是丝丝入扣
、

引人入胜的
,

但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劳动人民不畏艰险去战

胜无情台风的那种豪情壮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

就有可能造成只是炫斑技巧的演奏效果
。

二
、

有 目的
、

有顺序地训练手上技巧
,

才能不断为
“

心教
”

奠定接受基础
,

因此
“

教心
” 、 “

教手
”

又是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的
。

我们强调教学中的
“
教心 ”

强调对艺术的悟解和心领神会 强调由内心

发出来的一种表现乐曲的激情
,

不等于忽视训练手上的功夫 当然
,

练手又联结着练耳
,

不同的情绪往

往体现在不同的音色和音的力度
、

速度中
。

触弦时不同的角度和部位
、

不同的速度和 力度
,

产生了不同

的乐音
,

这乐音的分寸感需要靠灵敏的耳朵作出迅速的判断
。

练手也好
,

练耳也好
,

这些技术性的训练

范畴
,

如能在由生疏到熟练的进程中
,

不断地加强
“

心教
”

便可以尽快地向
“

得心应手
”

靠拢
。

我们



漫谈舞台艺术实践

—
小 提 琴 演 奏 艺 术 教 学 随 想 之 二

马键

乐艺术是人类心理的产物
,

音乐起源于劳动而始于 自娱 情之听至
,

从乐而舞
、

手之舞之
、

足

一 之蹈之
,

所以音乐最早就 已具有了表演的性质
。

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
,

音乐文化也从粗俗至高

稚
,

从民间
、

宫庭至社会 由娱乐到丰仪
。

由于表演场合
、

地点
、

对象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表现形

式
。

西方音乐表演艺术是随着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入而传入 中国的
。

它的传入大大地刺激了我国表

演艺术的发展
。

同时
,

对西方音 乐表演艺术存在一个民族 化的大问题
,

就是如何使中国的观众能逐

渐了解
,

熟悉和喜爱西洋音乐艺术及其表演形式
。

表演艺术都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传统
。

音乐表演艺术只是诸多表演艺术中的一种
,

就音乐

表演艺术来讲
,

它包括了众多不同的类别
。

本文就小提琴专业的舞台艺未实践间题 谈谈 自己的一

点看法
。

抛砖引玉
,

使音乐舞台表演艺术问题得到更多同行的重视
。

重要的又一课堂

舞台艺术实践是小提琴演奏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表演艺术必不可少的
,

因为公开演奏对学生来讲

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

它是一种考验 是一种锻炼
。

所以
,

欲取得演奏的成功必须经过舞台艺术的实

践方向
。

常见的情况是 在琴房里教学时
,

学生的课堂演奏效果似乎不错
,

但在音乐会大厅正式演奏中
,

可能就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

因此
,

教师在学生举行舞台艺术实践时
,

不仅要发现学生演奏技术技巧的间

很难设想
,

一个只是简单地弹拨几下古筝的人 能将
“

心教
”

的丰富内容接受过去
。

手上的功夫还很差
,

就要他去追求乐曲的韵味
、

意境
,

是不可能做到的
。

只有那些手上技巧还不错的人
,

给予
“

心教
”
的点

拨
、

乐曲意境的剖析
,

才可望使之豁然通达
,

心领神会 将技巧用活
,

向
“

随心所欲不逾矩
”

的轨道上

迈进
。

我在培养学生学 习古筝的过程中
,

对乐曲演奏之前的数十首练习曲 采用了 多方位
、

多层面
、

由

浅人深的推进训练法
。

这不仅是一种纯悴的手上技术训练
,

同样还要辅以
“

心教
” ,

让学生在简单节奏
、

单纯音响中去体会音色的优美和某种热烈的或幽雅的情绪
,

从而激发起对艺术学习的强烈欲望和信心
。

三
、 “

教手
”

与
“

教心
” ,

从教育角度看
,

尽管有初级和高级层次之分
,

但却必须交替进行
、

相互渗

透
,

使之最终达到一个 目的
,

即从技术领域向艺术领域升华
,

从一般的乐曲演奏进入出神入 化地表达音

乐的情感和意境
,

给人们以回味不尽的审美享受
。

众所周知
,

不同的演奏者在古筝演奏基本功甚至高难

度的演奏技巧都具备的情况下
,

面对同一曲目
,

其演奏水平的高低就在于心理修养的厚薄
。

同样一曲

《渔舟唱晚 》
,

对于乐曲所展示的环境氛围 对于 夕阳晚照
、

水波粼粼
、

渔舟荡漾的音乐意象 对于渔夫

悠闲 自得
、

既饮且歌的超然情操所构成的诗意
,

谁把握得准确
,

谁就可能将音乐处理得更加微妙维 肖令

人畅神和陶醉
。

在这里
,

一切技巧因素将会全部隐退
、

遁迹
。

留给人们的是美音
,

是
“

甘露
” ,

是
“

天

人合一
” 、 “

物我两忘
”

的境界
。

诚如著名文学家巴金所说
“

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最高的技巧
” 。

最高的技巧将技术手段全融解了
,

融解到音乐的无限情韵中
。

我认为这才是古筝教学应该追求的终

极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