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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嗯熟六带谬乞聋黔令幼
,

几川卜句誉墓
阎爱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对整个文化艺术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

古筝这

一古老的传统民族乐器在演奏
、

创作及表演形式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
,

其独特的表现能力和

韵味东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外知音
。

不仅艺术院校的专业学生增多
,

而且群众的普及面迅速扩大
,

大

批的幼儿
、

青少年已迈人这个行列
。

近年来多次举办了地区性
、

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古筝演奏比赛
,

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演奏人才
。

随着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增加
,

古筝艺术在国际上得到 了很高的赞

誉
,

使国内外都掀起了古筝热
,

为我国民族音乐增添了光彩
。

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
,

古筝出现了大量

的新作品
,

它们表现题材广泛
,

技巧性强
,

原有的技法及表现手段 已不能满足于当今的演奏
。

而固定

过去的一套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
,

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

这就给我们从事古筝艺术教育的工作者

提出了新的要求
。

古筝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

在保留本乐器传统教学及特点的基础上
,

应汲取钢琴
、

小提琴等乐器所具有的系统化
、

规范化教学之所长
,

使古筝的教材建设
、

教学方法等问题上有所改

进与提高
。

现就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

一
、

运用线谱是必然趋势

古筝的识谱是从二四谱
、

工尺谱开始的
,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

随着音乐文化的发展
,

现在的古筝

识谱已被简谱和线谱所代替
。

从以往情况看
,

古筝大多用于独奏和简单的伴奏
,

乐谱采用简谱较普

遍
,

使用线谱较少
。

简谱在使用上确有方便的一面
,

而且已成习惯
,

很多学院的古筝教学也是采用简

谱
。

而近年来
,

古筝与大型乐队的配合越来越多
,

作曲家们也大多使用线谱来创作作品
,

但以往培养

出来的古筝演奏员
,

多数对线谱比较生疏
,

不能很快视奏
,

只得将线谱翻成简谱再弹
。

今天的古筝教

学要提高到现代音乐教育的水平
,

面向世界
,

必须在识谱方法上
,

掌握国际音乐语言
,

采用线谱教

学
。

特别对儿童
、

青少年
,

使他们能掌握向世界音乐文化宝库广泛吸收
,

作为提高音乐素养的手段和

攫取知识的工具
,

并为未来的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打下基础更为必要
。

我认为在初期教学时
,

线谱
、

简

谱可以并用
,

互相补充
,

可取事半功倍的效能
。

为此
,

我从刚入门学筝的少儿教学开始试验
。

首先编

写了一本线谱的《少儿古筝教程 》 首练习
,

按固定调式弹奏
。

根据儿童的兴趣特点和接受能力
,

选

用了儿童喜爱的歌曲
,

配上指法要求
,

以使初学的儿童能够在演奏 自己喜爱的儿歌中陶冶情趣
。

此

外
,

还用于线谱选编了《古筝独奏曲 》十余首
,

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和应用演奏技巧
。

经过两年来 , 对数

名少儿线谱
、

简谱并用的教学实践
,

结果是可行的
,

这些学生都能很快熟练地用线谱来演奏
。

当然
,

随着程度的不断加深
,

在各种调式的试奏中将会有一定的难度
。

想必通过循序渐进多次反复努力地

训练
,

相信是可以逐步熟练掌握的
。

运用线谱教学对筝的视奏和筝谱的规范化
,

是很重要的一环
,

它
是使筝更好地发挥 自身的作用

,

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筝的必然措施
,

我们必须坚持努力
,

使它 日趋

完善
。

二
、

传统技法的继承与创新

古筝演奏中的传统技法是多年老一辈艺术家实践的总结
,

经验的结晶
,

必须很好地继承
。

在古

典乐曲和地方乐曲中
,

只有使用传统技法才能表现出乐曲中特有的韵味和风格
。

但客观规律又说

明
,

任何事物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展
,

古筝也不例外
。

只固守传统的一套演奏技法
,

就难以有新的创

造
。

但否定传统技法
,

也是极端错误的
。

古筝在历史的进程中
,

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曲目和表演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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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丰富的
、

绚丽多姿的中国筝的艺术渊蔽
,

为我们今天筝艺术的继承发展
,

推陈出新创造了有

力的根据和条件
。

古筝的演奏技法
,

应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
,

根据表现乐曲的需要
,

不断加以创新和

发展
,

使它进一步发出新的音响
,

变换新的色彩
。

在实际应用中
,

更应根据各首乐曲不同的风格和表

现形式
,

灵活地采用各种技法 就拿传统的夹弹法与现代的提弹法来说
,

比如在演奏传统的山东筝

曲《汉宫秋月 》中的旋律主音
,

要求发音饱满
,

深沉有厚度
,

用夹弹法更为理想
,

并还能起到稳住节

奏
,

调节音乐呼吸的作用 而在弹奏《浏阳河 》这首现代筝曲的一段快板时
,

就描要用提弹法
,

使快速

的双手配合技法
,

演奏得旋律明快
,

音色透明
,

轻盈流畅 如果这两种弹法对调使用
,

就不能起到这

样的效果
。

由于演奏者对触弦的基本要领没能全面掌握
,

而现在采用提弹法较多
,

往往就产生了传

统的夹弹法容易紧攻
,

而提弹法才是唯一理想的触弦方法的观点
。

其实
,

确定弹奏的方法是否正确
,

主要取决于演奏的乐曲内容 所以我在教学中
,

一边要求学生理解乐曲
,

一边给学生讲解演奏中的

张驰关系 并用两种弹法进行比较
,

根据乐曲表现内容的发音需要
,

从中确定触弦的方法进行练习
,

使学生从实践中认识到
,

弹奏方法应追求合理正确而不是拘泥于技法的单一
,

每一种技法都有其 自

己的特点
,

无论是传统技法还是现代技法都要很好地结合运用
,

必须克服只追求某一种触弦方法
,

否定其他多种弹法的片面观点
,

从而
,

达到广泛掌握演奏技巧的目的
。

由于形势的发展
,

听众欣赏水

平的提高和变化
,

在现代的筝曲中势必要求技法的革新和表现手法的创造
。

如在《东海渔歌 》这首筝

曲中有一个经过句
,

描绘了渔民奔向大海
,

准备出航时欢悦的脚步声 作者将传统的托
、

劈两种指法

组合起来
,

用快速交替的手法
,

在数根弦之间快而匀地弹奏
,

起到了古筝中颇音与音阶式上下行相

结合的音响效果
,

使这首筝曲的表现增添了新的色彩
。

为了表现更为广泛的演奏内容
,

具有现代气

息的筝曲
,

在旋律
、

节奏
、

和声
、

曲式
、

音色变化等方面更为复杂和充实 在古筝演奏技巧上有新的发

展
。

如《庆丰年 》
、

《草原小姐妹 》
、

《钢水奔流 》
、

《雪山春晓 》等等
。

这些作品在传统的右手弹出音后左

手揉
、

按技法基础上发展创新了摇指
、

扫弦
、

快四点
,

以及左手根据乐曲内容表现的需要
,

在琴码右

边弹奏旋律等等
。

这些技法的创新
,

使发音能有饱满的音质对 比
,

增加了筝曲的歌唱性和强烈的复

合音响
。

特别是左手的技法
,

摆脱了只能在琴码左边活动的界限
,

可以与右手共同演奏旋律
、

和弦和

琶音等等
。

运用了这些新的技法演奏的筝曲
,

层次更为清楚
,

而且织体多变
,

对比强烈
,

形象鲜明感

人
。

古筝的拟声手法也有着很动人的想象力
。

如在《战台风 》中模拟台风呼啸的左
、

右手在筝码两侧

反向刮奏
,

以及扣摇 即在右手母指摇的同时
,

左手母食指紧夹筝弦
,

在筝码触弦点之间
,

先左后右
,

往返持动 的技法
,

表现出台风时远时近
,

一阵紧一阵
,

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 还有在筝曲《苗岭的

早晨 》中模拟百鸟卿啾声 筝曲《天京抒怀 》中模似战马的奔驰声等等
,

这些都开创了新的弹奏技巧
,

大大丰富了古筝演奏技法
。

近年来
,

从《木卡姆散序与舞曲 》
、

《山魅 》
、

哎幻想曲 》等作品中
,

可以看出

作曲者不仅在技法要求上有所创新
,

在音阶排列上也作了大胆的尝试
,

把传统的五声音阶的筝改成

符合于乐曲所需要构成的调式
,

大大地拓宽了古筝所演奏的范围
,

开拓了新的音响 为了使筝的作

品有丰富的调性变化
,

乐器本身也在不断改新
。

比如脚踏式
、

手板式的转调筝
、

蛛式筝等等
,

使古筝

的表现力具有了更大的能量 面对可喜的形势
,

我们应总结经验
,

在保持传统技法风格特点的同时
,

对每一种新的技法进行研究
,

鼓励创新
,

勇于实践
,

不断地探索
,

使古筝艺术有更进一步地发展

三
、

教材建设是教学改革的关键

早在 年
,

现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著名古筝理论家
、

教育家曹正教授把筝第一次捧上了高等

音乐学府的讲坛
,

开设了我国音乐院校古筝专业课程
。

在无教材可依的情况下
,

自编并曾出版了两

本演奏法教科书
,

流传甚广
,

为古筝教学奠定了基础
。

建国以来
,

全国各艺术院校先后都开设了古筝

专业
,

并于六十年代初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古筝教材会议
,

对各院校的古筝专业教学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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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
、

正鹅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目前
,

各大专院校的古筝教师都分别根据 自己的教学情况编写

了教材
,

但在使用上比较分散
,

大多数教师基本上还是按照 自己熟悉的教材内容进行教学
,

还没有

一定的规范化及程度界限
,

仍存在着老少同炉
、

高低无序的状况 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学生
,

往往因为

没有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
,

只看准几首大型的独奏曲进行弹奏
,

结果不怎么令人满意
。

无论在技巧

上
,

还是在乐曲的表现上都不能达到应有的要求
,

有的甚至连墓本节奏都把握不住
,

也就谈不上提

高演奏水平
。

即使是已经学了好几年的古筝弹奏
,

在学习新曲目时只得从基本指法重新练起
,

相反

还要克服因欠缺基本功而造成急于求成的演奏毛病
,

由此看来在九十年代的今天
,

学生的启蒙都比

较早
,

几乎都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
,

跨入音乐学院还要有十几年的专业学习时间
。

古筝的教学要

跟上时代的步伐
,

就必须有一套从幼儿到大学
,

能适合各阶段
、

各年级教学所用的系统化
、

规范化的

教材
。

在教材的编写中
,

对不同年龄
,

不同程度的曲目及练习曲都要有所区别
。

初步设想
,

大体可分

为三个阶段 初级
、

中级
、

高级 程度的界限在于初级教材着重于了解古筝艺术基本知识和音乐的基

础知识
,

严格基本指法的训练
,

按简繁顺序编出相应的练习曲
。

在较系统地打好音乐的节奏
、

音准等

基本功的同时
,

还要学习演奏一些小型的古筝乐曲等等 在中级教材中则要求双手技巧有所提高和

对大
、

中型乐曲的掌握与分析研究
。

而编写高级教材时就应多考虑技法的创新与艺术表现
、

艺术修

养的提高 不仅对大型乐曲的演奏与传统乐曲的深加工
,

而且要吸收一定份量的世界名曲纳入教

材
,

使学生开阔视野 编写的教材全部使用五线谱
,

对部份民间乐曲及古典名曲可以简谱
、

线谱对照

使用
,

便于理解乐曲的基本要旨
,

而教材中的指法符号也要趋向统一
、

规范 总之
,

通过这样一套教

材的训练
,

应从理论上
、

演奏上对古筝历史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

对筝曲的各流派及现代创作的作

品全面掌握
,

使双手技巧和古筝独特的音色达到得心应手程度
,

成为较成熟的
,

适应新时代需要的

古筝演奏人才
。

以上是我在教学实践中对古筝的识谱
、

演奏技法的继承与创新
,

对教材使用现状的分析及思

考
,

力图从中探索有关古筝教学改革的一些间题
,

提出自己的想法
、

作法
,

目的是努力培养一批批高

水平的古筝艺术演奏人才
,

将古老的民族音乐和古筝艺术发扬广大
,

推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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