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古筝教学规范化的思考

—在东方古筝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陈安华

当前
,

古筝艺术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向纵深发展
,

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
“

古筝热
” ,

这是古筝事业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
。

建国以来
,

古筝从民间的自流

自放转向专业化
,

一跃进入大学讲坛
,

从乐器
、

演奏
、

教学到理论
,

发生了质的变化
。

随

着改革开放
,

国际间文化交流颇萦
,

古筝艺术作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
,

通过不同

渠道走向世界
,

在世界文化领域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

许多海外筝人
,

都在密切在注

视着中国古筝艺术发展的动向 一有新作品间世
,

无不设法弄到
,

以第一时间在海外乐

坛上演出为荣 , 想方设法与国内古筝名家建立联系
,

甚至组团到 国内举办古筝学习班
,

寻

觅资料
、

教材
、

了解动态 国内出的录音带
,

一经出口
,

销售童十分可观 一
,

这说明
,

国内古筝事业的发展如何
,

在整个古筝世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中国是古筝的发祥地
,

根探所在
,

人们注视中国
,

理所当然 出现世界性古筝热潮
,

确实令人鼓舞 但也必须看到
,

随着搜盖面越来越大
,

人们对古筝的艺术要求也必然会

越来越高 而对这种形势
,

中国古筝界人士将如何满足这种要求
,

或者说接受这种挑战

呢 这是值得思考的
。

教育是基础
,

是根本
。

古筝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形势
,

也是从教育开始的
。

一位入门

的学生
,

姑不论以后是不是演奏家
,

都必须接受正确的基础教育 基础扎实了
,

才能提

高
。

没有基础
,

何以成大厦 错误的荃础
,

只能毁了学生
。

就眼前的筝界 包括海外在

内 而言
,

荃础教学并不规范
,

可说是五花八门
,

有的甚至还停留在五
、

六十年代的教

学水平上
。

什么正确 什么不正确
,

学生是不知道的 教学不规范
,

就不能引导学生走

上正确的轨道
,

就不能把握住当今世界性的古筝大好形势
,

把古筝艺术推向新的水平

由此
,

作为古筝教育界
,

必须挑起这个历史重任
,

田绕一个目标
,

即确立并逐步完

善古筝理论化
、

科学化
、

系统化的教学体系
,

使之在世界筝业中起一定指导作用
。

确立教学体系是一项艰巨的
、

长期的工程
,

应 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
,

逐渐积累
,

日

臻完善
。

中国古筝教育家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有不少理论

文章
、

教程间世
,

这是形成教学体系的基础
。

但作为一个体系的建设
,

这是远远不够的
,

而且在观点上还不尽相同
,

没有统一 东方古筝研究会
,

是一个有全国性 从事专业的教

育家
、

演奏家
、

理论家参与的民间专业性学术团体 成员年轻化
,

而且经过高等院校的

专业培养
,

实力雄厚
,

我真诚地希望在确立
、

完善古筝教学休系方面能起到她的历 史作

用
。

作为抛砖之言
,

仅就教学规范化问题谈谈我个人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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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乐器规范

乐器是一种工具
。

科学的工具可以提高使用效率
,

对于教学和演奏来说
,

道理也一

样 所谓科学
,

就是说
、

根据人体构造
、

生理机能物理力学及音响学等理论综合运用
,

从

简陋到完美的制作

近十年来
,

随着
“

古筝热
”

的出现
,

古筝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

生产厂家应运而生
,

国

营的
、

集体的
、

个人的
,

竞争激烈
,

这是古筝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

是好事 可惜品种

烦杂地规格混乱
,

没有统一标准
,

导致有些人对筝体概念在认识上的模糊
。

哪些规格要统一
,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最基础的
,

即弦距
、

定调
、

筝体高度
。

弦距是荃于手指的角度和机能处于最佳状态确定的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指长与指

短
,

大人与小孩
、

义 甲带里与带外
、

义甲的形状与性质
,

不同的演奏手法等等 都与弦

的受作用力及指力充分发挥有直接关系 五
、

六十年代
,

弦距以 或以上 为多

七十年代开始转为
,

这是不是最佳弦距 对于少儿这个年龄层次的合理弦距又是

什么 我们可以从钢琴的健距及按不同年龄层次型作出多种规格的小提琴中得到启示
,

统

一古筝的弦距标准

定调
,

基本调的定位是通过弦的合理张力来达到最佳音色效果的
,

十分重耍 这个

问题从事筝弦研制的单位已有较为科学的数据
。

对于基本调定调 多人定为 调
,

也有

调的
,

我采用的是 调
。

理由是 广东地区潮
、

汉
、

粤三大乐种的调以
、 、

为多
,

转调 比较方便
,

一个八度内只移一只马子就行 另一方面
,

是从五线谱的视奏方便出发
。

这个 调概念与五线谱的 调位置是一致的 其转调规律按上下纯五度关系依次进行
,

升种号顺次为
,

降种号为 飞从古筝走向世界这个长远 目标来看
,

采取

五线谱记谱是势在必然
,

那么用 调定弦会 比较容易为人接受
。

古筝是多声部乐器
,

将来

的复调手法会越来越广泛使用
,

彩用以 为 的首调视奏方法
,

恐怕会带来诸多不便
。

筝体高度 随着演奏技法越来越复杂
,

筝休的高度就显得重要 筝体高度可参考钢琴

琴键的高度
,

大约在 沉左右 筝首岳山中点至地面距离 演奏者的膝背大于 度
,

上

身有一种向前趋向
,

前臂平悬在筝面上
,

这个角度
,

手指有一种自然的下聚力
,

便于力

点集中
,

上身则处于放松状态
。

宛如女士穿高跟鞋
,

束腰
、

挺胸
,

一种往前的趋向
,

充满

青春活力 , 相反
,

一位老者用脚跟走路
,

重心向后
,

显得瞒姗
,

停滞不前 我认为 左

右的高度是合理的
,

科学的
。

至于古筝的其他方面 比如琴体长度
,

平头与 型
、

马子及

岳山高度
、

筝体各个部位的数据等等
,

可贯彻
“

百花齐放
” ,

因为这是个形态与质 问题
,

不属基础教学范畴
。

二
、

演赛理论

演奏理论
,

主要是基础理论
。

古筝的理论书并不多
,

且从不同角度来写
。

有些多是列

举些指法
,

加些简单练习曲和曲谱
,

就算是一本书
,

事实上
,

这个档次已不能满足现代

古筝教学的要求
。

当今古筝的演 奏法比较多
,

大体上分两大类 一类是民间传统手法沿袭下来的 , 一

类是在传统手法基础上
,

吸收某些中西乐器的演奏手法手法发展而来的
。

在现代古筝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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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后者占的比例要高些
。

传统演奏手法多以夹弹法为其特征
,

注重音色丰满
、

厚实
、

肩
、

肘活动幅度较小
,

表

演动作较为拘谨 改进后的演奏手法
,

多以悬弹法为主
,

音色较为柔和
、

抓逸
,

比较注

意动作的连贯性及活动幅度
。

两者各有千秋
,

值得总结 把它理论化

筝的义甲是直接影响音色的关键部分
。

义甲的材料
、

形状
、

厚薄
、

困绑法
、

触弦的面

积
、

角度
、

时间
、

缓冲点等都与音色有密切关系 演奏者的坐势
、

位盆
、

高度
、

大廿与肋

壁的角度
、

运臂方法
,

导向
、

手形
、

指
、

腕
、

肘
、

肩四大关节部位的连动关系与配 合等

等
,

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
,

使演奏者有一个目标可循
。

这些都得靠从事古筝教学

工作的专家来共同总结
,

尽量使它规范化

三
、

教材建设

我们的教学重点
,

一是培养专门化人才 , 一是满足社会需要
,

培养爱好者
。

在这批业

余爱好者中
,

主要是少年儿童
,

它们是选拔专门人才的苗圃 古筝未来的希望 , 其次是

老年人和 中青年人领域
,

这是一支宏大的队伍
。

古筝兴旺的标志
,

也体现在这里 所以我

们必须有大量的
、

全面的
、

教学上卓有成效的教材
,

来满足不 同层次的培养对象的需

要
。

我觉得
,

我们当前的教材还远远跟不上这个形势 根基较厚实的是传统筝曲教材
。

在

全国
,

有九个流派的传统筝曲可供选择
,

曲目丰富
,

地方风格鲜明
,

是古筝事业的宝贵

财富 但由于演奏版本繁多
,

这方面 尚须整理
,

挑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适 合教学用的曲目
,

作为全国性的范谱
。

对于一些名曲
,

应有多种演奏版本
,

提供学生了解
、

参考
、

研究 曲

目最好附有作品分析
,

提出艺术要求
,

这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
。

这样传统曲教材

才能逐步实现理论化和 系统化
。

这个量不可低估
。

教材的另一部分是创作曲
。

只有不断创作新曲 古筝艺术才能发展
,

这是我们的主攻

目标
。

过去的筝曲多是演奏者为演出需要而不是按教材的要求来创作的
。

大概筝有多少手

法
,

皆尽数编入乐曲之中
,

乐曲的类同性比较突出
,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

独奏曲多

以改编
、

编曲
、

移植为主
,

重写主题的比较少 随着古筝技术的发展和少儿普及教育的广

泛和深入
,

现有的创作筝曲已显得贫乏
,

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象六
、

七十 年代的 《战台

风 》
,

在当时算是技术难度较高的筝曲
,

人们甚至以它作为衡量最高水准的尺寸 可是在

八十年代
,

七
、

八岁的少儿就能上台演奏了
,

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

这些少儿进入中学

到大学
,

我们将拿什么乐曲教他们 ,这个危机感不能不令我们担优
。

尽管近年来古筝曲创

作在技术难度方面有所提高
,

曲式也有所变化
,

但还是跟不上时代需要
。

解决这个问题
,

我想可分两条路走 一是提倡有创作能力的演奏家
、

教育家大皿创作
,

不分形式
、

档次
,

不一定一首乐曲都要包含所有的技法
,

即使一首乐曲只突出二
、

三个技法也行
,

以达 到

训练某种技法的目的
,

这类乐曲将来可按其层次 编入教材 , 二是与作曲家配合
,

写出

有较高水平的独奏曲
、

重奏曲
、

协奏曲等
,

体现当代古筝的技术和艺术水平
。

总之
,

创作

要提倡数金
、

质量并举的方针
。

教材的第三部分是练习曲 练习曲是提高演奏技术的重要手段
,

体现科学育才 练 习

曲编写是否合理 安排是否得当
,

是不是有针对性
,

能否达列预期训练目的 有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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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间题 从六十年代开始 古筝已逐渐采用练习曲辅助教学 十余年来
,

音乐院校的教师

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编写了不少练习曲 在辅助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

可惜未有机会

集中起来研究和交流
。

现在许多学生普遍反映练习曲少
,

一方面是因交流少大家不知道 ,

另方面可能类同者多
,

层次不丰富 , 基础性的多
,

高难技术的少
,

学生吃不饱
,

不满足
。

这个向题值得研究 我们可从现有的水平着眼
,

把技法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整体编成练习

曲一种技法可考虑编写一至若干首不同类型的练习曲
,

使学生练起来不致枯操乏昧 也

可把若干种技法集中起来编成综合练习曲
,

种种形式
,

都可考虑 只要练习曲多了
,

我们

就有余地选择在实践中被证实是科学的并按循序渐进的原则编入教材
,

逐步实现 系统

化
。

练习曲的编写
,

还要注意到视奏方面的训练
。

目前
,

学生的视奏能力虽有提高
,

但仍

限不上实践的要求
,

普遍反映慢 我认为
,

一方面与定调有很大关系 在五线谱上用 调

概念弹 调位 , 另方面
,

独奏曲较多采用 调和 人 调
,

多调的训练比较少
,

这就限

制了学生对十二个调概念的全方位认识
,

即有偏调倾向
。

教材编写的第四个部分是重奏曲 重奏曲对提高学生合作能力极其重要 以多种形

式
,

不同乐器组合
,

来训练学生在乐队中具有
“
独当一面

”

的能力
。

四
、

统一大纲

教学大纲是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的缩影
,

反映了教学水平
。

目前的大纲甚不统一
,

各

人编各人的
。

有的院校有大纲
,

有的没有大纲
,

有大纲的也不一定按照大纲教学
,

可见我

们教学距离规范化的要求还很远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在现有古筝水平的基础上把大纲统一

起来
。

大纲是教学的纲
,

拟订大纲是个复杂的问题
。

它涉及到对乐曲艺术标准的认识 教学

方法是否循序渐进等等问度
。

我建议开个教材会议来研究

大纲中 关于创作曲与传统乐曲的比例
,

我认为应根据年龄
、

琴龄的不同层次来安

排 学龄前的幼儿可安排 或
,

前者为创作曲
,

后者为传统曲
。

下同 小学阶段

可 , 中学阶段可 名, 大学阶段可 或
。

现在有些人认为古筝的技术主要是速度和

力度
,

这个着法不全面 古筝左手倾
、

按
、

揉
、

滑也是一门技术
,

古筝的艺术深度往往

体现在这里
。

比如一位少年筝手
,

演奏 ‘战台风 》觉得得心应手
,

而演奏 《秦桑曲 》
,

它

的艺术质 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 为什么 因为象 《战台风 》一类乐曲的技术
,

在少儿

这个年龄层次
,

只要通过磨炼不难做到
,

而 《秦桑曲 》除技术外
,

还有个修养的问题
,

并

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
。

我们的古筝艺术
,

演奏技术处在发展之中
,

新曲逐年增加
。

我们可把现有的经过教学

实践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乐曲召集起来
,

进行分析
,

按层次编入大纲
。

现阶段的大纲只能

体现现阶段的水平
。

建议四年修订一次
。

这样反复进行下去
,

我们就可使教学逐渐向规范

化靠拢
,

逐步确立并完善理论化
、

科学化
、

系统化的古筝教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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