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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干地方风格筝曲的演奏教学 , 本文首先比较了我国不同地域内的筝流派之不同

风格 , 并研究了不同古筝流派演奏技法的一般特点 , 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地方风格筝曲

有一个握其筋骨的理论认知 , 并归纳了筝曲演奏教学中带有一定规律性和共性问题 , 利用一

定的教学研究与教学经验而有效训练培养学生 , 以使学生能达到准确把握和演奏地方风格的

筝曲之教学目的 , 具备了可投入教学实践中予以验证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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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筝 , 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流传历史 , 在

漫长的传播发展中 , 形成了以地方风格为依

据 , 以传人、乐谱为载体的各古筝流派 , 这

些流派分布在我国的大江南北 , 被后来的研

究者分别称之为山东筝、陕西筝、河南筝、

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福建筝、内蒙筝、

延边筝 , 遍布中国 , 令人每生自豪之情。近

现代以来 , 随着我国民族音乐的不断兴旺发

展 , 又相继产生了众多的具有浓郁地方风格

的筝曲作品。建国后 , 地方风格筝曲 (包括

传统筝曲、现代筝曲 ) 一直深受筝专业教育

者和演奏者的重视 , 不论是在全国各音乐艺

术院校所编撰的筝专业教材中 , 还是在全国

一些专业性比赛的规定筝曲中 , 均可看出地

方风格筝曲的贯一始终。当然 , 地方风格筝

曲的体现主要有两大方面 , 一是通过筝曲作

品本身体现出来的 , 二是以古筝特有的指法

演奏技巧体现出来的。我认为 , 筝曲作品是

一种静态的体现 , 是演奏的前提 , 离开它的

存在 , 对于演奏就成了无谱之音 , 然而 , 作

品与社会、听众见面的重要中介是演奏 , 这

是动态的体现。作品再好 , 离开好的演奏也

将令人叹惋 ! 可见 , 演奏者是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 , 这是教师存在的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

因此 , 对于地方风格筝曲的演奏教学 , 应从

各流派筝曲风格特点的研究及左、右手运指

技法入手 , 配之以诸教学手段、方法 , 有效

的训练、培养学生 , 以达到学生能准确的把

握和演奏地方风格的筝曲之教学目的。这就

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一、古筝流派与地方风格筝曲的特点

古筝流派与地方风格是在特定地域范围

内 , 特定的演奏家在对乐曲作品具有共同认

知和感应的基础上 , 在相近心理认同的同时 ,

在不断反复练演中形成的大体一致的演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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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风格 , 继而又表现为流派的。也可以概

括言之 , 是在古筝作品和古筝演奏基础上自

然形成的一种艺术现象。对于筝教育工作者

来说 , 应对这种艺术现象的性质、特点及形

成发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 进行演奏心

理体验和扎实深刻的研究分析 , 才能够做到

深入浅出地讲授、阐释、给学生做示范 , 让

学生对古筝流派及地方风格筝曲作品有一个

较明确的感性认识 , 才能使实际演奏的学习、

练习得以正确顺畅进行 , 也才能便于真正深

入精髓地学习 , 而不是浮光掠影地仅得其皮

毛。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与教学中的反复思

考与比较 , 做以下分析 :

(一 ) 山东筝派及筝曲演奏特点

山东筝具有悠久的历史 , 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其主要流传于鲁西南的菏泽地区和鲁

南的聊城地区。特别是菏泽地区的郓城、鄄

城 , 素有 “筝琴之乡 ”的美称 , 近现代以

来 , 山东筝派已蔚成规模之势 , 演奏者不仅

阵容浩荡 , 代表人物也是耀亮如星斗 , 诸如

黎邦荣、赵玉斋、高自成 ⋯⋯可谓波澜壮阔、

源远流长。山东筝主要是八板体结构的筝曲 ,

这些筝曲按其速度的不同被分为“大板第一 ”

如 《汉宫秋月 》等 , “大板第二 ”如 《美女

思乡 》等 , “大板第三 ”如 《鸿雁捎书 》等 ,

“大板第四 ”如 《清风弄竹 》等。此外 , 还

有一些从山东南路琴书曲牌长期磨炼而器乐

化的小型筝曲 , 如 《降香牌 》等。近现代以

来 , 还有一些新创作的山东风格筝曲 , 如赵

玉斋的 《庆丰年 》、高自成的 《风翔歌变

奏 》、韩庭贵的 《包楞调 》等。这些传统及

新创作的山东筝曲 , 具有刚柔并蓄 , 铿锵深

沉的风格和独具一格的旋律、节奏特点 , 如

旋律中大跳多 , 尤其是在活泼的快板筝曲中

更为明显 ; 旋律中常出现 “4”音 , 此现象

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山东筝使用古代音阶相吻

合 ; 以某一种节奏型贯穿全曲 , 并在乐曲一

开始便显示出来等。山东筝不但与当地流传

的以 “大弦子戏 ”为代表的多种地方戏和以

山东南路琴书为代表的曲艺音乐、鲁西南的

鼓吹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 而且与山东人那耿

直朴实的性格 , 地方语言的起伏跌宕及习俗

的繁富守礼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山东筝曲的主要演奏技法特点 :

11右手大指快速托劈的运用

此指法是山东筝曲风格的鲜明特征之一 ,

发音清脆明快 , 颗粒性极强。在快板筝曲中

有绝妙的效果。

21极富变化的花指运用

山东筝中的花指运用是极为独特的 , 且

变化多样。此指法可在始音强拍或在弱拍或

占半拍时值或占一拍时值或跨小节使用或切

分节奏出现等等。力度较强 , 多为托下花指

(即从高音至低音下行连奏 )。

31邻弦同音的使用

此指法不仅可以加强突出重音 , 而且可

使流畅的旋律在进行中出现棱角 , 出现节奏

和音量上的跌宕、顿挫 , 颇具特色。

(二 ) 陕西 (秦 ) 派筝曲及演奏特点

筝 , 之所以又称秦筝 , 是因为它曾源于

战国时期的秦国 (今陕西地区 )。但令人诧

异的是 , “真秦之声 ”的筝乐几乎近于绝响。

此一问题属于音乐史学的问题 , 限于本文的

题旨 , 这里不作讨论。在这里所依凭的是 ,

否认如何 , “秦派 ” (陕西派 ) 是实际存在着

的。不可否认 , 在历史悠久的黄土高原上 ,

在美丽富庶的关中平原上 , 八百里秦川以至

整个陕西地区以及以西安为中心的整个西秦

地区 (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的部分地

区 ) 有着丰富多彩的戏曲和民间音乐 (如秦

腔、迷胡、碗碗腔、道情、鼓乐等等 ) , 像

在陕西榆林地区就有筝作为伴奏在榆林小曲

中出现 , 并采用大指和食指比较原始的演奏

方法弹奏 , 因此可把榆林小曲看做是 “秦

筝 ”的余绪 (曹正语 )。建国后 , 相继出现

了 《掐蒜台 》、 《秦桑曲 》、 《香山射鼓 》、

《云裳诉 》等秦筝佳作 , 它们以当地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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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 , 以浓郁的地方

风格 , 鲜明的地方特色把秦筝推向了前所未

有的高潮。

陕西筝曲的主要演奏特点 :

秦筝的弹奏风格极有个性 , 为其他流派

的筝所迥然而异。陕西风格筝曲最具鲜明的

特色和浓郁的意味的就是升 “fa”, 微降

“xi”两个变音的运用。在陕西 , 以 “sao xi

dao rai fa”为骨干音构成的音阶调式叫 “苦

音 ”调 , 以 “sao la dao rai m i”为骨干音构

成的音阶调式叫 “欢音 ”调。而 “苦音 ”调

筝曲正是秦筝曲所最具魅力之处 !

秦筝 “苦音 ”在演奏技法上 , 主要是左

手大指与食中名三指的按滑柔颤的巧妙结合 ,

它是秦筝 “韵 ”“神 ”的体现 , 此指法可将

那或深沉悲凉或哀怨凄苦的情绪情感表现得

淋漓尽致 , 让人荡气回肠 !

(三 ) 河南筝派及筝曲演奏特点

河南筝的曲目可以说直接来自民间说唱

音乐和戏曲音乐。现存河南筝派的代表性曲

目 , 几乎无不例外的都是河南曲子的板头曲

与牌子曲。其代表人物有魏子犹、曹东扶、

王省吾等。建国后 , 出现了许多具有河南风

格的筝作品 : 如 《闹元宵 》 (曹东扶曲 ) 等。

河南筝的音阶特点是多用变徵而少用清角 ,

而且往往二变音会滑按到宫和徵 , 可谓 “七

音、六律以秦五声 ”。河南筝曲的风格 , 不

管是慢板或快板 , 亦无论曲情的欢快与哀伤 ,

均以深厚淳朴见长 , 浓郁酣畅沁人肺腑。

河南筝曲的主要演奏技法特点 :

11常用游摇 (右大指快速托劈 ) 和慢滑

急颤相结合 , 奏出悠长连绵的拖腔乐句 , 激

昂处如引吭长啸 , 声振林木 , 悲切处似呜咽

微吟 , 哀啭久绝 , 为其一大特色。

21频繁使用大二度、小三度上下滑音 ,

特别符合中州铿锵抑扬的声调 , 使筝曲具有

朴实纯正的韵味。或将滑与颤结合 , 配之以

长摇、剔打技法 , 使曲调曲情浑然一体 , 描

摹情态 , 刻画入微。

(四 ) 潮州筝曲及演奏特点

在广东 , 潮乐的古老历史和丰富多彩的

音乐形式 , 引起了不少民族音乐学者的重视 ,

有些学者指出 , 潮乐所用的古老乐谱 “二

四 ”谱 , 实际上就是由筝谱而来 , 由此可见

筝在潮乐中的特殊地位。而实际上 , 筝也从

其他潮乐乐器中脱颖而出 , 同时以精彩的独

奏形式出现在筝坛上 , 成为独树一帜的潮筝。

其代表人物有李嘉听、梁在平、苏文贤等。

传谱曲目众多 , 代表曲目有 《柳青娘 》、《寒

鸦戏水 》、《粉红莲 》等。潮筝又有轻六调、

重六调、活五调、反线调、轻三重六调之说 ,

即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 , 达到几种音阶和调

式的组合形式 , 以表现不同的情感、情绪的

乐曲。潮汕语言较平和 , 因此潮筝音程跳动

也不大 , 偏文静委婉 , 潮筝曲具有流畅华丽

又婉转迷人的风韵。

潮州筝曲的主要演奏技法特点 :

11左手 “双按”与 “单按尾随 :

潮州筝最具特色的是 “双按 ”, 即左手

中食、大指相继或同时在不同弦上按弦 ; 此

外就是用左手的按、滑、颤修饰右手大指所

弹之音 , 被称作 “弹按尾随 ”, 以适应诸调

乐曲的演奏、表现需要。

21右手指序、板式、催奏 :

潮州筝右手演奏很讲究指序 , 即遵循

“勾托 ”和 “勾托抹托 ”运指顺序。符合此

指序排列特点的称 “顺指 ”, 反之是 “逆

指 ”。“顺指 ”指序常用在各种 “催奏 ”和快

板之中 , 而 “逆指 ”多出现在慢板曲中。

潮州筝所有的板式主要有 “头板 ” ( 4 /

4、慢板 )、“二板 ” ( 2 /4、稍快的慢板 )、

“拷拍 ” (1 /4以板后音并带有切分节奏特点

的 , 情绪跳跃的快板 )、“三板 ” (1 /4、是快

板 ) , 凡由 “头板 ”、“拷拍 ”、“三板 ”组成

的六十八板乐曲 , 民间称为大套曲。演奏此

大套曲为速度是从慢到快 , 将乐曲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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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奏”是潮乐、潮筝中最常用的变奏

方法 , 其方法不下几十种 , 如 : 利用演奏指

法变化和增加音符的 “催奏 ”、以旋律音为

主 , 加固定音为铺的 “催奏 ”、利用节奏变

化进行的 “催奏 ”等等。

(五 ) 浙江筝曲及演奏特点

浙江筝又称杭筝、武林筝 , 流行于浙江、

江苏一带。据传东晋时已由中原传入南京

(古建康 )、杭州等地。从近代一些资料看 ,

浙江筝与 “江南丝竹乐 ”、“杭州滩簧 ”、“弦

索十三套 ”曲有着密切关系。主要曲目是丝

竹、弦索、杭滩中的曲牌 , 如 《三十三板 》、

《云庆 》、《海青事鹅 》等 , 在板数上已了六

十八版体系 , 乐曲也由单一乐曲发展到复杂

乐曲结构。代表人物有蒋荫椿、王巽之等。

浙江筝在演奏风格上以清新明快、典雅秀丽、

含意深邃、层次多变而独具一格。建国后 ,

出现了一批以浙江筝派技法为主的筝曲 , 如

《战台风 》 (王昌元曲 )、《东海渔歌 》 (张燕

曲 )、《引临安遗恨 》 (何占豪曲 ) 等 , 成为

我国各大筝派的后起之秀。

浙江筝曲的主要演奏技法特点 :

11摇指的运用

摇指其效果似弓弦乐器的长弓演奏。或模

拟号角声的长啸 , 或表现连绵不断的歌声等。

短摇是由 “摇 ”派生出的 , 短摇多为一

拍内进行 , 此技法发音短促 , 音色明亮而饱

满 , 节奏感强。

扫摇亦是从摇派生而出 , 此技法能产生

激昂有力的音响效果 , 善于表达铿锵有力的

旋律音调。

21快四点及快夹弹、快勾搭的运用

这三种技法特点是速度快、力度强、清

晰、明亮 , 常混合使用 , 而使乐曲流畅秀丽、

明快活泼、起伏有秩。

31双手快点指的运用

双手 “快点指 ”可弹奏同度音、八度

音、跨八度音程的大跳等。此技法可使旋律

气氛热情 , 气势宏大。

41提弦指法的运用

“提弦 ”指法一般在低音区使用 , 发音

浑厚、圆润 , 起强调节奏和音的作用。

中国历史 , 悠悠古远 , 中国筝派 , 几遍

神州。曹正先生曾借喻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难以尽列。除上以所述五种古筝流派以外 ,

还有客家筝派 ; 闽南筝派 ; 蒙古筝派 ; 朝鲜

族筝派以及建国后作曲家、筝演奏家以全国

各省各地各民族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音乐为

素材 , 融各筝派指法技巧和创新指法为一体

的创作改编的地方风格筝曲。如新疆风格的

《木卡姆散序与舞曲 》 (李玫、周品、邵光琛

曲 )、藏族风格的 《春到拉萨 》 (史兆元曲 )、

贵州风格的 《黔中赋 》 (徐晓林曲 ) ⋯⋯纵

向的历史传承 , 横向的各代创造 , 在当代汇

成了汪洋之势 , 从而使这一古老的集中华民

族音乐创造智慧的华夏乐器与曲目 , 丰富发

展 , 历久弥新 , 而今大放光彩。

二、地方风格筝曲演奏教学中

　　的方法、手段及其他问题

　　古筝演奏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教育 ,

也是一门动手操作能力极强的技能专业 , 教

学要求 : 始之在技术 , 终之在艺术 ; 着眼于

艺术 , 着手在技术。使艺术与技术的高度融

合与统一 , 从技术的熟能生巧到艺术的巧而

生变与化合天成 ! 两者不仅不可偏废 ; 而且

要高度默契与统一。因此为使学生准确的把

握地方风格筝曲的演奏 , 在教学中应始终具

有启发性 , 突出主题性 , 注重思维的原则 ,

理论阐述与操作指导相结合 , 示范分析与巩

固练习相结合 , 深入浅出 , 循序渐进 , 灵活

运用多种教法与教辅手段 , 从而达到教法与

学法契合无间 , 实现教学目标。

(一 ) 教学手段和方法

11谈话、讨论法。因专业音乐院校的专

业课教学是 “一对一 ”个别课的授课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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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形式可较好利用谈话、讨论法 , 以形成融

洽、亲切的师生互动教学。依据教学大纲和教

学计划在本章节、本课时安排的古筝某流派风

格筝曲授课时 , 首先对学生进行简明扼要的理

论阐述 , 然后与学生讨论以前所学过的内容与

此课内容的异同之处 , 进行比较区别。如授课

秦筝风格筝曲 , 而学生原来已学过河南筝曲 ,

那么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 师生共同来找 , 就会

发现二者在右手弹奏的基本技法上有很多相同

之处 , 而左手区别却较大 , 尤其是微升 “4”

微降 “7”的 “苦音”调与左手大指与食中名

指的按滑技巧演奏是秦筝独特的 , 是与河南筝

多变徵少清角的音调与左手只用食中名指按滑

的重要区别。通过这种谈话 , 讨论的方法 , 使

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在教师的亲切讲解下使较

深的理论问题化繁为简 , 握其筋骨 , 从而对地

方风格筝曲有一个明晰的理论认识。

21演示、举例、分析、比较法。对于教

学中的那些难点、重点、务求突破 , 我在教

学实践中感到演示、举例、分析、比较的方

法是有效的。它可使学生形成正确、准确的

演奏定位以提高教学效果。古筝演奏课毕竟

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操作性专业 , 因此在

对学生授课的理论讲解之后 , 如何对乐曲的

实际操作进行有效的指导是一个关键问题 ,

首先应把授课内容 (乐曲 ) 的重点、难点、

准确演示给学生 , 给学生一个听、视觉的感

观认识 , 并把此难点、重点与其它所学乐曲

的难点、重点类似及不同之处举例说明、分

析比较 , 给学生一个明晰的可仿效的实体。

以 《秦桑曲 》筝曲的教学为例 , 分析并演示

乐曲的技术难点在于 :

a1“苦音 ”调中的微升 “4”微降 “7”

音的音准把握 ;

b1左手大指与食中名指按弦技巧的把

握。

c1摇指的几种变化处理 (加音头密摇、

柔摇、强短摇 ) ;

d1大指快速邻弦同音托劈技巧的把握 ;

e1尾声在力度上、气口上的特殊处理。

这样可使学生先形成一个正确、准确的

演奏定位 , 然后再进行实际演奏此难点、重

点 , 并配之以教师及时的指导调适 , 可收到

较好的教学效果。

31启发、示范演奏法。由于较高水准的

教师示范 , 这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样本。他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并进入音乐

的画面构思和情感投入。仍以陕西风格筝曲

《秦桑曲 》为例 : 首先 , 乐曲引子部分那欢

音调式的旋律在高音区流动 , 就像一曲醇厚

而嘹亮的信天游 , 即刻把人引入春光明媚、

生机勃勃的三秦大地和特定的乐曲画面之中。

苦音调式的慢板以舒缓的节奏 , 如诉的旋律 ;

配以左手反复使用的按滑颤音技巧及长音上

的柔摇使用 , 较贴切地表现了秦女子对往日

亲情的追忆。慢板后半部音乐带有叙事性的

风格 : 时而窃窃私语 , 时而声声呼唤 , 时而

满怀希冀 , 时而无限忧虑 ⋯⋯女儿家的绵绵

情思 , 女儿家的深沉哀婉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快板部分音调突然从深情抒咏变为激情奔放 ,

表现秦女在酣畅地诉说衷肠。右手大指快速

有力的邻弦同音托劈和托花与抹指相配的使

用及切分节奏、强音连连出现等 , 使忧虑的

情感和急切的心情得到了强化 , 音乐的情绪

也达到了高潮。尾部采用自由节奏 , 大幅度

的乐逗、乐句呼吸 , 加之右手强短摇与左手

连续上行八度和音进行的渐快处理至高音区

徵音上的强长摇配刮奏后刀截一声终的手法

运用 , 将戏曲 “碗碗腔 ”中的板式旋法特点

与乐曲所需的自由奔放、高亢激昂的情绪渲

染的淋漓尽致 ! 实践证明学生在这样的启发

式的乐曲解读后再聆听教师那如痴如醉的演

奏示范 , 然后再去学习演奏此曲 , 会对乐曲

的艺术情感投入得到加强 , 对乐曲的审美体

验得以激活 , 对乐曲的艺术表现有新的提升。

41强化训练法。在古筝教学中 , 有些指

法的演奏不是一下便可掌握的 , 会出现各种

各样的演奏把握不足 , 如浙江筝派的 “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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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指法 , 在演奏学习练习中 , 可能会出现

力度、速度上的不足或含混欠清晰的不足 ,

等等 , 要怎样解决呢 ? 若力度不足就进行力度

演奏练习 , 以臂、腕、掌给力 , 并将各指力下

放至指尖 , 可先慢练 , 至送力通畅 , 动作规范

协调后再逐渐提速 , 如此反复 , 强化训练 , 直

至达标。速度练习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51环境创设法。即运用多种手段 , 创设

视听一体 , 充耳可闻 , 满目可见的 “视听环

境 ”以使学生受到熏染。如河南风格筝曲的

教学时可让学生在作业中除对河南风格筝曲

要反复听辩和复习原所学过的课程 , 还要加

强听视河南地方戏曲、曲艺 (如豫剧、大调

曲子、坠子等 ) 的音乐 CD、VCD、DVD 和

河南方言小品光碟等。这样 , 虽说学生不太

可能学某一流派风格乐曲 , 就必须到哪一地区

去 “浸泡”, 但经过以上试听各地音乐资料而

进行的各方面的 “浸泡 ”与熏陶 , 仍可对所

学地方风格筝曲在听觉意识中建立起特定的音

高节奏旋法特点的概念 , 形成定势 , 并对今后

一些地方风格筝曲的学习起积极的迁移作用。

(二 ) 教学时间和内容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 , 我国音乐院校的古筝

专业教学早已打破单一流派的授课教学 , 而

更注重对学生综合学习各流派 (传统曲、新

创曲 ) 风格筝曲的能力的培养。但学制的总

时间是有限定的 , 且学历层次又有不同 , 如

我国音乐专业院校有本科四年 , 专科三年、

中专六年、中专三年等学制和学历层次。因

此 , 如何合理安排授课时间和设计授课内容 ,

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总体教学目标 , 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 , 据笔者对我国一些音乐艺

术院校古筝专业教学大纲的问查 , 结合自己

多年从事古筝专业教学工作的实际教学效果

综合来看 , 以大学本、专科为例 , 我认为对

各流派风格筝曲演奏教学以每学期为单元进

行为佳 , 这样可使学生通过一个相对长的对

风格筝曲的认知、把握及 “浸泡 ”时间 , 而

形成一个良好的演奏技巧及风格定位。

另外在筝教材中筝曲的选定上 , 代表性

传统筝曲一般变动不大 , 而现代创作筝曲的

变动要根据发展需要不断有所增删、补充、

更新。并可视学校所在地区 , 而适当增选当

地少数民族风格创作筝曲。

以上所论 , 是个人多年对地方风格筝曲演

奏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行之有效和予以验证

的可操作性教学之见解。如能作引玉之砖 , 则

乃心之所望 , 不妥之处 , 还望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 　彭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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