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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筝音乐历 史源远流长
,

自 世纪 年代以来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
。

特别是 年代后
,

筝乐发展尤 为

迅速
。

而 最为明显的是左手技术的发展
。

本文立足于 年代之后
,

取左手技术发展之角度
,

探讨其对筝曲音乐表现

的影响
,

并对未来筝乐左手技术发展趋势作一些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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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全国古筝交流学术研讨

会上
,

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在发言中谈

到
“

筝的演奏
,

左手是灵魂 ⋯ ⋯
” ,

一语

道出了左手技法的重要性
。

古筝自秦

朝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

其间

古筝左手技法的演变经历了由单一到

多变
,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
。

左手

技法的创新
、

复杂化
,

多样化给古筝艺

术注人了一种新的因素
。

随着社会文

化发展
,

人们对艺术追求的提高
,

单调

的音乐形式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艺术

的需求
,

这也促使筝乐发展要突破传

统
,

勇于创新
,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

时

代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筝乐的内涵更加

丰富
,

旋律更加多样
,

这使得古筝左手

技法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世纪 年代后
,

新创筝曲大量涌现
,

特

别是现代派音乐
、

西洋音乐
、

地方特色

音乐以及其它音乐新技法的融人都使

古筝左手技法有了长足的发展
。

本文

试图通过 年代后左手新技法的归纳

整理
,

使读者对左手新技法有所了解
,

期待为筝艺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点滴参

考
。

从技术角度来看
,

新时期的左手

新技法总结归纳起来大致有两大类

第一
、

分声部演奏 顾名思义
,

即在

演奏中
,

左右手同时进行不同声部的演

奏
。

首先
,

让我们来看一看筝的左手技

法演变历史进程
。

从关于筝最早的文献
’

记载中得知
,

筝最初的表演形式不是

纯器乐演奏
,

而是伴奏歌唱
。

这种以伴

奏为主的形式注定了筝的演奏
“

去复杂

而求简约
”

之特性
。

这与筝的特定形制

密切相关
。

筝本身是以琴码为界限
,

将

琴弦分为左右两个区域
, “

右手职弹
,

左

手司按
”

成为传统筝法之定则
。

以至传

统左手技法只停留在琴码左侧区域
,

担

任
“

润饰
”

右手发音的角色
,

而不参与直

接发音
。

随着时代的变迁
、

历史的推移
,

古

筝艺术不断地演变
、

发展
。

如果说传统

筝曲左手弹拨技法处于探索阶段
,

那么

现代筝曲的左手技法则是突破阶段
。

最

直接的原因是音乐创作的极大丰富
。

世纪 年代
,

许多作曲家进行了多种

题材
、

风格的创作实践
,

将古筝音乐创

作向深广领域推进
。

另一方面传统筝曲

的基本方法和地域风格的音乐又为现

代筝曲创作提供了原始素材
。

随着东西

方文化的交流融合
,

多声思维的创作恰

似供给适当的水分和温度
,

蕴育了现代

筝曲的萌芽
。

现代筝曲突破单一的地方

风格局限
,

在承袭传统音乐的精华基础

开拓老式传统套路
,

逐步交融贯通
,

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织体
,

使左手由单声

转为多声
。

世纪 年代以后涌现 出大量

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筝曲
,

他们的作品手

法新颖
,

体裁多样
,

具有强烈的时代气

息
。

大胆
、

新颖的技术手法
,

给人耳 目一

新之感
,

多调性音阶排列
、

和声
、

复调等

多声手法的介人形成 了全新的音乐气

质
,

传统的内容
、

现代的手法创造了一

种崭新的现代民族风格
。

新作品从曲体

结构
、

演奏技术技巧的探索到新的音响

的开发利用都已突破传统古筝音乐创

作的案臼
,

极大地发展了筝演奏的左手

技术
。

左手技法由单一的伴奏形式转化

为如同右手一样演奏旋律
,

对古筝演奏

艺术产生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筝的分声部演奏在 世纪 年

代就有应用
,

年代后在筝曲中使用

频繁
,

与已往筝乐演奏中单一的柱式和

弦伴奏形式相比之
,

它将音乐思维由单

线性转为多声型
,

大大丰富 了音乐的表

现力
,

使音乐的进行更富逻辑的力量和

色彩
。

麟嫌翁巍油 轰必娜归匆蚌旗娜瘫雍续瓤骊彝黔



第二
,

现代筝乐左手开发新的音响

效果
。

现代作曲家在秉承传统优秀技法

的同时
,

不囿于常规
,

对筝乐丰富多样

的意境表现及弹奏技巧的发挥
,

到作曲

技巧的运用都有新的
、

富有成果的探

索
。

开发新的音响效果是作曲家丰富

的想象和哲理性的思考的结果
,

从而形

成了全新的音乐气质
,

在很多新创筝曲

中都得到发挥
。

有些筝曲通过不同的

音响效果模拟不同的事物
。

如 《草魂

咏 》傅明鉴曲 之中运用 了新技法
,

即

左手用食
、

中
、

无名指的指尖集中在码

左侧的 弦上
,

朝一个方向移动多次

而磨擦发声
,

以模拟小草钻出土的形

象
,

讴歌小草顽强的生命力
,

给人以 自

强不息的坚定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奋发

精神
。

又如在《战台风 》一曲中
,

采用
“

扣

摇
”

的手法
,

即右手摇指 ‘ , ,

左手大
,

食

指捏弦向左
、

右方向移动
,

模拟台风效

果
,

表现了码头工人与狂风搏斗的情

景
。

有些筝曲采用双手在琴上拍击或

敲击的手法作为下一乐段的前奏
,

作节

奏上的铺垫
。

如 《笙摸引 》庄耀曲
,

其中采用
“

侧击
”

的手法
,

即分别在码右

侧弦的低
、

中音区
,

左
、

右手用手背侧面

敲击琴弦
。

另有些筝曲采用音响效果则是将

乐曲气氛推向高潮
。

如《幻想曲 》王建

民曲 其中
,

口代表左手去掌击码右侧

弦的低音区
。

代表右手握拳且用指骨

叩击琴板
。

令代表右手平铺而拍击琴

板
。

此乐段采用不同的拍击或敲击手

法
,

制造了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
,

在参

差错落节奏组合之中运用渐强渐快的

手法将乐曲一步步推向高潮
。

有些筝曲采用不同的音响效果烘

托旋律声部
。

如《长相思 》王建民曲

中采用左手刮码左侧弦发出无音高序

列的散音音响
,

以衬托右手声部的旋

律
,

好似置身于虚幻之中
,

掠过一丝淡

淡的愁思
。

左手开发新的音响效果所运用的

新技法远不止以上所列
,

其形式多样
,

诸如左手掌击琴码
、

左手提码左侧弦

等
。

现代筝曲左手所运用丰富多彩的

音响效果
,

都体现 了一个
“

新
”

字
,

艺术

贵在创新
,

作曲家们力图以新的方式
、

运用新的技巧
,

而焕发出新的时代风

貌
。

大力挖掘筝左手技法潜能
,

开创新

技法
,

以拓宽筝的音乐表现功能成为作

曲家们致力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

左手技法的发展与创新顺应了时

代的要求
,

也是东西方的文化交融
、

创

作的持续发展及乐器技法本身的自我

完善的必然结果
。

就筝的左手技法的

发展方向
,

我以为还有以下三方面值得

思考

一
、

左右手技法发展还不平衡
。

根

据历史记载
,

筝最初的表演形式不是纯

器乐演奏
,

而是伴奏歌唱
。

在以后很长

的年代里
,

筝的演奏都遵循
“

左手司按
,

右手职弹
”

之定则
。

这样
,

左手技法被

明确定位于琴码左侧
,

以润饰
,

点缀右

手技法
,

而不参与弹奏
。

直到 世纪

年代
,

左手开始参 与弹奏
,

但大都以

伴奏的形式出现
。

世纪 年代后才

赋予左手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
。

通过

筝左手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可看出左右

手技法发展的不平衡
。

而这在西洋器

乐发展进程中并不多见的
,

如在钢琴演

奏中
,

左右手的技法几乎是同步发展
,

这是因为演奏者在初学时就双手同时

训练
。

二
、

左手技法中各指发展不平衡
。

在筝曲的实际演奏中
,

使用频率较高的

是大指
、

食指和中指
。

无名指零星地弹

拨单弦和琶音 ‘, ,

近些年无名指也参与

新创的
“

四指轮
”

技法中
,

即由无名指
、

中指
、

食指和大指依次拨同一根弦
。

而

直至筝技法发展的今天
,

小指还未被参

与弹拨发音之列
,

应该说
,

这也是可开

发利用的一个方面
。

三
、

左手技法的单一性
。

右手的许

多技法并未广泛适用于左手演奏
,

如摇

指
。

也有一些如同右手技法快速而复

杂的段落还没有很多的在左手技法中

得以展现
。

左手技法单一的特性除与

筝的发展历程有关
,

与筝乐器的 自身特

点也密切相关
。

由于筝弦排列为五声

音阶
,

当取音
,

时
,

左手必须通过按

码左侧弦方可得到
,

这样左手直接发声

取音便受到一定制约
。

筝乐左手技法已结合西洋和声
、

复

调等多声手法
,

但其内在的民族气息是

稳定的
。

有如一条向永无尽头远方不

断流去的长河
、

沿途不断注人新的成

分
,

但又总可找到它的源头
。

鲁迅 曾

说
“

我们要拿来
,

我们要或使用
,

或存

放
,

或毁灭
” 。

传统筝曲
“

以韵补声
”

的

特性不可丢
,

而
“

声韵并驱
”

又是新时期

筝乐技法发展的一致方向
。

纵观古筝左手技术发展历程
,

古筝

艺术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单声向多声
,

由

简单向复杂
。

这既是音乐艺术形式本

身的 日益完善
,

表现力 日益丰富的结

果
,

又是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

的客观需要
。

不难想象
,

未来发达的中

国现代筝乐将是一种充分发展的多声

思维的音乐
,

因而
,

对左手技术的发展

也将更复杂
,

要求也更高
。

注

《史记
·

李斯列传 》中的 李斯谏逐客

书 》中记载了公元前 年筝为歌声伴奏
,

助

兴
。 “

夫击瓮叩击
,

弹筝搏稗
,

而歌呼呜 ⋯
”

摇指 即右手的指片在同一弦上来回

拨动
。

琶音 即左手在弦上按不同音高方向

依次弹拨取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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