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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技法的民族风格之探讨

—古筝奏法在钢琴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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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钢琴与古 筝汁 比性研 究
,

以 期使钢 琴的 演奏技巧进一 步 完善
,

能更

准确 的体现 民族风格的作品
。

幕仿 技巧 韵味

钢琴艺术研究

纵观钢 琴音 乐在西方发 展 的 历史
,

可 以

说也是一 部钢 琴演奏的历 史
,

而 钢琴 演奏 的

历史又 是 与许 多因素 紧密 相连 的 乐 器本 身

的改进 与发展
、

音乐风格 的演变
、

艺术家个人

的独特风格
、

演奏者与乐谱关系的改变
、

听众

趣 味和 价值 的变 化
、

以 及 社会 和 经济 的发 展

等 等
。

而更进一 步
,

从实际操作的层 面上来

说
,

触键
、

指法
、

踏板的运用等等
,

各个时期都

会有不 同的特点
,

而 同一 时期 的不 同作曲家

又会有各 自独特的一 面
。

正因为钢琴连续发

展 的几 百 年历史
,

大量理论家
、

作 曲家
、

钢琴

家
,

为每个时期做了精彩 的论述
,

细到技术的

每一个环节
,

都有各国大量技术专著去研究
、

描 述
,

可 以 说
,

钢 琴在 西 方 的发 展 是 较完 善

的
。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我 国 第 一 架 古 钢 琴 是

年 意大 利传教士 利 玛窦 一
在北 京献给明神宗的

。

我想 那 时 的明神宗应

是不 懂演奏
,

只 当是一件稀 奇 的西洋 物品而

已
。

惟 一 学 弹 古 钢 琴 的 要 算 是 康 熙 大 帝

一 但 也 仅 是 兴 致 所 至 自娱 而

已
。

钢琴真正意 义的传 人我 国 不 到百余年

的历 史
,

大量 的乐 曲
、

练 习 曲
、

演 奏技法 都是

西方传入
,

以 西方 为正统
。

但是任何一种外来

品 的传入 不 可避免的与我 国本 民族 的 文 化

产生 碰撞
、

融合
。

因此
,

早在我 国钢琴艺术发

展的初期 世纪初
,

我 国 的音 乐家 已 开始

写作 中国 自己的钢琴作 品 了
。

这些作品 尝试

使源 自欧洲 的钢琴艺术 同中国独特艺术思维

和 民族民 间音乐亲密结合
。

正 因为有这 良好

的开端
,

通过几十年不断地探索 和 努力
,

我国

钢琴音乐创作也取得了 丰硕 的成果
。

创作了

大量 以 民族器 乐 曲
、

声乐 曲的旋律 为基础 的

改编 曲 以 民族音调和 色 彩性 和 声为基 础 的

追求 民族化音响的创新作品 运用无调 性
、

十

二音体系或作曲家独创作曲技法写成的追求

民族神韵的钢琴作品
。

可 以说
“

一部艺术发展

史 也就是艺术创作上不 断继承传统
,

又不断

大胆创新 的发展史
” 。

相应 的
,

由于艺术创作

上 的
“

继承传统
”
是我国深厚的几 千年的 民族

审美传统
, “

大胆 创新
”也 是 与本 民族有 千丝

万缕联 系的创新
。

因此 在 具体 的演奏技法

上
,

不 可 避免 的为追求 本 民 族 习 惯 的音 响效



果声音色彩而带来一系列的与西方钥琴演奏

技术不同的独特方法
。

这一系列的方法的探

讨
,

对我国钥琴作品的演奏
,

对真正意义的中

国炯琴风格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

中国钢琴作品有一显著特点
,

那就是对

民族乐器的模仿
。

俐琴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

也是有大 模仿本 民族 民间乐器的例子
。

如

李 斯特 的《匈牙 利狂想 曲 》堪称钢琴经典之

作
,

里 面就可 以 听到不少匈牙 利民 间乐器 的

音响与节奏
。

而听许多著名的翎琴家的演奏
,

也常常会 听到类似交响乐的宏大音 响
,

丰富

的音色和层次使作品表达更加完美
。

而我国

不少音乐工作者却认为我国钢琴曲仅有的就

是模仿
,

而瞧不起 中国钢琴作品
,

那就太不应

该了
。

的确
,

由于我国钢琴发展的历史很短
,

在创作上还不成熟
,

但我想不管钢琴技巧再

怎样发展
,

作 曲家再怎样创新
,

作曲技法如何

现代
,

那些有 民族特色的音响是不会消失 的
,

那代表着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审美传统与精神

气质
,

因此
,

我们要热爱它
,

研究它
,

将之发扬

光大
,

即使有一定 的局 限性
,

也不要 瞧不起
,

要看到它进步 的一面
,

然后用 自己 的行动使

它发展更加完善
。

在声乐界
,

民族 唱法 吸收西洋美声唱法

的科学方法
,

创新 出新民歌唱法
,

使 民族声乐

的训练方法
,

表现能力更加科学完美
。

那 么
,

在钢琴领域上
,

研究 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

音

色特征
、

风格
,

并把它与来 自西方的钢琴技法

相 比较研究
,

对 中国钢琴艺术 也是有一定 的

好处的
。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
,

品种繁多
,

不可

一一述说
。

古筝在民族乐器 中是极常见的
,

学

筝者也较多
。

不管是独奏还是合奏都是极有

特色的
。

在中国钢琴曲中
,

也常常可 以 听到古

筝那古香古色形如流水 的音响
。

在此
,

本文就

挑选古筝把它与钢琴进行探索性对 比研究
,

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
,

起抛砖引玉之效
。

筝
,

弹拨 乐器
。

春秋 战国 时代 已 流行秦

地
,

故史称秦筝
。

根据后汉刘熙《释名 》条所

说
“

施弦高急
,

筝筝然也
。 ”可 见筝是 以音响

效果命名的
。

筝按五声音阶定音
,

外侧为低

音
,

向内顺序而音高
。

演奏时可 以通过重力压

弦改变音高
。

但一弦一音是其基本特点
。

筝是 以指头 向内弹为 主
,

向里 弹主要靠

指头本身的运力
,

因此弹筝也特别 重视指头

独立活动和力度的训练
。

弹奏时要求力点集

中指尖
,

而在钢琴的演奏中
,

也十分强 调手臂

力量贯通 与手指 的主动
,

力量也要求集 中在

指尖
。

作为弹拨 乐器 的 筝是 以 “
点 ”为发音形

式
,

而 “ 线 ”是由连续
、

密集 的点所 组 成
,

所 以

它的特点是动作小
、

多
、

快
。

因而要求每个弹

奏动作必须弹后迅速恢复原状而为下次弹奏

作好准备
,

这样避免弹奏动作处 于被动而影

响速度
。

此外弹奏动作要有弹性
,

声音才能国

润有光泽
。

并且要处理好手松和紧的关系
。

松

是为 了紧
,

紧是松的结果
,

紧是弹奏一刹那
,

松是弹奏的间歇
,

松紧是一次弹奏动作 的两

个环节
。

松紧必须不断交替
,

并形成一种条件

反射似的良好习惯
。

从筝的这些演奏技法上看
,

与钢琴 的演

奏确有
“

异 曲同工 ”之妙
。

因此
,

虽然钢琴
、

古

筝在发声原理
、

结构
、

弹奏各 方面 有太 多不

同
,

但仍具有一定的可 比性
。

比如
,

在弹奏王

建 中改编曲《绣金匾 》主题段 时
,

就要求每一

个声音集 中
,

弹后迅速放松
,

注意点 每一个

音 线 由点组成 的旋律线 的结合
,

松
、

紧的

适度等等
,

以上 的古筝弹奏要领对此 曲也是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的
。

此外
,

古筝的演奏注重
“
缓而不怠

,

紧而有序
,

古朴淡雅
,

重在写意 ”。

因此
,

钢琴在演奏模仿古筝旋律的段落
,

也要

弹得从容不迫
、

意境商雅不俗
。

古筝弹奏中最 富特色最能体现古筝特性

和神韵 的主要技法之一是刮奏
,

也 叫历音
,

历

来 的音乐家都把 它视 为表情 达 意 的重要手

段
,

他们创造 了许多历音表现 手法
,

诸如 长

历音与短历音
、

上历音与下历音
、

装饰性历音

与 自然历音等等
。

在钢琴 中常模仿的主要有



长历音
、

短历音
、

装饰性历音
。

按所 奏音 的数额来分
,

有 长历 音
、

短历

音
。

一个八度 以 上的历音称为长历音
,

好 比高

山之水极 富流动感
。

在古筝演奏时
,

常通过

左
、

右手大指
、

食指
、

中指互相配合共同完成
,

要求手臂力量 贯通
,

一气呵成
,

不可 有断痕
。

除弱奏外
,

弹奏历音手指要较硬而又保持各

指关节的松动
。

手指硬才有力度
,

但不能僵
,

要松紧有度
。

在古 曲改编钢琴 曲《夕 阳箫鼓 》

开始的散板 中就有模仿古筝的长历音
。

为了

获得古筝的音 响效果
,

根据钢琴 的结构和声

音特点
,

力所能及的
,

我们要做到 以下几点

给予下键更快 的速度
。

因为从钥琴 的结

构来看
,

声音强度与毡褪速度成正 比
。

毡褪敲

击琴弦时已 不受琴键的控制
。

因为断连之后
,

琴键 与毡褪 即失去联系
,

这时在毡褪运动 中

惟一起作用 的因素就是速度
。

而在弹奏的一

刹那
,

毡褪的速度决定于下键的速度
。

如果演

奏者欲提高发音 的强度
,

则必须给予下键更

快 的速度
。

产生充分 的泛音
,

并使 保个音 区 的泛音

充分融 合
,

每个音的出现都伴 随有一定 的泛

音
,

高音 比低音消失得快
,

在弹奏时泛音数量

与速度是成正 比 的
,

因此在实际演奏 中
,

要求

手指 可 以 稍 内勾
,

掌心支撑起来
,

手型稳定
,

掌关节坚实
,

以第一关节为 主动
。

关节越靠

前
,

速度越快
。

可 以说指尖第一关节是处 于最

前哨
、

最直接
、

最敏感
、

最基础的部分
,

要求指

尖的第一关节具坚定性
、

主 动性
、

灵敏性
,

和

音 与音 之 间 的动作 连 贯 性
,

同 时
,

将
“

触键

点 ”、 “

发力点 ”、 “

击 弦点 ”三 点合 一
,

统 一起

来
,

才能产生所需音色
。

由于是长历音
,

需双手交替弹奏
,

要特别

注意 两个手的衔接要十分 自然流 畅
,

不 能在

连接 中冒出丝毫重音与断痕出来
,

注意手臂

的肌 肉及肘部都应放松
,

像做气功似的
,

把力

量都运送到指尖
。

可 同时想象古筝演奏时也

是手臂带动指尖
。

一挥而就
。

注意音乐在进

行 中要有倾 向性
,

引导这股力量不断在各个

指尖移动
,

传递
。

每个音要有准备 的
、

有控制

的极 利索的拨键
,

弹到底
,

不能发虚
。

也要同

时强 调拨键后快速 的离键
,

手指要 主动不要

粘在琴键上
。

其中踏板的运用也不 可忽视
,

根据《钢琴

踏板 法指导 》一 书 中所提 的踏板 的下行各路

程 的 四个 区域
,

为了使高
、

中
、

低 各 个音 区 泛

音均衡和充分融合
,

我认 为 可 以 采用 这样 的

踏板 谱例一

犷
,

念 一
, 一

一一一

一
一一 , , 护 一

一下一一 亡乙

李薪下奎鑫夏典
个 个 乍

③ ④ ①



、

玲板珠到最低点
,

制音 器 完全 离开琴

弦
。

、

制 音器部分 离开琴 弦
,

使声音 完全放

开和保持
,

并从共振泛音 的抓动 而得到最大

程度的丰满音色
,

玲板逐步抬起
。

、

仅保衡 玲板
。

、

玲板又逐渐珠 下
,

制音 器逐渐从琴弦

上提
、 、

和抖动玲板
。

、

玲板又珠到最低点
,

制 音 器 完全 离开

琴弦
。

但我不得不仍 旧要说 明
,

踏板 的使用常

受诸多因素影 响
, “

只有耳朵本身
,

才是艺术

性演奏的最终指导
,

而不是一套 印出来 的指

示 ”。

所以在理论研究的同时
,

我们在实际演

奏中要多细心听辨
、

体会
。

八度以 内的历音称短历音
。

短历音恰似

电光石火
,

一闪而过
,

时值虽短
,

却 富有装饰

性
,

在炯琴曲中也常用来起装饰作用
。

具体演

奏方法上
,

与长历音相同
。

但一般不需双手衔

接
,

却要注意一个手演奏指法的连贯
,

力量的

畅通
,

表现形式常为分解琶音
,

在演奏时注意

区分
。

谱例二

钢琴 中常模仿的还有装饰性历音
,

如储望华的作品《筝箫吟 》的第一段
。

谱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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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性历音在古筝 中称“ 花指 ” 。

有绿叶

托红花之美
,

画龙点睛之妙
。

山东聊城金灼南

先生 曾谈及他对筝的演奏心得为
“

重而不躁
,

轻而不浮
,

急而不促
,

徐而不弛
,

疏而有味
,

断

而似连
,

刚柔相济
,

清浊协调 ” 。

这对钢琴的演

奏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

对于装饰性的小音

符
,

以手指第一关节轻巧积极 的触键为主
,

手

型要极其稳定
。 “

轻而不浮 ”指下键轻盈
,

但要

到底
,

与钢琴 中的弱而不虚是同一道理
。 “

急

而不促 ”要求弹装饰音时每个手指都均匀的

触键
,

要每个音一样 的发力
,

要弹得从容
。

而

旋律音的奏 出
,

要求手臂力量放下
,

最后一个

音才是真正 的手臂力量支撑点
。

手指触键面

积要大些
,

以获得较厚的音 响
。

但手指一经接

触琴键
,

找到着力点
,

就要马上产生一股反推

力
,

手臂带动离开琴键
,

整个动作要求十分连

贯
,

而这个旋律音 的发出要
“

重而不躁 ” ,

触键
“

徐而不弛 ” ,

整个乐句的演奏就要求把这一

些
“

点
” 以 “

线 ”的形式连接起来
,

要特别注意

动作 与动作的连贯
。

第一个旋律音的离键至

半空
,

也 同时是下一个音 的准备
,

当手下行时

直接 落于 下一组 装饰音
,

手指 主动快速拨键

后
,

重力迅速落在旋律音上 ⋯⋯这样
,

才有音

断意连之感
。

在 踏板 的使用 上
,

踏板应随着装饰音逐

步往下踩
,

到旋律音 时踏板踩到底
。

再用连音

踏板法把旋律连接起来
。

在具体的表现风格上
,

做到旋律线
“

疏而

有味
,

断而似连 ” ,

在装饰音 与旋律音之间就

要 “
刚柔相济

,

清浊协调 ” 口

曾有诗云 “
春涧 流 泉涂棕 响

” ,

用来形 容

筝的历音演奏技法
,

真是太恰当不过 的了
。

而

钢琴通过 与以上古筝演奏技法 的比较
、

探索
,

使我们更 加体会到民族乐器 的演奏技法
、

风

格
、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
,

对有 中国特色的钢琴

演奏技法有指导作用
。

华夏 文化有着悠久 的历史
,

它是 当今世

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息 的东方古老 文

化的代表
。

中国传统的音乐艺术经过数千年

的传承发展
、

演变
,

形成 了 自身 内在的统一个

性 讲究艺术作品的
“

气韵 ”和
“

意境
”

强调艺

术创作的
“

风骨 ”和 “

神貌 ” 注重人 与 自然 的

统一和交流等等
。

虽然 中国钢琴音乐在这片

土壤上生长不到百年
,

只是一颗小芽
,

但却是

承这千年 的华夏神韵而孕育生长的
。

因此不

管在演奏 技法上是如何表现
,

最重要 的应看

是否能真正体现我们民族哲学思想和精神气

质
。

所以
,

我认为
,

要创立真正意义的中国钢

琴演奏风格
,

在创作上
、

演奏上要 多向传统学

习
。 “

热爱传统
,

深人研究
,

推陈出新
”

才能在

这 中国华夏文明广博的大地上 开 出鲜艳 的中

国钢琴音乐之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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