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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广受大家青睐的民族乐器之一
,

它在近几十年的历程中
,

在教材建设
、

演奏演艺
、

乐曲创

作
、

人才培养
、

乐器改革
、

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

本文通过对 年以来出版发行

的古筝书籍进行盘点
,

在把握和 了解古筝书籍出版现状的同时
,

纵观其在教材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
,

通过对比分析
,

向大家推介较好的书籍
,

并对古筝书籍今后的出版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
。

市面上出版发行的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个大类 教程类
、

曲集类 考级
、

练 习 曲
、

名 曲 结集
、

流派

或名人专 门
、

流行娱乐
、

文字著述类等
。

教程类古攀用书
古筝较之其他乐器

,

人门相对简单
、

容易上手
,

由此颇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青睐
,

古筝也成为家长

开拓孩子艺术兴趣
、

培养情操的首选乐器
。

古筝艺术如此受到欢迎
,

为古筝艺术教程类用书的发展提供

了 良好的契机
。

一些名家开始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的积累撰写
、

编著教材
,

古筝学习者在教材

选择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

在这些书籍中
,

有的强调扎实的基础学习 , 有的则相对高效实用
,

强调

速成等等
,

不一而足
。

岁是幼儿早期古筝教育的最佳年龄阶段
,

而选择一本合适的古筝教材却也是制约和影响教学质

量
、

进度
、

效率等各方面的重要因素
。

古筝教材的选择对学习者来讲至关重要
。

我们不能把成人用的教

材生搬硬套或直接拿来利用
,

也不能将少年儿童用的教材不假思索地给成人用
,

而是应该对照 比较
,

精

挑细选
,

为学习者提供对口 的
、

合适的教材
。

对于少年儿童用 的古筝教材
,

简易性
、

通俗性
、

趣味性是

必须要强调的
,

一本合适的
、

循序渐进的教材是他们不断深人学习
、

在古筝艺术海洋遨游攀登的石级
。

由沙里晶
、

黄梅
、

傅华强三人合作编著的 《古筝启蒙 》 广 东科技出版社
,

年 一书由基本的技法

学习和通过耳熟能详的歌曲改编的乐曲组成
,

是将古筝的演奏技法和学习分成 周学习安排
,

每周都有
“

每周练琴记录
”

的表格
,

学习者可以填写每周练琴的时间以及练琴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这是一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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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邃丛迷子禽擎寡缈

合古筝启蒙
、

老少皆宜
,

为更进一步深人学习打基础

的用 书
。

由著名古筝演奏家
、

教育家郭雪君编著的

青少年学古筝 上海音 乐学 院 出版社
,

年

月第二版 是当今青少年学习古筝的首选启蒙教材
。

人选的乐曲有很多是根据儿童歌曲改编而来
,

简单易

学
,

易记易背
,

同时又具有编排上的专业性和科学

性
,

由此受到广大教师的喜爱
。

由著名古筝教育家孙

文妍
、

袁莉
、

何小彤编著的 《幼儿古筝教程 》 上海

音 乐学院 出版社
,

年 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
,

语

言通俗易懂
,

训练材料又适合少年儿童的生理特点和

心理情趣
,

所选乐曲动听引人
,

性格鲜明
,

是幼儿学

习古筝的上好选择
。

《古筝弹奏人门 》 蒋莉编著
,

金质 出版社
,

年 也以少年儿童为主要的读者对

象
,

精心改编集录不少卡通歌曲
、

儿童歌曲以及中外

名歌
,

是引导幼少轻松入门的较好选择
。

实用性的古筝教材
,

可 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

率
,

是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对古筝艺术有一个大概了解

的捷径
。

《古筝实用教程 》 怅晓云编著
,

西 南师 范

大学 出版社
,

年
、

《古筝演奏实用教程 》 张

提英编著
,

中国青年 出版社
,

年 等书作者都本

着实用的原则
,

按部就班
,

由易而难
,

科学而系统地

向大家介绍有关古筝的知识和演奏法
,

或穿插相关的

乐理知识作为补充
,

提高学习兴趣
,

拓展视野
,

或

通过大量练习曲
、

乐曲的编排对所学的指法进行巩固

等
。

后者更是用 简谱
、

线谱双版方式编排
,

为学习者

简线对照
、

掌握不同记谱方法提供了便利
。

《古筝实

用教程 》 蔡文峰编著
,

广州外语音像 出版社
,

年 一书从历史到简单的乐理知识介绍
,

从左右手单

独运用到双手的有机配合
,

将古筝的学习纳人到一个

系统
、

井然有序的轨道上来
。

教材中收集的近一百首

古今中外名 曲
,

更是编者为方便大家的学习而亲 自编

订的
,

由易而难
、

按部就班
。

《中国古筝教程 》 上

海教育 出版社
, 。。 年 是著名古筝教育家何宝泉

、

孙文妍编著的一部适合于艺术院校与广大古筝爱好者

使用的专业教材
。

全书采用线谱与五线谱对照的方法

铺排
,

适合各层次的古筝学习者使用
。

这是一部编者

在 多年的教学实践总结和多种版本的基础上推出的

最新版本
,

内容包括各地区
、

各流派大量的筝曲和系

统
、

实用 的练习曲
,

也有理论含量较高的文字评述
,

内容非常丰富
,

可谓一部总结性的编纂
。

由李庆丰
、

李伟合作编著的 《古筝教程 》 安徽人 民 出版社
,

年 中
,

编者创作收录大量具有实用意义的练习

曲
,

趣味性
、

艺术性兼容并包
,

诸如三指四点
、

摇指

以及左手的按滑技巧等都饱含着编者的 良苦用心
。

与

此同时
,

编者还特意选人部分古诗词
,

旨在深人诊释

乐曲内涵
,

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养
。

《张珊教古筝 》

张珊
、

陈灵芝编著
,

湖 南文艺 出版社
,

年 分

正篇和副篇
,

正篇是对古筝有关常识
、

乐理
、

技法和

练习曲的罗列编排
,

同时附有 首古筝独奏曲 副篇

是对九个级别的古筝乐曲每级 一 首进行的分析
。

此

外
,

年以来出版上市的古筝教材还有 《古筝初级

教程 》 雷靛云编著
,

同心 出版社
,

年
、

《古

筝培训教程 》 刘巧君编著
,

北京体育 大学 出版社
,

年
、

《巧学古筝 》 毛丽 华编著
,

西伶印社出

版社
,

年
、

《现代古筝教程 》 林 坚编著
,

中

国戏剧 出版社
,

年
、

《古筝人门基础与提高 》

焦力编著
,

四川美术出版社
,

年
、

古筝入

门 》 乐夫主编
,

哀叶子
、

张音悦编著
,

湖 南文艺 出

版社
,

。。 年
、

《成人古筝直通车 》 张珊
、

陈 灵

芝编著
,

百花文艺 出版社
,

年 等
。

由蔡毅编著的 《古筝爱好者 》 花城 出 版社
,

。。 年 包括基本指法
、

乐理
、

练习曲
,

名 曲弹奏分

析和考级乐曲精选三个大部分
。

然而此书也并非一般

的教材用书这样简单
,

它的价值在于对潮州筝曲更为

深人的了解方面
。

书中刻意加重了广东地区潮乐
、

汉

乐
、

粤乐三大乐种筝曲的分量
,

从大处讲可以说是对

广东地区古筝音乐的一次集中亮相展示
。

编者所引用

的潮州筝曲曲谱几乎都是其外祖父黄长富先生的传

谱
,

而黄长富先生是清末民初潮州筝乐大师李嘉听先

生的传人
,

这对后人更深人了解和研究潮州李派筝具

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

《古筝新韵 》 上海音 乐学 院

出版社
,

年 是浙江古筝名家王刚强先生编著的

一本古筝教材
。

这部书囊括了编者亲 自创作或改编的

乐曲 首
,

编者按照教学程度
、

乐曲编创方法和形式

将这些乐曲分为两个大类
,

即基础曲 目 首 和编

创曲 目 首
。

这种分类编排的方式层次分明
,

为

读者短时间 内进行相关信息的检索
、

阅读提供了便

利
。

这部书的乐 曲均 由编者亲 自编写
、

创作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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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每章由相关文化
、

乐理知识
、

练习曲和考级用 曲四部分构成
,

也是青少年学习古筝不可多得的

好教材
。

当今时代是读图的时代
,

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中
,

相反对图片
、

连环画等形式

乐此不疲
。

而在古筝艺术书籍中
,

文配图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编著方式
。

中国音乐学院林玲教授编著

的 古筝入门教材 简谱版 华乐 出版社
,

年
、

中央音乐学院周望教授编著的 古筝速成

演奏法 人民音 乐 出版社
,

年 都采用 了文配图的形式
。

两本书的整体构思差不多
,

都是从古

筝的基本常识人手
,

再到古筝演奏技法的讲述
,

再加上一些古筝名曲曲谱
。

此外还有河南曹派古筝嫡

系传人李汁与其子陈希 编著的 图文古筝基础教程 蓝天出版社
,

。。 年 等
。

这些书最大的亮

点在于由编者亲 自做配图示范
,

其中的配图为广大学习者用怎样的手型
、

手势进行正确弹奏提供了参

考
,

也对降低读者对于文字的审美疲劳起着重要的作用
。

古筝教材书籍中一人多著的现象也较为典型
。

中央音乐学院李萌教授对当今古筝艺术的发展做

出了极大的贡献
。

她个人集演奏
、

教学
、

研究
、

作曲
、

研制于一身
,

单在古筝著述方面的成就就为

人所共睹
。

在古筝教材方面
,

新世纪以来连续编著出版 《古筝基础教程 》 国 际文化 出版公司
,

年
、

《古筝演奏与练习 》 中国广播 电视 出版社
,

年
、

《跟名师学古筝 》 国 际文化 出版公

司
,

。。 年 等著述
,

为古筝艺术发展中教材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其中
,

《古筝基础教

程 》是一部编者本着实用原则编著的初级实用教程
。

教程按照古筝演奏技巧分类
,

分上下两部
。

上部

的练习偏重同音域内往返练习和级进模式练习
,

下部则变化大
,

需要系统科学地学习和练习慢慢达到

要求
。

《古筝演奏与练习 》一书则从以往出版的古筝书籍中精心挑选和编排
,

线谱简谱并用
,

实用的

内容成为青少幼儿
、

古筝爱好者学习的较好选择
。

《跟名师学古筝 》则对古筝教学进行量化
,

分为

三十课进行
。

这本简易教程还入选了一些经典名曲
,

并对一些乐曲做了专门的演奏提示说明
。

古筝艺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古筝乐器革新
、

衍变
,

而这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曲作的诞

生
。

比如 《红水河畅想曲 》
、

《青山流云 》等筝曲
,

是李萌教授为她研制的多弦制筝而作
。

在教材方

面也一样
,

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筝的教材
,

这为古筝艺术教材的梯队建设注人了新鲜的血液
。

《古

筝新筝技法教程 》 赵勃楠
、

王居野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年 一书从古筝新筝的演奏技法角度

人手
,

既包括对演奏技法的综述
,

又有大量的技法练习
,

并对练习 曲进行细致的文字剖析和说明
,

为

学习者掌握正确的技巧提供了帮助
,

文字的说明和剖析也潜移默化中对学习者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影响

和强化
。

此书对古筝演奏技法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

而本书对新筝弹奏技法教学的涉及也

成为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和亮点
。

由李丽敏编 《转调古筝初级教程 人民音 乐 出版社
,

年 是专门针对转调古筝编写的教材
,

书中图文并茂
,

包含大量转调筝练习曲
,

这为转调古筝的发扬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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