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级阶段用以上方法尚可达到相当标准
,

那么
,

在程

度渐深
,

作品复杂化
,

困难化后不采取有清晰思维指

导下的
“

巧练 ,’当然也要有相当的勤奋 就只会劳而无

功
,

形成思维上的惰性
。

③情感与动机
。 “

智慧能力常因失败而受到损伤
,

但成功有时也不利于创见性地解决问题 指易形成
“

定

势
”

—笔者 《心纳学纲要 》 页
。

练习时先学习

较易片断将会因较迅速掌握而增强信心
,

当然也应避

免并未了解作品全部要求时便肤浅地认为很容易
,

由

于缺乏必要的重视而要么无高质
、

要么在意识到并未

达到要求而产生
“

失败感
”
而影响自信

。 “

动机太强不

仅会导致紧张
、

也会使解决问题的效率减小 ,’《心理

学纲要 》 页
。

练习中急于求成的急躁心理会造成

冲动式的练习
,

这只能形成练习者思维的混乱或心理

上的畏惧或失败感
,

因而大大影响练习的质量
。

二
、

个人因素

①心理因素 个性
。

个性指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及

是否具备灵活性
、

首创性和 自信心
。

急燥
、

慌乱或粗

枝大叶
、

漫不经心的个性不利于达到较高的学 习 目

标
,

只有既专注又冷静
、

既勤奋又思维敏捷
、

既谨慎

又 自信方能有最好的练习效果
。

②思维因素 智慧
。

智慧的含意不仅指知识的拥

有量
,

更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鉴别
,

综合

和不断吸取新知识的能力
。

在练习中
,

智慧表现为学

生采用那种方式来达到目标
,

即是否能探索以多种方

式学习
。

而不是不仅自己不善动脑
,

也不接受别人忠

告固执已见
。

③技能因素 知识
。

学习演奏者以下知识或技能

是必备的 机能技巧
,

如左手指弹性
、

灵敏度
、

右手

对肩
、

肘
、

腕
、

指的控制及右左手协调能力等
。

具体

技巧如换把
、

弓法等
。

音乐因素如音准
、

节奏等
。

艺

术表现如乐句处理
、

作品背景
、

风格等
,

这些知识掌

握的量与质的高低将决定演奏或练习质量的优劣
。

练习中的听觉

听觉分为存在于脑中的
“

内心听觉
”

及接收实际音

响加以分辨的
“

鉴听
”

两类
。

从生理上讲
,

信息可直接作用于视网膜并立即输

入大脑形成映象
,

而声波则需通过复杂的耳内管道先

后转换为鼓膜振动
、

中耳 内杠杆运动
、

内耳液体波

动
、

声音感受器活动才转为神经冲动进入大脑
。

这种

看比听迅捷的特性为练习时内心听觉先于实际音响提

供了可能
。

由于对将奏什么
,

应达何种标准有先期内

心听觉的准备
,

练习时就保证了思维的敏捷与主动
。

勿庸置疑
,

及时分辨奏出的音响是听觉在练习 中

最基本的功能
。

一部份学生练习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

在于
“

听而不闻
” 。

这有几种情况 一是对何为高标准

概念不明
,

因而无努力方向
。

二是思维 或听觉 的惰

性
,

不对奏出的效果检验和修正
,

便满足于现状
。

三

是能力及素质上的不足而无法进行高质量的鉴别
。

因此
,

强化两类听觉也是高质量练习的前提
。

读《筝学散论 》

田飞

古筝作为我国一件传统民族乐器
,

最早在汉代司

马迁所撰的《史记 》中就有记载
。

它的音乐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统
,

因而对古筝艺术作更广泛的整理和研究是
非常必要的

。

近期出版由姜宝海先生编撰的《筝学散

论》一书
。

作者通过近十年的努力
,

从
“

筝学
”

的理论

高度研究古筝艺术
,

将古筝艺术的理论研究推进了一

大步
。

目前在音乐学分类中还没有
“

筝学
”

这样一个分

支学科
,

本书的出版
,

可 以说是继
“

琴学
”

之后
,

对
“

筝学
”

这一音乐学新分支学科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

《筝学散论 》一书共分三大部分
,

即《筝论 》
。

《金

灼南古筝艺术 》和《 渔舟唱晚 备考》
。

在第一部分《筝

论 》中主要探讨了筝的渊源
、

古筝演奏技巧以及筝曲

的结构等问题
。

作者依据古筝传播的区域
、

传人
、

奏

法
、

风格等因素
,

较有系统地将中国筝乐分为七大流

派
,

并提出了中国筝乐各派筝等艺历来相互交流
。

吸

收
、

溶化的观点
,

同时又绘制了一幅各筝派的
“

交流

筝艺网洛图
, ,

加以说明
。

古筝演奏的手法和技巧是通

过长期不断的实践和积累
,

才得到改进和发展的
。

在

这方面作者也做了许多的整理工作
,

将从古到今积累

的各筝家常用的筝法完整地归纳出来
,

再配以简谱解

释
,

清晰明了
。

在筝曲的结构问题上
,

作者细致地介

绍了筝曲《八板体》的衍变情况
。

在保持《八板》基本结

构特征不变的情况下
,

加以润饰
、

变化
,

从而产生诸

多变体
,

形成新的筝曲
,

这也是筝乐艺术发展的一种

重要传统手法
。

在《筝论 》这部分中
,

作者还将古筝的

基础理论与演奏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

进行了较为

完整的资料整理和归纳工作
。

作为著名古筝演奏家金灼南先生的学生
,

在《金

灼南古筝艺术》这部分中
,

详细地介绍了金先生的生

平
、

演奏风格以及创作改编的多首筝曲
,

同时又将金

灼南先生的家藏工尺谱本筝谱《筝谱集成 》译成简谱
,

公诸于世
。

在对金灼南先生的主要经历和演奏风格
,

作完整介绍的同时
,

也表达了作者对已故导师的怀念

之情
。

我们可以从《金灼南筝论 》中略见金灼南先生古

筝演奏艺术的特点和风格 从《金灼南筝谱 》中又能了

解到金先生曾经创作改编许多脍灸人 口 的作品
,

以及

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

传统古筝独奏曲《渔舟唱晚 》是 目前流行国内外的

古筝名曲
,

随着这首乐曲知名度的不断提高
,

围绕着
《渔舟唱晚 》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一问题

,

八十年代初在

音乐学界曾兴起一场激烈的讨论
。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
《 渔舟唱晚 备考 》中收集了作者与他人的文章共十

篇
,

论证《渔舟唱晚》最初是由金灼南先生收编的
。

此

外
,

本书最后又载了作者创作的四首古筝重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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