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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古筝音乐演奏技术与发展之我见
文 赵美娜

与迅速更新
。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

立后
,

古筝音乐的发展更是突飞

猛进
,

并且在每一个不同时期都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

不仅涌现一

些优秀的古筝演奏家
,

也创作出

一批优秀的古筝音乐作品
。

特别是 年代后
,

现代古筝

在表现音乐作品的技术上
,

更加

讲究音乐的流畅性与速度性
,

特

别是 在 它 的 演奏 技 法
、

表现形
式

、

音 响 效 果 上
,

要 求 尤 为 突

出
。

所以
,

古筝的演奏技法在其

表演 当 中起 到 了至关重 要 的 作

用
。

以下将从几首作品中分析古

筝演奏技法在音乐中的作用
。

扫摇
例如王昌元 《战 台 劝 中的

“

扫摇
” ,

筝
,

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民族

乐器之一
,

它又名古筝
、

秦筝
。

由于它的音色纯净
、

圆润
,

富于

浓郁 的 表现 力 而深得人们 的 喜

爱
。

随着时代的前进
,

人们审美

观念的逐渐变化
,

古筝艺术也随

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更新
,

从原

来的凤毛麟角走向了专业化的发

展和普及性的教育
。

近些年来
,

当代音乐的发展

逐 步从传统走 向 另 一个新 的 领

域
,

古筝的音乐表现力与演奏技

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 了不同

时期的改革与更新
,

达到 了一个

新的高度
。

基于 以上原因
,

本文立意从

现代古筝音乐的技术与发展两个

方面为着眼点
,

主要对现代古筝

在演奏技法
、

风格表现
、

调 式
、

调 性等 方面 的 利 弊 发 展加 以分

析
,

并结合我多年学 习 的演奏经

验
,

得出的一些心得体会
,

以下

意见和内容仅供参考
。

典曰 ‘

现代古攀演弃技法与技术

当今 世 界是 一 个 文 化 多 元

化
、

综合化 的 时 代
,

无论是 经

济
、

科技 等方面都在迅速地发

展
,

而音乐作为文化领域中一 门

不可或缺的艺术 门类更是如此
。

由于音乐发展需要全面化
、

世界

化
、

多元化
,

致使作为中国传统

乐器古筝的音乐与其他一些民族

传统音乐的形式也不得不被打破

其演奏方法是大指的第一个

音用 中指在低八度扫琴弦
。

这一

指法体现的是激烈
、

愤怒
、

激昂

的情绪
。

在 《战 台风 》中表现的

是激烈
、

紧张
、

形似风声
,

用这

一指法来模仿刮 台风时的情景恰

到好处
。

双摇

例如杨娜妮老师的 《竹楼听

耐 中的
“

双摇 ,’

,
翻

双摇的演奏技法有三种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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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大
、

中指双摇
,

即无名指

小指 扎桩
,

用食指掐住大指

指 甲
,

大指和 中指 同 时反复拨

弦 第二种是食指
、

中指双摇
法

,

即无名指 小指 扎桩
,

用

大指掐住食指指 甲
,

食指和中指

同时反复拨弦 第三种是悬腕双

摇法
,

即无名指 小指 不扎桩
悬 腕

,

用 大指
、

中指 双摇或食

指
、

中指双摇弦
。

, 琶音

例如赵曼琴编曲的 《井 冈 山

上太阳红 》中的
“

琶音
”

标记

口 拍击琴盒 拍击琴 右侧 拍击琴弦

这些新技法与 以往的技法大

不相同
,

使古筝音乐不仅是在弹

奏方面的技巧
,

也开始音乐多元

化的发展
。

这些模仿打击乐的手

法使乐曲个性化突出
,

给人以紧

张神秘的感觉
。

在部分作品中还使用刮筝码

左侧的琴弦
,

突出不和谐的音响

色彩
,

从而达到作品的效果
。

演

奏技法创作对于任何乐器都非常

重要
。

它的创新与改革
,

关系到

这件乐器音乐的发展
,

所以说演

奏标记技法是乐器的灵魂
。

其 琶音 的 演奏方 法 的 指 序

是 大指
、

食指
、

中指
、

四 指
。

演奏方法 分 为 四 个步骤

手半握空拳 手指 各个关

节 凸起 指尖包住琴弦

指毕手指向掌心握去
。

以上是现代演奏技术上指法

的几种典型类型
,

除以上的几种

类型之外
,

还有很多丰富效果的

指法
。

例 如 在 王 中 山 创 作 的 《溟

山 》中演奏技法上有新的突破
,

风格新颖
,

演技全面
,

尤其乐曲

中断左手快速演奏技术的发展
。

其中
,

中段开始部分
,

出现了并

非技术的演奏技法
,

右手拍击琴

弦和琴盒
,

形似打击乐
。

现代古攀技术在音乐 中风格

的表现形式

由于现代古筝演奏的风格形

式多种多样
,

为了能够表现出多

种多样乐曲风格的演奏
,

在演绎

中不失掉任何一种风格的 韵味
,

就促使了古筝演奏技术按照相对

应 的风格及其 表 现形式进行制

定
。

以下将以两首古筝代表作品

为例
,

对作品风格的表现进行简

要地分析
。

, 《些模引 》

这首作品取材 自唐代李贺的

《李凭笙模引》
,

所以作品的风格
与创作意图都与这首诗歌的风格

相一致
。

作曲家借这首唐诗从而

展开丰富的想象
,

并运用现代的

作曲技法进行古筝曲的创作
,

作

品风格虚实相映
、

起伏多变
,

真

实地抒 发 这首 唐 诗 带 有 的 幻 想

性
,

也是 作 品 的 风格缥缈
、

虚

幻
。

音乐的线条妖艳
,

犹如南方

妖艳的舞姿来衬托乐曲的浪漫风

格
。

基于以上的特点
,

也就要求

着演奏层次的深度
,

要求演奏者

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

想象力
,

才能够演绎出整首作品

的风格
。

萄西域随想 》

这首乐曲是采用新疆民间音

调为基础素材进行创作的
。

新疆
民 间音 乐 音调带 有 强 烈 的 节奏

感
,

多数运用手拍形式和复杂多

变的 节奏型来 比 拟大漠 闪 着 金

光
、

风沙呼啸
、

驼铃声声
。

作曲

家则根据这种独特的风格借以抒

发 自己 内心的感情
,

从而创作了

这首作品
。

整首乐曲以华丽的新疆达 卜

鼓鼓点作为伴奏贯穿全曲
,

用手

拍击弦的方式来模仿新疆的打 卜

鼓
,

表现出音乐风格中粗狂
、

奔

放而又不 失 民 族风情 的 典型特

征
。

根据以上两首乐 曲风格的分

析
,

可以看出
,

现代古筝作品风
格要求的表现力十分突出

,

风格
特征能够使乐曲提升到一个新的

演绎高度
。

鲜明的风格特征能够
使音乐更富有层次感

,

使演奏家

在演奏中发挥的空间更为广阔
。

,
奋绍及皿井

现代古攀技术与技法裹理的

利与弊

现代古筝技术的发展固然使

音乐更加符合时代的特征
,

但是

超常的要求音乐的技术革新往往

会失去古筝 自身的特色
,

所以
,

现代 古筝技术 的 发展也存在 了
“
利

” 、 “

弊
”

两方面因素
。

有利 因素

现代古筝在技法上的有力因

素主要体现在 现代古筝技法更

注重音乐 的表现
,

如 速度化
、

圃叫日颐 , 入 、 一 手 厂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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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力度对比
,

强烈的和声色

彩
,

丰富的织体形式
,

表现形式

的多样等等
。

在音响上
,

已经 由

单一的旋律语言演变到复杂有序

的立体色彩
,

使乐 曲在欣赏聆听

中得到丰富的音响效果
。

从演奏

上
,

现代古筝的技术更加全面与

完善
,

可以适合各类型风格作品

的演奏
,

也可以说现代古筝技法

比传统古筝技法更加情绪化
、

人

性化
,

更加贴近人们时代审美的

要求
,

符合现代人的欣赏标准
。

不利 因素

虽然现代古筝的技法相对于

传统技法有很多优胜之处
,

这也

是古筝音乐的发展进步
,

但它仍

存在一些弊端与不完善之处
。

例

如 很多作品为 了追求创新
,

过

分追求现代技法进行创作
,

要求

乐曲风格一味地突出时代感
,

就

会使古筝的演奏技法变得复杂
、

繁琐
,

从某种程度上达到技术高

超
、

风格另类的音响效果
。

这种

做法虽然达到 了创新的 目的
,

但

是其乐曲的实际演奏效果却适得

其反
,

它使古筝的音乐丢失了原

本的色彩与韵味
。

所以
,

现代古筝技术与技法

的表现形式的革新与发展固然重

要
,

但是应该按照合适 的要求
,

不要过 分 强 调 创 新
、

强 调
“

现

代
”

音乐的特征
,

而进行一些不

合理的制定与创新
。

只有在适度

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现代技术的创

新
,

才能使古筝音乐作品更好地
展现出来

,

富有强烈的艺术美感

与艺术表现力
。

现代古移润式
、

润性
、

奋阶

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人们对欣 ⋯
赏音乐的要求

,

古筝调式音阶传

统定弦法
,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

代的要求
。

传统的定弦调式音阶

不能够适应现代古筝作品的音阶

范围
,

从而制约了作品风格的创

作突破
,

限制双手技巧的创新与

充分发挥其色彩
、

内涵的广阔与

深入地展开
。

传统古筝是按纯律五声音阶
进行 定 弦 的

,

如 宫
、

商
、

角
、

微
、

羽
。

以最低音音弦到最高音

弦为 大字一组的 一小字二组

的 音域达到四个八度
,

各弦音

位具体排列如下

王建民作品 栖域随淤
这首作品是作曲家根据创作

意图而确立的创新调式
,

这种定

弦方 法 能够充 分 表现乐 曲 的风

格
、

内涵和韵味
。

随着古筝定弦调式的创新与

发展
,

古筝音乐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领域
。

它的创作来源与创作领

域更为广阔与深远
,

为现代古筝

作品 的创作打下 了坚 实 的基础
,

也使古筝这一古老的传统乐器得
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

虽然传统古筝的五声音阶定

弦也可以通过按弦等方式来演奏

七声音阶的偏音
、

半音等
。

但是

在现代古筝的作品中
,

已经完全

不能够满足作品 的需求
。

所以
,

在现在古筝的定弦中
,

不一定按

照五声音阶进行定弦
,

是根据作

曲家的作品要求来决定的
。

以下

将从具体作品中进行现代古筝定

弦的演示与分析
。

, 在庄限作品 《垫模引 》

这首作品在定弦上属于特定

阴列
。

其旋律虚实相映
,

所以在
定弦方面就能够表现出作品的幻

想性的意境
。

结论

综上所述
,

从以上几个观点

中
,

可以说明现代古筝技法与技

术的表现形式尤为重要
,

它可以

说是古筝音乐的灵魂
。

因此
,

在

古筝音乐的发展和音乐创作上
,

古筝 的技法和 技术 问题不 容 忽

视
,

它直接影响着古筝音东今后

的发展
。

另外
,

上述谈到的几个

观点
,

也是应该在技术层面上继

续探讨的课题
,

只有通过不断深

入的研究
、

探索
,

才能使现代古

筝在理论的研究
、

教材的建设
、

乐 曲 的 创 作
、

技法 的 创 新等 方

面
,

具 有 反映时 代 精神 的新突

破
,

使现代古筝艺术得到更大更

好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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