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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情并茂
”
需 “ 技艺并举

”

—谈古筝演奏的教学与训练
口 吴中蓓

古筝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
,

它有雅致 现
,

一些考生古筝演奏水平发挥欠佳的主要原 成
。

这样有利于双手和大脑
、

眼睛
、

耳朵等

的造型
,

亮丽的音色
,

富有中国音韵特点的 因是技术不过关
。

个别的考生由于考级的成绩 多种器官同步协调
,

减轻练习的负担
,

提高

演奏技法和适应表现各种情感的丰富的演奏曲 不理想而失去了学习古筝的兴趣和信合
,

这是 练习质量
。

像
“

摇指
”

这种古筝演奏中较难

目
,

因此
,

这一古老的乐器正日益焕发出艺 很遗憾的
。

因此
,

练好基本功为成功演奏奠 掌握的技巧
,

就宜于将其分解成几种基本练

术的青春 为当今的人们所钟爱
。

定基础
,

也是学习者保持兴趣的重事条件
。

习
,

分别安排在几次课中进行训练
,

例如先

古筝是多弦的定音乐器
,

具有学习起来 怎样才能练习好基本功和基本技巧呢 我 练摇动手腕
,

再练将手支撑在筝首部位摇
,

上手快
,

容易入门的特点
,

因此成为人们 认 为要
‘ ,

系统练
” “

放松练
” “

分解练
” 。

然后才安排在古筝琴弦上摇
。

通过这样的分解

尤其是青少年 学习民族乐器的首选
。

在
“

系统练
”

古筝的演奏技巧丰富
,

技 练习
,

学生掌握的 ’“摇指
”

技巧质量高
,

在

很多地区 都已经形成了学习古筝的热潮
。

术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在古筝的教学和 乐曲中演奏摇指技巧的旋律时
,

就能够轻松驾
“

怎样提高古筝演奏水平 如何用古筝演奏出 训练中
,

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
,

制定 驭
。

优美动听
,

声情并茂的乐曲
”

这是古筝学 出长期
、

系统的训练计划
,

由浅入深
,

从易 基本技巧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 “

系统

习者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

也是广大古筝教师们 到难
,

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
。

有计划的训 练
” “

放松练
”

和
“

分解练
”

这几个方法
,

努力探讨的课题
。

练
,

便于学生系统掌握古筝技巧
,

为成功地 能够帮助学生将氰以枯燥无味的基本功轻松地

笔者是一名古筝教师
,

总结以往的教学 演奏各种乐曲提供有力的保障
。

掌握
,

这样古筝才能发出优美的声音
。

的经验
,

我认为要提高古筝演奏水平
,

做到
“

放松练
”

这里所说的放松
,

包括两 “

情
”

—提高艺术素养
,

让古攀音

声情并茂
,

关键在于
“

技艺并举
” ,

即演奏 个方面
,

即演奏者生理和心理都要放松
。

乐富有艺术表现力

者古筝技术系统全面的掌握和艺术修养的提高 基本功的练习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基本演奏 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和技巧是不是就能演奏

两个方面
。

姿势的自然松弛
,

即手形
、

手臂
、

肩膀以及 好古筝了呢 答案是 还要在技术的基础上加
“
声

”

—练好技术
,

让古攀发出优 整个形体的自然松弛
。

弹筝时要自我感觉很舒 上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

让古筝演奏
“

以

美的旋伸 适
,

不能耸肩
、

驼背
、

高抬肘
。

放松的手 情动人 ,’

人们喜爱古筝
,

是因为古筝音乐能够表 形尤其关键
,

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体会站立 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些孩子演奏的技术达到

达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
。

人们弹奏古筝
,

使 时
,

两手自然下垂时的
“

自然手形
”

状态
,

了要求
,

乐曲演奏也比较流畅
,

但是艺术表

古筝发出优美的声音
,

通过这些优美声音组成 了解和体会手形的放松
。

现力不强
,

演奏时面无表情
,

由于缺乏艺术

动人的旋律
,

演奏者便可以抒发自己丰富的思 演奏者的心理放松也是非常重要的
,

有 感染力
,

这些孩子并没有体会到学习古筝的快

想情感
。

的演奏者在教师面前或上台演奏时容易紧张
,

乐
。

因此
,

教师要指导学生了解乐理知识
,

如何才能让古筝发出优美的声音呢 首先 导致不必要的失误
。

我曾经教过一个上课特别 如各种表情记号
、

速度和力度的标记
,

等

需要一定的技术
。

认真
,

但很拘谨的孩子
,

课堂上
,

她坐在古 等
,

要让学生学会乐曲的艺术加工和处理
。

演奏者如果缺乏良好的基本功和演奏技 筝旁
,

就会紧张起来
,

平时在家练好了的曲 艺术表现力是古筝的生命
,

它有赖于演奏者艺

术
,

演奏起来不是结结巴巴
,

就是达不到乐 子
,

回课时都会出错
。

一次课上
,

在表扬她 术素养的提高
。

比起古筝技法的训练
,

艺术

曲在力度和速度等方面的要求
,

这样的情况
,

上课专心的同时
,

我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来启发 素养的提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教师要多想

我们称之为
“

技术负担过重
” ,

无论演奏者 她
,

英文中
“ ”

的意思是
“

玩
、

玩耍
” ,

办法
,

使学生在日常的古筝学习中感受得到艺

有多么丰富的思想情感也无法表达
,

更谈不上 同时它还表示
“

演奏
”

的意思
。

我就启发她 术的熏陶
,

提高艺术素养
。

古筝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了
。

要把练习古筝当成玩耍
,

既要高高兴兴
,

又 我们要认识到
,

作为传统的民族乐器
,

和其他乐器一样
,

古筝有其丰富的演奏 要轻轻松松
,

不要总担心会出错
。

慢慢地
,

古筝艺术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审美思想影

技法
。

这些演奏技法在古筝艺术日益繁荣的今 这个孩子心情开始放松了
,

她找到了
“

玩古 响的同时
,

也在表达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

天
,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法体系 筝
”

的乐趣
,

还
“

玩
”

出了省里民乐大赛 审美思想
。

因此
,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越

如双手的
“

弹
、

摇
、

轮
” ,

左手的
“

揉 古筝少年组的二等奖
。

因此教师要多用亲切的 深刻
,

对传统审美思想领悟越透彻
,

演奏者

按
、

滑
” ,

等等
。

这些技法是古筝演奏的基 鼓励帮助学生克服紧张心理
,

让他们放松地演 奏出的乐曲才更有音乐的魅力和艺术表现力
。

础
,

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

需要长期
、

系统的 奏
,

这样往往会收到好的效果
。

古筝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训练
。

那些以为古筝演奏容易入门
,

便对古
“

分解练
”

乐器演奏是一项由演奏者 化
,

教师要用文化的视野
,

多角度地讲解古

筝的基本功和演奏技巧不予重视的想法是不正 的双手
、

大脑
、

眼睛
、

耳朵等多种器官参与 筝的艺术
。

古筝教师丰富的人文知识
,

加大

确 的
。

的
、

技术性很强的活动
。

在较难的技巧练习 课堂讲授的文化信息量
,

都能为学生提供艺术

笔者曾担任过古筝考级的考官
,

我发 时
,

可以将其分解成若干个步骤
,

分几次完 营养
。

艺术教育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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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讲解乐曲时
,

要注意语言的文学

性
,

要用优美而贴切的文辞
,

对乐曲作准确

的注解
。

如在筝曲《渔舟唱晚 》的讲解中
,

教

师可以用诗意的语言给学生描绘出一幅夕阳

西下之时
,

渔民们软乃归舟的动人画卷
。

对乐

曲的意境的精彩描述
,

能为学生创造出巨大

的联想空间
,

从而丰富他们的情感
。

只有具

备了内心丰富的情感
,

学生的演奏才能感人
。

古筝艺术历史悠久
,

那些感人至深的古

筝乐曲
,

本身就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

教师可以充分挖掘乐曲

的思想内涵
,

把这些内涵贯穿在乐曲的讲解

中
。

如乐曲《苏武牧羊 》
、

《苏武思乡 》中所

体现的苏武矢志不渝的爱国之情 乐曲《出

水莲 》中所表达的如莲花般
“

出淤泥而不染
”

的古代文人的高尚情操 乐曲《孟姜女 《长

城调 》中展现的孟姜女忠贞不屈
、

不畏艰难

的品格 乐曲《台湾儿女的心愿 中体现的

台湾人民盼望祖国统一
、

渴望回归祖国怀抱

的迫切心情
,

等等
。

对乐曲思想内涵的深入

讲解
,

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
,

启发他们的思

维
,

让他们在精神层面更贴近乐曲的灵魂
,

从而加强演奏乐曲时的艺术感染力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古筝艺术

在各地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

形成了
“

茫

茫九派流 中国
”

的局面
。

著名的古筝流派
,

有河南筝派
、

陕西筝派
、

山东筝派
、

客家筝

派
、

浙江筝派
、

潮州筝派等等
。

因此
,

教师

要多分析各个流派的艺术特征
,

要将各流

派的音阶调式特征
、

右手的演奏特点
、

左手
“

以韵补声
”

的
“

揉
、

按
、

滑
、

颤
”

等特点
,

给学生进行详细介绍
,

这样有利于学生准

确把握各流派的演奏技巧
,

展现各流派的

艺术风格
。

同时
,

教师还可以引用历史故事
、

地理知

识 介绍各地不同的方言
、

风土人情
,

让学生

多听地方戏曲
、

曲艺等
,

帮助学生了解各地的

人文知识和文化特点
。

例如
,

在古筝各流派中
,

河南筝曲以其独特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
,

深

受人们的喜爱
。

而在教学中
,

笔者发现
,

自己

所在湖南地区的孩子
,

由于方言
、

文化等各种

差异
,

使得他们学习河南筝曲时
,

在风格的把

握方面遇到很多困难
。

于是
,

我就利用自己会

说河南话
,

会唱几段河南豫剧的优势
,

在课

堂上表演给孩子们听
,

他们很感兴趣
,

有的

还学唱了几句
。

我发现
,

通过这些直观的体

验
,

学生们在学习河南筝曲时
,

就顺利多

了
。

丰富的内心情感
,

是艺术表现力的源泉
。

教师要鼓励学生在课后多阅读古典诗词
,

欣赏

古典名画
,

使学生受到多种艺术形式的熏陶
,

用

艺术的营养丰富他们的心灵
。

总之
,

教师要利

用一切手段
,

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
,

提高他们

的艺术修养
,

只有这样
,

学生的古筝演奏才能
“

以情动人飞

纵上所述
,

在古筝演奏中
,

技术是艺

术的基础
,

艺术是技术的目的
。

要让古筝的

演奏
“

声情并茂
” ,

一定要在教学和训练中

注意
“

技艺并举
” 。

正如著名的古筝演奏家

王 中山先生所说
, “

我们要学会用手指弹

奏
、

用耳朵倾听
、

用心倾诉
,

使古筝真正与

你同呼吸共命运
。

这样才能演奏好古筝
,

才

能体验到学习古筝的真正乐趣
。 ”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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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声随风荡漾
”

中

句
,

例一

,

这两个单独 的乐 郁中
, ”

例一

块 如闪
电 变成了

可尾佑 要 小心别葱我
西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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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阿 , 气 邢 卫 , 肠弓 , 尸功功功

尸尸艺 , 一甲 神丁二竺丁月‘工 二 〔工工卫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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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口。 、 尸口一 、 口一 于 一 月月 了 , , 」」
‘ 盯 臼月 犷 口 一一 儿儿 曰 闭闭

叱叱 毖阳 县‘ 又 翎 , 目一 护护
, , 一

展示了花腔技术中长
、

短连音的歌唱

技巧
,

表现了罗西娜的机智
、

俏皮的喜剧性

格
。

当女中音在与女高音以同样音域 调

演唱这首高难度的咏叹调时
,

体现了女中

音宽广音域的本色
,

打破以前只表现戏剧

性的妇女和老妇
、

年轻男孩角色的常规 在

表现天真活泼少女的形象时
,

热情稳重的

声音加深了罗西娜性格中沉着
、

机智的一

面
,

从而使女中音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达到

了歌唱艺术全能性
、

全面性的演唱风格
,

这

充分证实了女中音歌唱艺术进入了高层次

的完美境地
。

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 》
“

我生长在忧

这里主要采用花腔技术快速连句中响

亮而急速 的乐句演唱风格
,

女中音

在演唱这种快速下行乐句时
,

把音域从 匕

到 “ 中的低音优势充分表现出来
,

使带有

戏剧色彩的花腔乐句华丽动人
。

下文例二

中这句展现出的抒情精美 的快

速乐句
,

女中音演唱它
,

使它在保持原有轻

巧精美的基础上
,

又不失女声抒情性的感

染力量
。

例二

由此可见
,

随着时代的进化
、

发展
、

变

迁
,

美声歌唱艺术向纵
、

深的方向发展到近

乎于完美的程度
,

花腔演唱风格已被普遍

认为是作为一种技巧而存在
,

因此任何一

个声部的优秀歌唱家
,

都有掌握花腔演唱

风格的技术能力
。

现代的歌唱艺术
,

是要求

把每个声部的每个人自身的潜质挖掘出来
,

是追求歌唱的全能
、

全面性的技术
,

展示了

最佳
、

最强的表现力这个艺术宗旨
。

因此对

于功能良好
、

技巧全面的女中音声部来说
,

女中音是能够从容胜任此项技术的
,

它的

声部诞生的时候
,

面对的正是花腔技术风

靡一时
,

以演唱花腔和唱高音作为衡量技

术高低的挑战的时代
。

因此
,

作为女中音的

声部
,

必须迎接和面对这个现实
,

打破保守

的声音和声部的局限
,

创造出演唱花腔技

巧的辉煌乐章
。

女中音的演唱风格就在于

技巧和表现的全能性和全面性特点
。

但是

仅仅具有纯熟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
,

还需

要具有高度的艺术
、

文化修养
,

以及对艺术

率直虔诚追求的心境与非凡的毅力
。

我国

著名的翻译家傅雷说
“

艺术不能只限于感

性认识
,

也不能只限于理性认识
,

必须要进

行第三步的深入
。 ”

所以
,

艺术修养也是个

道德问题
,

有真诚的
、

热烈的
、

对艺术追求

的高尚心灵 正确领会
、

途释作品的创作精

神情感
,

才能真实表达人世间的真善美
,

达

到美好的
、

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

继而丰富完

善女中音的歌唱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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