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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叙述 古 筝
的 艺术特征开始

,

就 筝乐推俗
共 赏的艺术特征谈 了古 筝的技
艺 与演秦者个人操德 的 关 系

,

并从介绍 筝的社会属性入手分
析 了各个历 史 阶段筝乐的发展
状 况

,

对 筝乐 艺术的发展提 出
了积极的展望

。

【关键词 】古 筝 艺术特征
推俗共 赏 个人操德 社会属
性 展望

筝是一种古老而又全新的拨弦乐

器
。

它富有中华民族特色
,

在中华土

地上诞生和发展
,

是中华民族音乐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它延续数

千年而不被淘汰
,

至今仍活跃在中国

乐坛
,

说 明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审
美价值 也说 明它的艺术魅力无可替

代
。

筝的历史源远流长
,

它不但有自
身独立悠久的发展历史

,

也形成了 自
己的美学特性

。

本文拟从筝艺
、

筝德
和筝的社会属性功能三方面

,

谈谈自
己对筝的认识

。

一
、

筝艺
、

特殊的音质和音色
首先

,

筝具有特殊的音质和音色
。

较好的琴
,

琴体多采用桐
木制成

,

且共鸣箱较大
,

弦线较长
。

弦线过去一般采用丝制
,

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

,

现在改用尼龙钢丝
。

桐木
材料使其音质纯净

,

钢弦使其音质厚

实
、

优美动听
。

音柱较高
,

排列错落有致
,

行同雁阵
。

而且设置灵活
,

可以自如调

节音的高低
,

不仅使发音响亮
,

也为

许多特殊指法及其变化例如 按
、

滑
、

揉提供了条件
。

弦线数量多
,

使其音域宽广
,

音色富于变化
。

低音雄浑
,

中音圆润
,

高音清脆
,

表现力极强
。

、

特别的技法和技巧

筝有 自己独特的演奏技巧
。

左

手的按
、

颤
、

滑
、

吟等技巧能按出风

格
,

颤出情感
,

吟出神韵
,

滑出韵味
。

一首乐曲
,

自始至终四种技巧配合使
用

,

淡雅中求委婉
,

激荡处听毫爽
,

含蓄 中出凄凉
,

融风格与情感为一

体
,

形成了独具魄力的艺术形式
。

右

手指法就更丰富了
,

琶音
、

历音
、

托

劈
,

特别是摇指
,

把一个个单音变成
一片音

,

密集且均匀
,

加上力度的作
用

,

能很好的表现粗犷
、

高昂
、

细腻
的情感氛围

。

筝的一些演奏技巧是为

它种乐器所没有或做不到的
,

从而形

成了 自己的独特性
。

但筝又能够吸取
其他一些弹弦乐器如古琴

、

琵琶等的
许多技法技巧来丰富自己

,

使自己不

断趋于完美和完善
。

、

以五声音阶为主要旋法

最能显 示 一种音 乐的民族特性
莫过于调式调性

。

筝采用五声音阶定

弦
,

这就使得其音乐旋法必然带有浓

厚的五声色彩
。

在这样的音阶基础上

演奏的各种曲调
,

自然富有中华民族
特色

。

也可 以说
,

中华民族音乐的某
些突出特色

,

在筝乐上面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

特别是一些技法如历音 —在一系列五弦上刮奏出来
、

既优美又

动听的效果所引起的审美感觉
,

绝对

是中华民族的
,

也是别的民族乐器所
无法比拟的

。

而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

按出来的
、

等偏音
,

更是韵味无穷
,

魄力四射
,

给筝乐带来了无限迷人的
色彩

。

、

以演奏
“

旋律
”

为主要特点
“

中国音乐是旋律的音乐
” 。

比

起重视和声的西欧音乐来说
,

中国民

族音乐的确是特别重视旋律的
。

无论
是歌曲还是乐曲

,

旋律的婉转多变
、

色彩的丰富美丽
,

均形成了鲜明的民

族特点
。

歌唱性旋律和单个音连续为

主体的线状音乐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
音 乐的典型 的形态特征

。

而 在筝 乐

中
,

这一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

筝虽然
用左右手同时演奏

,

但更多的是右手

的旋律弹奏
,

并就触弦的角度
、

力度
、

密度
、

深度
、

速度等多方面都尽量发
展变化 以丰富旋律

。

左于运用各种加

花手法给旋律以润饰
,

使旋律更加富
于变化和视听

。

而且在现代作品中
,

左手也时常担任旋律演奏任务
。

、

以表达
“

意韵
”

为其生命
明末琴 家徐上赢 曾在《溪 山琴

况 》中提出了著名的
“

弦与指合
,

指

与音合
,

音与意和
,

而和至矣
”

的琴

乐演奏美学理论
。

弦
、

指
、

音
、

意四

者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审美
趣味与西方的不同

。

它
“

重含蓄而不

重直露
,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

重情蕴

而不重理性
。 ”

弦和指的关系
, “

调弦

求和
” 、 “

发音奏乐
”

皆
“

赖于手指
” ,

就此而言
, “

指是弦的主宰
” 。

指与音
的关系

, “

手指是发妙音的根本
” ,

指
熟

、

善于处理
、

以指会心
、

, 合运指
,

美音就会自然流露
,

就会克服艰涩
、

枯燥
、

滞碍等毛 病
,

就能 表达音 的
“

静
、

远
、

淡
、

逸
” ,

达到
“

和
、

雅
、

清
、

淡
”

的审美标准
。

如果听任指的浮躁
,

杂音一定很多
,

上下传来的音韵节奏

就不成其为美音了
。

至于音与意
,

众

所周知
,

筝的表现于法非常丰富
。

表
演必竟不是炫耀技术

,

而是要用情韵
来表现音乐内涵

。

表达宏大
、

渊博和

深邃的哲理思考并不是筝乐所能
,

表

现情感的丰富和韵味的含蓄绵长
, “

籍

情以明心见性
”

方是筝乐和其它器乐

所长
。 “

音从意转
,

意先乎音
,

音随乎
意

,

将众妙归焉
。 ”

以音表意
,

意在音
前

,

音随其后
,

练音是表意的基础
,

妙音的根本在于言之有意
,

准确
、

巧

妙地处理音意之间的关系
,

对筝乐而

言
,

无异于是生命线
。

而
“

以韵补声
” ,

即用左于手法颤
、

揉
、

滑
、

按等增加

旋律的韵味
,

更是筝乐的灵魂
。

现在
一些作曲者和演奏者受西方音乐的影
响

,

多在技艺的繁难上下工夫
,

并且

使筝显示 出其他乐器的和声
、

对位等
效果

,

这虽是有益的探索
,

但如果过

了头
,

就会使筝的审美特色被湮没
,

从而消失其鲜明的民族风格特性
。

、

具有开放兼容的品性
筝非常善于吸收其他器乐艺术来

丰富自己
。

筝的曲目中
,

就广收了河

南的大调曲
、

山东的板头曲
,

如琵琶

曲《将军令 》城春江花月夜 》
,

琴曲《梅
花三弄 东 广陵散东 关山月 》等

。

同时
,

也能吸收少数民族音乐
,

如 《雪

山春晓 》中藏族的音乐素材
,

《瑶族
舞曲 》中的瑶族音乐素材

,

都较好地

与筝的风格融为了一体
。

筝的历史悠

久
,

有古雅的秉性
,

自然能够很好地
传达出中国古代人的思想感情

,

可是

它也非常善长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思

想感情
。

在一些现代题材的名曲中
,

如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东《草原英雄
小姐妹东《打虎上山 》

、

《幻想曲 》等
,

既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
,

又充满了

时代精神
。

对传统有继承
,

又有超越
,

正是这种开放性使筝这件古老的民族



乐器能放射异彩
,

使人震撼
,

令人向

往 ⋯ ⋯

二
、

筝德
艺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

音乐的
发展也足以证明任何艺术中的技术都
只是手段

,

真正的目的是展示人的灵

魂
,

古筝艺术和所有艺术一样
,

关键
在人

,

尤其是演奏者
。

一个有志于艺

术创造的人
,

必须首先塑造 自己的灵

魂
,

就是个人的自我修养
。

所 以
,

演

奏者的
“

德
”

就显得极为重要
。

徐上赢《溪山琴况 》开篇便说
“

稽

古至圣心通造化
,

德协神人
,

理一身

性情
,

以理天下人之性情
,

于是制之

为琴
。 ”

徐上赢认为乐器并不只有娱人

的功能
,

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
,

陶冶
天下人之性情

。

因此技艺是和演奏者

的人格修养
、

性情修养息息相关的
,

有什么样的人品
、

操德
,

弹奏乐器就

会有什么样的琴音
。

、

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
古筝音乐是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

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

是我们民族音乐

的一部分
。

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
的儒学文化思想崇尚

“

礼乐
” 、 “

仁义
” ,

提倡
“

中庸
” ,

主张
“

德信
” 、 “

仁义
” ,

讲究以礼为规范
,

以中席为准则
,

使
礼重于情

,

善重于美
,

道重于欲
,

古
重于今

,

也就必然要求乐而不淫
、

哀
而不伤

,

怨而不怒
,

中正平和
,

以和

雅为美
。

造就了中国民族音乐注重情
操

、

道德教化作用
,

追求典雅
、

庄重
、

和谐
,

讲究气韵
、

风骨
、

意境等美学

特征
。

古筝的五声音阶的调性和调式

最能显示出这一音乐的民族特性
。

、

完善人格
,

追求真
、

善
、

美
的统一

音乐是审美对象
,

演奏者首先要

懂得美
,

而美总是与真与善一体共生

的
。

古人把筝称为
“

仁智机器
” ,

所
谓

“

仁
”

就是要有爱心
,

就是要
“

善
” ,

“

智
”

就是智慧
,

就是求真
、

求知
、

永不 自满
,

这是
“

真
”

的方面
。

筝乐的艺术之美的实现是 以生活

真实为出发点
, “

以美写真
” ,

这也是

筝乐审美本质的具体体现 以生活真
实升华为艺术真实

,

即个性化与概括

化相统
。

一的典型塑造
,

即追求筝乐

艺术的内容美
、

形式美
,

使之凝聚成
“

言有尽而意无穷
”

的意蕴
,

才能产
生震撼人心的审美魅力

。

筝 乐艺术之 美也是 以善为前提
的

,

同时又是对实践的 目的性 善
的肯定

,

它可 以提高人们对生活真理
的认识

,

振奋精神和陶冶情操
。

对艺术真
,

善
,

美的追求是每一

个艺人毕生的目标
。

真
,

善是对艺术
美的深层的客观体现

,

在艺术实现的

本质上真
,

善
,

美是具有一致性的
。

我国古典美学就很注重真
,

善
、

美本
质的一致性

,

并力求实现这种统一
,

所以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同人的高尚

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
。

对

真
,

善
,

美本质一致性的把握理应是

弹筝人所具备的素质
。

、

心性修养和文化修养
演奏者的心性修养是求得筝乐真

髓的必要条件
,

其人格和审美观也应

该是统一的
。

筝乐可 以表现出演奏者
的心性品格

,

所谓
“

听其音而得其人

也
” 。

之所以品
、

性
、

修养之于琴艺极
其重要

,

是因为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体现
,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

音乐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

筝艺术和中华民族的其他文化也是相

通的
,

不能给乐曲注入文化内涵的演
奏其熟练的技巧不过是匠气的表现

,

就象没有灵魂的躯壳
,

是不能感人

的
。

而这些文化元素与中国历史文化
知识

、

文学
、

绘画
、

书法
、

建筑等多
方面的艺术修养都是息息相关的

。

现
代音乐理论和美学知识等都是古筝演
奏者应该具有的文化修养

,

因为古筝

音乐中凝聚着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
,

比如 《广陵散 》
、

《汉宫秋乐 》等历史

题材的曲目
,

没有历史知识是很难理
解利领会的

,

所以说想要做一个出色

的古筝演奏家
,

只靠娴熟的技艺是远

远不够的
,

注重 自己各方面的修养才
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奏家

,

这正是我

们以后重视和学习的方向
。

、

对民族和祖国的爱

筝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

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

我们对中
国民乐的喜爱

,

其实就是爱国精神的
一种体现

。

作为一个弹筝者
,

只有胸

中深含着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感情
,

才能真正理解和热爱筝乐艺术
。

、

时代精神

筝虽然 历 史悠 久
,

但 它完全可

以用来表现现代人 的生活的思想感
情

,

这种思想感情应 当是属于时代前
沿的

。

一个古筝演奏员
、

演奏家必须

时时跟上时代的脚步
,

与时俱进
,

才
能理解和演奏好那些时代感强烈的作
品

,

也才能与当代听众息息相通
,

也

才能创作一个个紧随时代的好作品
。

但是时代精神不是媚俗
,

盲 目地追随
时尚会使古筝音乐失去自己的品位

。

深刻是筝乐高品位的表现
,

所 以
,

筝
乐的时代精神是抽象在深刻的基础上

的
。

在最深刻的文化底蕴上表达出最

富于时代感的筝乐
,

才是我们每一个

弹筝者最愿意看到的
。

三
、

筝的社会属性
音乐和音乐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个国家
、

一个民

族的音乐传统与形式
,

总是和这个民

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

的
。

古筝音乐也有它 自身的艺术功能

和社会功能
。

、

雅俗共赏的音乐性质
筝不同与古琴

。

筝乐在古代受到
各个阶层人士广泛的欢迎

,

是一种雅
俗共赏的音乐艺术

,

大众性是它的基
本属性

。

人们大都认为古琴代表着中
国古代民族音乐的主流

,

但我认为筝
不仅也是主流

,

而且从古到今一直都
是广大群众所喜问乐好的乐器

。

这里
用古琴和古筝作比较

,

可能会对筝乐

的社会属性有更确切的认识
。

琴的文化内涵之丰富无与伦比
,

但它长于表达的是文人的内心世界
,

大都是深邃而富于哲理性
,

在美学上

追求清微淡远
,

这些都与普通群众有
一定的距 离

。

和追 求高雅的琴 乐不
同

,

筝适应大众的趣味
,

不 自矜高雅
,

不排斥娱乐性
。

古琴在社会属性和审美属性上
,

它应该主要是属于文人的
,

属于士大

夫音乐
,

是雅文化
。

对广大群众来说
,

琴曲显得曲高和寡
,

过于深奥
,

甚至

是高不可攀
,

这是它到今天也难于普
及的原因

。

筝乐则不然
,

产生于最广
大的群众 日常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内

容
,

植根于民问
,

流传于民间
,

属于

大众音乐
,

因此生命力极强
。

、

筝的社会功能
用于民间娱乐

。

筝本来产生

与民间
,

丰要在农村
。

到汉代仍然如此
。

用于雅乐
。

即在朝廷里郭

庙祭祀典礼中使用
,

并且它的这种功
能曾被称作

“

颂琴
” 。

唐代使用的琴为

十二弦
,

自唐代至清前朝
。

朝廷设置

了官方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教坊
。

用于大型乐舞演奏
。

用于宫廷及贵族宴意娱乐
。

白唐至清前期
,

朝廷设立乐官方专门

管理音乐 雅乐除外 的机构教坊
。

其
中许多技艺高超的其人都出自这里

。

文人 的自娱 自乐
。

除宫廷

乐师 以外
,

许 多古代文人追 求
“

风

雅
” ,

很注重文化素质的全面修养
,

筝
自然也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之一

。

、

近现代筝乐的衰态
到 了近代筝乐的发展是很缓慢

的
。

清代高层文化人中演奏古筝的人
已经很少了

,

只有一些民间曲艺班社
还有用筝做伴奏乐器的

。

到解放前
,

仅剩下屈指可数的一些国乐演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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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大多是业余爱好者

,

弹筝也

是 自娱 自乐
。

在技艺的传授方式上大

多也是师徒问口传心授
,

或 以业余爱

好者的身份寻师访友进行技艺交流
,

所以技术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很慢
,

西

洋音 乐的进入
,

对 民间器乐形成冲
击

,

这些都限制了筝乐艺术的发展
。

但就是这样的正在衰落的筝乐是现当

代筝乐发展的基础
。

一些民间艺术家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

为我们保存了

极其珍贵的筝曲利技艺留下一些宝贵

的民间筝谱
,

为现代筝乐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

新中国筝乐艺术的发展

建国后
,

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振兴的同时
,

也努力发展文化事业
,

使解放前奄奄一息的民乐焕发了青春
的活力

。

筝乐在这一大好形式下
,

也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到了改革开放时

期
,

筝乐艺术则突飞猛进
,

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的跃进

。

不仅在乐器改
革

,

人 才培养方面产生 了 巨 大 的成
就

,

而且随着国家的重视
,

筝乐的爱

好者不断增加
,

造就了大批人才
。

在
曲目创作和演奏技巧方面也不断注入
了新鲜血液

。

古筝在 中国发展 起来 以后
,

在
世界上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

据有关人

士统计
,

全世界古筝演奏者达到了两

百万人
。

这一成就固然源于古筝艺术

自身具有的魅力
,

也与国家的重视和
国内外热爱古筝艺术的中国人的努力

分不开
。

现今
,

古筝艺术在中国民族音乐

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

古筝曲目丰富

的文化含量
,

乐曲的优美悦耳
,

演奏技
巧的独特新颖

,

带给今天的听众极大的

审美渝脱
,

已经成为民乐演奏会上不可

缺少的节 目
。

不仅国内
,

在国外舞台
上

,

古筝也博得了很高的声誉
,

几次维
也纳金色大厅的中国民乐演奏会上古
筝的演奏都非常成功

,

成为外国人了解
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道艺术桥梁

,

他们
称古筝是

“

神秘的乐器
” 。

我国深化改革和建设要培养适应
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新人

,

其中
的一条措施就是加强美育

。

美育的途

径当然是多方面的
,

音乐是重要的一

条
,

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
文化建设都不能没有音乐

。

在当代中
国

,

筝乐艺术可 以成为其中的一种力
量

。

筝的文化含量非常高
,

很多曲目

包含很多历史的
、

文学的
、

艺术的
、

美学的甚至哲学的内涵
,

具有无穷之

魅力
,

但又可深可浅
,

浅者可 以给人

带来一般的情绪愉悦
,

有意深入体会

者理解的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美的

享受和理性的感悟
。

筝乐的普及在某
种意义上就是音乐的普及

,

就是文化
的普及

。

艺术的发展是无穷尽的
,

筝的独

特意境是令人神往的
,

它是中国音乐

家进行创作活动的根基
,

同时
,

西方

音乐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

需要很多筝
乐爱好者和专家的共同努力

,

使筝乐

更进一步的发展
。

筝是民族特色浓郁
的中国乐器

,

应该重视和继承它固有

的音韵风格和特色
。

筝乐艺术源远流
长

,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

筝是既古老

又年轻的一 门艺术
,

希望所有热爱筝
艺术的有志者共同努力

,

使这枝中华

艺苑的奇葩
,

开地更加鲜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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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练习方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力顾毅白

【摘要 】在琵 琶演奏中
,

各种 艺术表现手法

变化 多端
,

但 总是按照 一 定 的客观规律进行
。

对 琵 琶练 习方 法 的研 究
,

目的是使我们 能遵循

正确 的认识规律进行练 习 实践
,

以使尽快地掌

握艺术表现所必需的各种技术技巧
。

【关键词 】练 习方法 音 乐艺术 艺术手法

技术技巧 表现力

琵琶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主要独奏乐器
,

是我国具

有代表性的弹拨乐器
,

无论是在民间
,

还是在专业的音

乐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宏扬民族文化
,

提高自

身音乐素养已经成为全民族的理想和共识
。

近几年来
,

琵琶的爱好者越来越多
,

对琵琶学习 的热情也 日趋高

涨
。

在琵琶演奏中
,

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端
,

但总

是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进行
。

掌握了这些规律
,

就能自

觉地
、 ’

合当地运用各种技术技巧
,

完美地揭示音乐的思

想内容
,

从而在技术熟练的基础上达到艺术上的自由
。

对琵琶练习方法的研究
,

目的则是使我们能遵循正确的

认识规律进行练习实践
,

以使尽快地掌握艺术表现所必

需的各种技术技巧
。

一
、

坚持勤听
、

勤看
、

勤想
、

勤练
学习弹奏琵琶和学习其他任何音乐技能一样

,

也是

一个从感性到理性
、

从理论到实践循环往复不断提高的

过程
。

我们把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事物掌握真理的普

遍规律加以具体化
,

就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坚持勤听
、

勤看
、

勤想
、

勤练
。

、

勤听 勤听是学习音乐艺术主要的感性认识过

程
。

学习琵琶除了勤听一些优秀的琵琶作品的演奏外
,

还要勤听一些其它音乐作品及姐妹艺术作品
。

通过勤

听
,

一是可以提高对音乐的分析能力与鉴赏能力
,

了解

各种不同的音高
、

节奏
、

速度
、

力度
、

音色的变化和各

种不同技法会产生哪些不同的音响效果
,

它们都适宜于

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内容 二是可以加强对音乐作品的理

解
,

提高艺术的表现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