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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的“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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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筝左手“颤音”技法是古筝艺术“以韵补声”一个最具特色的重要技法。近些年来，随 

着新作品的出现，在左手技法迅速增多的情况下，这一技法的使用逐渐减少而被忽 

视。尤其青年学生不善运用。作为古筝专业教师如若不加以重视，这一技法很难传承 

下去。为此，本文对颤音、颤音的功能、颤音的种类、颤音使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最后指出颤音的使用是由演奏者的修养来决定的，它可以是演奏者慎重采用 

的表情手法，也可以是演奏者技巧欠缺的标志。因此，教师如何去指导和训练学生掌 

握好颤音技法，又如何去运用，如何去发展，是每个筝人都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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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前进，古筝艺术在发展，古筝的演奏技法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扩充。近些年来，古筝左手的技法随 

着新作品的出现迅速增多，主要集中表现在右手弹弦的技法，左手基本都在使用。这改变了演奏传统筝曲单 

一 的右手职弹、左手职按的演奏方法。这一改变，无疑大大增强和丰富了古筝的演奏和表现力。 

但是，左手技法不断向右手技法看齐的情况下，左手独有的技法，在演奏中的使用逐渐减少而被忽视。 

教学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学生们对两手都弹弦的乐曲或乐段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而一遇到右手弹，左 

手作韵的乐曲或乐段，往往就会出现两手配合不准确、音准控制不好，或者除了谱面标明的“滑”、“按”音外， 

便无其它动作，音乐听起来“干巴巴”的；就是使用了“颤音”，颤弦的方法也是千篇一律，只有一种，不善于或 

不会根据不同的音乐作品的风格、内容、情感变化的需要，在颤弦的速度、力度、幅度上随时加以调整，学生们 

也普遍反映右手“弹”、左手“按”的乐曲难于掌握。 

古筝这个乐器之所以能流传两千多年而不被淘汰，主要是因为古筝在演奏中，依重于左手在筝码左边 

“按”的各种技巧的运用及由此产生的特有韵味。由于筝乐风韵的独特，个性鲜明，奠定了它在民族音乐中的 

地位。因此，它不仅未被淘汰，至今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可是，这一特点在被冷漠、被忽视，如若我们 

对此熟视无睹，这一特点就很难传承下去。须知，失去了特点的乐器，必将被其它乐器所替代。因此，这不能 

不引起筝人的注意，尤其是从事古筝专业教学的教师们的注意。 

古筝左手的技法，除了与右手相同的技法外，独有的主要为：“揉、吟、滑、按”(传统订法)。弹筝时，如不 

用“滑”、“按”技法作韵，就必须用“颤音”(揉、吟)发挥其“以韵补声”的效用。可是，一般在谱面上，只明确地 

标记“滑、按”符号而“颤音”通常都无明显的标记。“颤音”是由演奏者视乐曲的风格、内容、情绪表达，自行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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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处理，只有在特殊和必须强调的地方才有符号标记。这给演奏者提供了二度创作的很大空间，演奏者可以 

根据自己对乐曲音乐风格的掌握，音乐内容的理解，审美趣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但也同时给学习者 

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也因此，同一首乐曲，不同的人在“颤音”的使用上，会有很大的差异。为此，本文欲就古 

筝的“颤音”技法进行探讨。 
一

、颤音 

颤音是左手作韵众多技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法。它通过快速而细致的音高波动，赋予音乐以表情色 

彩。“颤音”是对传统“揉、吟”技法的总称，这一称呼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 

传统的“揉、吟”都是左手在筝码左边15厘米左右的弦段上，用食、中、无名三个手指(或中、无名两指)并 

齐，稍弯曲成弧形，轻轻粘在右手所弹弦上，当右手弹弦后，左手在弦上作垂直的起伏按动，使右手弹奏出来 

的音产生有规律的波动效果。波动始终按“准”(弦本身的音准)、“高”(左手向下按动，弦的张力改变，弦音升 

高了的音高)不断反复有规律地进行。传统的“揉、吟”仅以弦音的波动幅度大小作区别，大者为“揉”，小者为 

“吟”。 

“揉”和“吟”总的作用都是润饰右手所弹的音和延长音波，以达到音乐风格的体现和音乐内容的表达。 

从其性质和方法来看，都属同一类，没必要因按动的波动幅度大小分成两类技法。 

“揉”和“吟”技法名称来源于古琴，古筝借用已有相当一段历史。但古筝左手作韵与古琴作韵相差甚远， 

古琴是左手以徽为中心，用左、右分向为运动的目标；而古筝的左手只能上、下起伏按动。古琴是以琴弦的长 

度分成若干个等份来取音；而古筝只能靠移码或上下按动用力大小来取音。因此，古筝用“颤音”来代替“揉” 

“吟”要准确一些。 

在对传统“揉、吟”的分类上，筝界内有的分为“颤、揉、吟”三种，也有的分为“揉、吟”或“颤、揉”或“颤、 

吟”，也还有的统称为“揉弦”、“吟音”或“颤音”等等。对于分类，出版的各种古筝教程和乐谱，由于地区不同， 

个人习惯不同，对“颤音”的解释也不一致。在演奏中，左手的“揉、吟”常随乐曲情感的不同变化和演奏者的 

不同，千变万化，实难很准确地加以划分成两类技法。 

综上述所述，将“揉、吟”归于“颤音”类技法，笔者认为较为合理。 

“颤音”是左手简单而又复杂的技法，简单是因为它很少在乐谱上出现，甚至有的乐曲通篇找不到一个 

“颤音”符号，即使标了“颤音”，符号也多为一种(⋯． )。但是在乐曲中，除了两手都弹以外，自始至终断断 

续续或连续不断地贯穿着“颤音”的效果，并且这些“颤音”还在不停地变化着按动的速度、力度和幅度，比左 

手其它作韵的技法更具特色，用得最普遍，使用价值最高，但它的规定性又极差。因此，“颤音”又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技法。 

二、颤音的功能 

“敏 ”有美化音色、延长音波，对右手发出的音起润饰的功能。 

“颤音”有体现乐曲地方风格和演奏者个性的功能。 

“颤音”有赋予音乐表情色彩，起到古筝器乐声腔化的功能。 

“颤音”的音响效果丰富多彩，把不同的“颤音”奏法，恰当地运用在乐曲或不同的乐段中，将会大大增强 

音乐的表现力。 

例如在描写自然景色的乐段中，用了合适的“轻颤音”后，乐曲更加舒畅而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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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表现欢快的乐段中，用了合适的“持续颤音”后，乐曲更显兴奋、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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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表现悲愤情绪的乐段中，用了合适的“重颤音”后，既体现出乐曲的河南音乐风格，又使旋律更添 

凄惨和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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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乐句的结束音上，用了合适的颤音，会使乐句的结束更加稳定而完美。 

三、“颤音”的种类 

“颤音”的分类，就着弦力度而言，有轻、重之分，就时间和节奏而言有持续(连续)和节律之分，此外还有 

轻重结合、上下滑动组合的各种“颤音”。下面是几种常用的“颤音”： 

1．“轻颤音”(— — )(又称“平颤音”、“普通颤音”、“一般颤音”、“微颤音”)。 

“轻颤音”是右手弹弦后，左手在筝码左边15厘米左右的弦段上，用食、中、无名三指(或中、无名两指)作 

垂直的起伏快速按动。它无明显的音点，音程变化不超过小二度，有如同微波荡漾一般的装饰性。这种“颤 

音”常用于轻淡、高雅，速度较慢的旋律中。这种颤音使用最广。 

2．“小颤音”(符号同“轻颤音”，又称“密颤音”、“细颤音”、“碎颤音”)。 

“小颤音”左手按动方法同“轻颤音”，它不同于“轻颤音”的是颤弦幅度小、频率大，常用在按音上(Fa、Si 

或其它按音)。这种“颤音”常用于凄凉、悲怨的旋律中。 

3．“重颤音”(触贻触)(又称“大颤音”)。 

“重颤音”是右手弹弦后，左手在筝码左边15厘米左右的弦段上，用食、中、无名三指(或食、中两指)作垂 

直的慢而大的起伏按动。它有明显的音点，音程变化一般在大二度或小三度，它是在“小颤音”的基础上加大 

颤音的幅度，增加弦音的紧张感。这种“颤音”常用于激化或扩大特定的情绪、感情比较强烈的旋律中，“重颤 

音”随乐曲情感的变化，演奏者的不同经常会出现快而轻、慢而轻、快而重、慢而重的多种组合变化。 

4．“持续颤音”(符号同“轻颤音”) 

“持续颤音”左手的按动方法同前，不同的是左手一直在右手弹的主要弦音上，进行不间断的颤弦动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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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的骨干音不受其经过音的隔阂限制，将音波持续下去。这种颤音常用于兴奋、快乐或紧张、缠绵的旋律中。 

5．“节奏颤音”(符号同“轻颤音”，又称“节律颤音”)。 

“节奏颤音”左手的按动方法同前，不同的是左手的颤弦动作是有节奏的进行。这种颤音强调和延长弦 

音的节奏感，常用于含蓄、深沉的旋律中。 

6．“按颤”、“滑颤”( 、＼ 、／)(又称“抖颤”、“走颤”、“游颤”)。 

“按颤”是左手在做按音的同时加上颤弦动作。 

“滑颤”是左手在做上、下滑音的同时加上颤弦动作。 

以上两种“颤音”都与其它技法组合而成，这两种“颤音”都能把乐曲激烈的情绪、哀怨如诉的情感表达得 

淋漓尽致，将音乐推向高潮，这两种“颤音”还能将乐曲的地方风格充分体现出来。 

四、“颤音”使用的一般规律 

由于“颤音”的标记在乐谱上很难见到，就是有符号也比较单一，只有“轻颤音”和“重颤音”的符号普遍较 

为一致，其它“颤音”符号则很不统一，因此，符号不能很准确的表明“颤音”的类别。但“颤音”的使用还是有 

其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好了，也能运用自如。 

1．以下三种情况一般要加“颤音”。 

①时值(节拍)长的音加“颤音”； 

②重拍上的音加“颤音”； ． 

③右手大指弹的音加“颤音”。 

以上三种情况不要孤立呆板地去理解，运用时需根据乐句、情绪辩证地来处理三者的关系，方能籽“颤 

音”使用得合理、恰当。 

2．“颤音”是地方风格体现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在演奏地方风格乐曲时，要注意其“颤音”的使用规律。 

①北方筝曲风格较粗犷、泼辣、明畅，多用大幅度长时值的“重颤音”和“小颤音”； 

②南方筝曲风格较柔美婉转、淡雅，多用平稳徐缓的“轻颤音”。 ．． 

遵循以上的基本规律去弹奏，就是味不浓或不地道，也不会走味或完全张冠李戴。当然要掌握各流派的 

“颤音”，还需通过具体的学习各流派及各派名家的筝曲来逐渐掌握。 

结束语 

古筝是一种长于韵味的乐器。“颤音”能使古筝乐曲旋律更加优美、细腻，富于韵律。对于更深入地揭示 

音乐的内涵，更细微地抒发演奏者内心的情感，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有人说“颤音”是古筝音乐的灵魂。 

弹筝最难表现的莫过于韵味，肉眼看得见的东西易学，看不见的难学 左手“颤音”的深浅、快慢、按放的 

控制等等，是靠演奏者对乐曲的全面理解；是靠演奏者手指在筝弦上的指感和功夫；是靠演奏者敏锐的听觉 

判断，三者缺一不可，有机而密切的配合下做出的。因此，“颤音”的使用是来自演奏者内心的感受随情而发， 

是由演奏者的修养来决定的。“颤音”的使用，可以是演奏者慎重采用的表情手法，也可以是演奏者技巧欠缺 

的标志。因此，教师如何去指导训练学生掌握好“颤音”技法，又如何去运用，如何去发展，是每个筝人都值得 

研究的课题。 

古筝的演奏，左、右手各行其是，有时相互依托配合，有时又相互分离，不过于强调某一方，使筝艺能在保 

留固有技法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和发展。只有源于传统，高于传统，韵味依然，这才是古筝发展的大方向。也 

只有了乡土韵味更浓，风格更鲜明，艺术魅力更大的各种技法，古筝艺术才能大放异彩，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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