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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演奏技巧的运用与发展创新 
— — 帮助高职学生了解并认识古筝的演奏技巧与创新 

刘 妇F 
(沈 阳音乐学院职业艺术学院 ，辽 宁 沈 阳 110168) 

摘 要 ：如何帮助高职学生认识和掌握古筝的演奏技巧是教学实践 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丈中对这 
一 问题 进行 了必要 的思考和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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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的历史源远 流长，在漫长 的岁月 中兴盛于各个朝 

代 。筝足我国具有 民族特色 的繁弦设柱 的传统 乐器 。它 

独特奇妙的音色及庄重 、古朴 、典雅 、浑厚 而清 新的特 

点，足其它乐器所无法替代的 。 

近 几十年 中，由于弹筝 者 的不 断增 多 ，在演奏方法 

和技巧上 已有 了很 火的突破 ，特 别是新作品新技泫 的运 

用 ， 富 了古筝 的音乐技巧 ，古筝的艺术表现力得到 了 

提 高，力I1快 了新乐 曲、新技法 的传播 ，又有 力地支持和 

推动 了古筝 新 曲的创作和演奏 技法上 的创 新。这 些变化 

把古筝演奏艺术推 向一个 新的阶段 ，了解 这些变化对 于 

高职古筝学生米说有 一定的必要 ，并且对 展和繁荣民 

族音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演奏技巧的沿革 

(一 )传统奏法 

传统筝 曲，右手弹奏旋律 ，左手施以颤 、按、滑 、 

揉等技巧 ，这是从古流传至今的演奏方法 ，也叫传统奏 

法。颤音 ，作用于音 的时间最长，改变的特征也最大。 

按音，从技术特 点讲 ，其作用于音的时间相互短暂。滑 

青， _状得 了音高上可能 的变化 ，其程度比前两者有所 

提高 。揉 ，有充足的时间作用 于音 ，并可以有各种吟、 

揉类型的变化 。 

目前传统 乐fffI中，仍用右 手大、食 、中指弹奏 。左 

于 在筝码左侧 余弦上进行颤 、按、滑、揉米控制 乐曲的 

风格韵味 ，以及掌握音 的高低 变化 。由此可 见，从功能 

角度对技 法做 lH区分 ，不仅 可 以帮助我们认 识左 右手各 

自的技法系统 ，而且还 能帮助我们 了解 我国传 统古筝技 

法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 点。 

(二 )各流派特 征概述 

再流派的产生主要 足 由于 唰筝 家所处地域环境不 

， J 文化背景亦存 在差异 ，受 当地 民问义化 ，民问艺 

术 的影响 ，在 发腱 中逐渐形成地域性 风格特征 ，在各 白 

的传承发腱 中形成鲜 流派ElJ记 。 

由于流派间各 自音乐风格 上不同 ，音乐表达上有所 

差异 ，为适应 自己所 要表 达的音乐 ，不 流派 一些演 

奏的 节存 或多或少的不 之处。 

河南筝派 ：河 南筝 在演奏一h有一个很人 的特 点就是 

从右手靠近琴码的地方 开始，流动的弹奏到靠近 “岳山” 

地方，同时 ，左于作火幅度 的揉 颤，音乐表现很富有戏 

剧性，很有效果 ，在河南筝中，把此技巧称为 “游摇 ”。 

山东筝派：演奏 时人指 使用频繁 ，刚健有力，运用 

“花指 ”火指连 “托 ”较 多 ，而左于 的吟揉按滑则刚柔 

并蓄，铿锵深沉 。 

潮州筝派 ：最 为重要的就足左手按滑有 多变 ，力II 

按音频 密使用，形成潮筝流畅 华丽而迷 人的风韵 。在潮 

筝中，这一手法 的运用可以说足~iJ-[ 分绝妙 的地步。 

客家筝派：与前几种筝 派不同，客家筝派并不是客 

家的 “原产 ”，其源头是 中原地区的传统音乐 ，因而其保 

留了诸 多中原古 乐的特征 。学术界有认 为其既有古朴清 

雅 的汉乐遗韵 ，又有岭南音之淡雅清丽之说 。其独特演 

奏特点为一节而过的花指 ，程式化的变奏于法等。 

(三 )演奏技巧 的发展革新 

我 国古筝的演奏技法一直 在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 

与外米音乐交流的加深 ，我围古筝 音乐的发展出现了新 

的趋势 ，其 中最为 明显的是左手技术的发展：既在古筝 

演奏 中，左右手 同时进行 不 同声部的演奏 ，在传统音乐 

的基础上极人地 丰富 了音乐的织体 ，使左手 由单声转为 

多声。 

2O世纪 5O年代中期赵 斋的 《庆丰年》首开先河， 

试将钢琴 的一些演奏技泫运用在古筝演 奏上 ，采用 了双 

于交替和 多声部的演奏技巧 ，开辟 丁一个新的时代 ，赵 

玉斋教授为古筝双于演奏技巧作 出了卓越 的贡献。 

演奏 家们 不断地把传统技 术加以创 新、发腱。把传 

统右于食指弹奏技术 发展 为双下食指点奏指法 。 传统 

“ q点一 ”奏法基础 上发腱 为 “伙 四点”奏泫等等。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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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杭州研究社用铅 字印制 的合奏 曲 《将军令》 的古筝 

分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双手抓琴”的手法运用。1965 

年 ，王昌元 创作 的筝独奏 曲 《战台风》把古筝演奏技术 

推 向新 的阶 段，乐 曲中运用 了从筝 码右侧转移到左侧无 

调式 的刮奏手法 、右手的扫摇手法和 食指与拇指捻压弦 

的技法，使听众们倍感激情 。 

这些均开创 了突破 古筝技术表 现手段与艺术表现力 

“潜质 ”的先河 ，体现 为两方 面：一是在传统基本演奏 

技术基础 f"9f行 发展创新 ：二 足对 传统演奏技术 中左手 

町变 因素方 面展 开突破与创 新，从而发展和开创 了多种 

新的演奏技 术。以这些新技 术手段 的表现 日的 为依据 ， 

将 其归纳 为两类 ：一足 以提 高技 术表 现手段为主 的技术 

创 新与发展 运用 ；二是 以增加 色彩 层次为主 的技术创新 

与发展运用 。 

二、提高技术表现手段为主的技术创新与发 

展运用 

所 谓 “技 术 创 新 与 发 展 运 用 ”足 指 所 出 现 的 新 技术 

主要是加强演奏技术 的表现 能力这对高职学生来说足必 

须掌握的 ，这类新演奏技 术包 括 “快速指序技术”：“双 

手摇指技术 ”；“轮指技术 ”，三个方面 。 

(一)“快速指序技术 ”的发展运用 

最早是 由赵曼琴先 生所 创定的 ，其特 点是 ：强调运 

用符合运动规律 的手法进行 弹奏 ，同时发展左手弹按技 

术 ，便于半 音阶 的演奏 ，提高 了古筝 的演奏速度 。新技 

术 的生命力在 于其应用 性的可行程度和广泛性 ，在这一 

点上例如 ：徐小林创作 的 《黔中赋》 中左手 人段的 “伙 

速指序 ”用法具有很 强的艺术冲击力 。在发展运用 “伙 

速指序 ”的同时又将其运 用到 了左手上 ，使得左手的技 

术有了飞速的提 高。下面来看一下谱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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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乐曲可 以看到 ，左手采用 了 “快速指序 ”技法 ， 

提 高了左手指 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达 到 了同右手相 同的 

演奏效果 ，使左 手在具得传统演奏 技术的 同时 ，又增加 

了新 的技术表现手 段 ，为左手在弹奏 具有创新性 的乐 曲 

中起到了飞跃性的突破 。 

(二)“双手摇指技术 ”的创新运用 

在王 中山创作 的 《云岭音画 》中，运用 了 “双手摇 

指技 术”，使得乐曲更加流 畅 、旋律起伏松弛 。双手摇指 

技法中可采取不扎桩 的形式 ，这样可 以有 便于双手的灵 

活移动 ，而达到乐曲的连 贯性 。 

(三)“轮指” 

这 一技术源于琵琶及古典吉它 。在琵琶演奏 中，轮 

指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常见的技法 ，在练 习轮指过程 

当中要注意，四个手指弹奏 的平均性 ，音符均匀没有杂 

音，音符密集。它的艺术表现力类似古筝的摇指。轮指 

的运用对于古筝米 说有着更加鲜明创新性 ，所 以这一技 

术实际上足一个对 古筝 的全新演奏技术，它的引入为古 

筝带来 了崭新的表现力 。在王中山创作 的 《云岭 音画》 

中运用 了左右手相结合 的轮指弹奏技术，可以说是展现 

了双_下技术 的高超性创 新。请看谱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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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谱例 中可 以看到 ，左右于都采用 了轮指的技法， 

在左右手使用长篇轮指的 H时，左手也要完整 的加 以轮 

指弹奏 ，使双手配合默契 ，更加深丫音乐的旋律性、色 

彩性、多层次化的创新 。 

三、以增加色彩层次为主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运用 

(一 )“弹轮 ”技术 的运用 

弹轮就是指 “弹奏 ”剐 “轮奏” 一只手上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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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王中 山改编 的 《彝族舞 曲》中可以看到 由于左手 

要担负按弦等技法 ，这段音乐就需右手独立完成 。很显 

然，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运用 “弹轮技术”才 能完成。 

(二)“走位三指摇 ” 

这一技法是大指、食指和 中指分别在一个不 同的琴 

弦上刷时采用摇指奏 法。这一技法为古筝提供 了一个新 

的艺术表现方 式，更是可 以增强乐 曲的戏剧性与色彩性 。 

王中山古筝艺术特征与演奏技 巧体现 了他在艺术创作上 

的投入和执着，他 的作 品技术表现赋予无穷的艺术生命 。 

参考文献： 

【tl王中山．古筝曲集【M】．济南：山东丈化音像 出版社，1998 

古筝艺术家们经历 了数十年 ，几代人的创新发展 ， 

才使筝的弹奏技术发展到今天，可 以说是取得 了可喜的 

成绩 。无论弹奏方式及弹奏技巧的不断变化都提高了古 

筝的艺术表现 力，使高职学生更加深入 了解古筝的技巧 

发展与创新。筝是我 国古老而传统的乐器，经过历史不 

断改革与更新，才使得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民族乐器尚存 

至今 。我们要像 老一辈古筝艺术 家那样，树 立良好的敬 

业精神 ，不断创新发展古筝事业 ，使古筝这闪亮的艺术 

国宝，永远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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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必须要 “听”，要用耳朵去检验 。听声音是否均匀， 

速度 是否平均，从慢练 听起 ，听到较快 的速度 ，都要均 

匀，有毛病的地方要 反复练 ，反复 听，直到均匀为止。 

三是对弱指要加强训练 。一般来说 四指独 立性最差，五 

指最细弱，所 以要加 强四、五指 的训练 。同时围绕着 四 

指结合周围的手指做 一些单独 的练 习。利用哈农 、什密 

特中一些侧重于弱指的练 习，多花 点时间练 ，持之 以恒 ， 

手指的能力 肯定会均匀起来 的。 ． 

随着程 度的加深 、级别的提 高，对 弹奏中的流畅度 

要求也越来越 高。流 畅度是一个综 合了多方面要求的 问 

题 ，首先要求手指 的独立和灵活 ，同时也要结合臂腕的 

协调和重量 的调节 ，又牵涉到音 乐的表情和感觉 以及节 

奏 的分组和律动 。有 的学生弹 不快，拖 不动 ，这就可 能 

是因为手指不够主动灵 活，腕臂不会协调配合 。 

总之，手指 的能力和技术是钢 琴技术 中最根本和最 

基础的技术 ，也 是最 常用和多用 的技 术 。所 以，我们要 

加强和重视手指 能力训练 ，提 高学生的手指 能力 ，打好 

学生钢琴演奏 的基础 ，从而达到提 高学生钢琴演奏 的水 

平的 目的，使学生具有 一定 的专业实力 。 

三、钢琴演奏技巧的提高 
在手指能力 的基础 上进行演奏 技巧的训练 ，其 中包 

括演奏技巧机械性 与技巧性的练 习。从过去 到现在不仅 

是一样的重要，甚至在现在比过去更被重视。如果没有 

具备精练高超 的技 巧，则无法把音 乐中所需 的音色 、速 

度及力度变化表达得 淋漓尽致 。当然技巧并非钢琴演奏 

艺术的全部 ，在 艺术 中，技巧和 感情 是永远无法分开 、 

各 自单独 生存的。没有感情 的技 巧，不 具任何 意义 。所 

以在 从各种 纯粹机 械性练 习基础 上，利用各种钢 琴作 品 

中的乐段 ，以改善枯燥 、单调 的练 习方式 。在研 习各种 

钢 琴技巧中，直接利用各乐派 名家经 典作品中所含有的 

各种钢琴技巧，例如八度的齐奏、半音 、大 间隔的运指 、 

互连、交叉、震音、断奏 ，三度 及六度 的双音 、和弦 、 

分解和弦、琶音、连续音 、跳 跃音等，让学生直接利用 

古典乐派、浪漫乐派 、印象 乐派、以及现代 乐派等作 品 

为练 习素材 ，以克服各种演奏 技巧的难关 ，进而扩展琴 

艺：同时熟练名 曲、刺激其想 象力，以领会 作曲家的意 

向，发展音乐表现的 能力。这 样学生就不需再付出莫大 

的时间来做呆板 、无生命 、令人乏味的机械 了练习上。 

因此 笔者 尝试 利用 直 接摘 录 名 曲的片 段为练 习材 

料 ，以便改善枯燥单 调的机 械化的 “手指练 习”方式。 

通过这种方法不但扩展学 生的琴艺、熟悉这些名典，并 

且刺激其想象力 。我 学生选 择 曲例原则是 以个人的需要 

为依据，练 习的份量平 均分 配左 、右两手 。例如应该尽 

可能先练 习单音部分 ，也就是说高音部与低音部要分开 

练 习，直到能完全 圆滑演奏为止 。因为先要让单音部演 

奏完美，才能在双音演奏时获得满意。 

综上所述 ，要提 高高职 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就要在 

高职音乐教育钢琴专业 教学中 ，进行的三感的培养，注 

重手指能力 的训练 ，提 高钢 琴演奏技巧 。只有这样才 能 

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 能力乐演奏技能，从而使钢琴专 业 

的教学质量与结果达到预期的目标，使高职学生的综合 

素质与专业能力得 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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