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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河南曹派筝名家曹桂芬的演奏特色

包军清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民间音乐文化。近几十年来，河南古筝艺

术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古筝艺术家。这其中曹东扶

就是一位杰出代表，亦是古筝界公认的河南派古筝一代宗师。由其创立的“曹派”

古筝艺术，更以其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演奏技巧著称于世。在“曹派”古筝艺术

第二代传人中，曹东扶的次女曹桂芬一方面全面继承父亲的古筝艺术，另一方面

在音乐技巧和艺术表现方面又对“曹派”古筝艺术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使之薪火

相传，流动向前。她的演奏既有含蓄内在的一面，又具刚健质朴的气质，收放自

如，刚柔兼济，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她不愧为曹派”古筝

艺术第二代传人中的佼佼者之一。

笔者有幸曾跟随曹桂芬老师学筝三载有余，长期熏陶于“曹派”古筝艺术中，

通过多年不断的学习、观察、体悟，总结了曹老师的几点演奏特色，供广大筝友

学习交流、研讨提高时参考借鉴。

曹桂芬的演奏无论是右手和左手都有其鲜明的演奏特色，她的右手由于所戴

是外带式钢片指甲，因此发音坚实有力，音色圆润而又深厚，立体而又饱满，听

来确有“入弦三分”之感。尤其是长摇时，犹如珠落玉盘，清晰亮丽而又绵延不

绝，犹如快速拨动听者心弦，极具艺术感染力。她的左手揉颤滑按，自然捏来，

浑然天成，炉火纯青，看似随意而作，实则精心而为，变幻莫测，真正体现传统

乐曲大师演奏中左手的“活化”机制，你刚领悟到她的演奏方法和艺术效果时，

有时她再次演奏时又进行灵活蜕变，让人觉得变化迷离，高深莫测。

下面就曹桂芬老师的较为突出的几点演奏特色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一、右手扎桩手法

在中国古筝传统乐曲的老一辈演奏家中，扎桩是他们共用的手法之一。尤其

在北派筝曲（山东筝派、河南筝派）演奏中，更是广泛运用，俯拾皆是。从河南

当地流传的一首小诗的前两句“名指扎桩四指悬，勾摇剔套轻弄弦”中亦可看出

扎桩手法的运用是被河南筝家所广泛认可和实践中普遍运用的。而曹桂芬老师的

扎桩特色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那就是一般筝家运用扎桩时普遍就像小诗

中提到的那样，只用无名指单指扎桩，而曹老师用的是“名小扎桩”，也就是无

名指和小指同时扎桩，两指扎桩的位置为前后相邻的靠岳山处的两弦上，无名指

扎在小指扎的琴弦下方的琴弦上，两指间隔很小，微微靠拢，这种扎桩法跟曹老

师的大指单弹、连托、托劈、密摇等特色演奏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用“名

小扎桩”，使我们手臂的自然重量得以更稳定的落在两个扎桩手指上，从而在某

种程度上解放了手腕，让手腕更多地参与到演奏中来，而手腕的引入无疑增大了

对琴弦拨动的作用力，使之发音坚实清晰，演奏起来更为轻松自在。另外借助手

臂重力下落，长时间的密摇就有了稳定的依托，加之放松手腕，沉肩坠肘，摇指

就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有效解决了河南筝曲中的抒情性和歌唱性的艺术表现缺

陷。另外曹老师的扎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规范严谨、合理科学。她非常讲究

扎桩的弦位选择和扎桩跑把的时间控制，这使她的扎桩手法毫不影响右手大、食、

中指的演奏技巧的充分发挥。看她的演奏动作简洁大方，绝没有多余动作，所以

说她的演奏有质朴自然的特点，这一点也跟她的为人修养是相统一的。

二、右手腕动密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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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桂芬老师的演奏中，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她的腕动密摇了。

她的腕动密摇长串用的最富特色。在《落院》这首乐曲中表现的最为突出。

大家可以试着听不同的版本再作比较就会深刻地感受到，曹老师在《落院》中多

处使用长时值密摇手法，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她的密摇，使悲痛凄凉的情绪

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出来，乐曲悲情一泻无余。究其原因，我个人觉得长摇的长

时值摇动，使得这种悲情连绵不绝，犹如加密的鼓点直接叩击人的心扉，直接长

时间冲击人的听觉感受，不可阻挡，奔流而下，加之在密摇中左手又加入大、小

颤音模拟人的吟泣之声，造成连绵的拖腔和韵味波动，音乐听起来如泣如诉、悲

怨缠绵，令人闻之动容，肝肠寸断。那么曹老师的腕动密摇技巧演奏上有何特色

呢？那就是她长时间摇的关键在于手腕，她调用了手腕和肘关节的放松使腕部带

动大指长时间摇动，发展了以前河南以大指掌关节为主要发力部位的短摇。她的

腕动密摇第一下以托起，虎口打开，手腕略高，从而瞬间向下下压琴弦，找到运

动惯性，摇指音头突出，犹如瞬间迸发的火花，再加以手腕放松惯性摆动，收尾

时往往又以劈指带出下面的旋律音，使密摇和下面的旋律紧密连接，真正做到了

音乐的连贯，增强了音乐的抒情性与歌唱性。

三、左手的颤音和按滑音

历来传统筝曲演奏最重视左手的韵味。曹桂芬老师也不例外，她说：“慢板

练韵味”，她对左手技巧的发挥极为重视。她的左手颤音讲究轻重缓急，收放自

如，在不同的乐曲中施以不同的奏法，这使她的古筝演奏大气与细腻并蓄，韵味

变幻莫测。在《和番》的演奏中，曹老师对于不同乐句和乐段，根据其表现情绪

和意境的不同，讲究左手的合理变化，拿捏自然。在对于乐曲第三小节中四分音

符低音 7的颤音上，曹老师多施以深沉哀痛的大颤，该大颤的运用最具特色。她

首先将低音 7按在偏向中音 1的音高上，定稳片刻，稳住音高，然后逐渐在大臂

放松的冲力带动下，用由小到大的韵波均匀颤动，左手颤动时曹老师只用食指和

中指或中指一个手指，左手边颤边向远离筝马处游动，随着韵波加大，音高也慢

慢在颤动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低音 7，但就在颤动快结束时，左手常常又陡然一转，

在低音 7音时值的尾部又加上一个小小的上滑，是该音的最终音高又回到开始颤

动前的音高，这种由静—动—静的左手韵味表达方法，充分体现了曹老师的左手

特色，体现了静中有动，动后归静的艺术审美效果。同样是和《和番》这首乐曲，

里面多次出现的中音 4，曹老师则采用不同的颤音表达方式来表达。她颤中音 4

时，讲究一个“含”字，颤动音波稀疏而均匀，由左手大臂传导至指尖的力量在

颤动过程中均匀而又稳定，没有颤音音头，在乐曲第十九小节中三个八分音符中

音 4连续进行时，第一个 4可以不颤，第二个 4开始再施以平均柔和的颤动，加

之右手弹 4音也要讲究用力分寸，柔和发力，所以整体听起来音乐效果含蓄而内

在，很好地表现了陈杏元在和番途中悲切凄凉而又无可无奈的一种情绪。技巧是

为音乐服务的，在这儿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试想如果这儿多处 4音大按大

颤，势必将乐曲的艺术境界引向粗糙与单调。也同样还是举《和番》第三十四小

节中大撮 2，曹老师则运用了打颤的手法，奏法是右手大撮 2几乎弹奏同时，左

手在腕部放松下抬起，在右手弹响一刹那后左手紧接着拍打下去，直接颤音，颤

音音头突出，韵波稍密，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这儿打颤的运用很好地配合了

音乐情绪的推进，使乐曲出现了一个高潮点，表达了陈杏元痛恨奸佞小人，悲愤

至极而想挣扎反抗的心情，也展示了《和番》作为戏曲音乐大起大落的艺术效果。

在按滑音方面，曹老师也是较具特色的。她的按音果断有力，

干净利索，不带装饰性滑音的音响。这种按音在《高山流水》里运用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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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二小节的按音中音 5，是在前一拍的低音 6上滑后在跟着在按音 5右手弹

奏的刹那直接按到位，这又体现河南质朴粗犷、爽朗直接的一面，在第五小节

171171 音型连续出现时，为了避免音乐的呆板，曹老师又将按音 7后带一个从

容的滑音滑至 1，紧跟着右手正好用劈指弹按音的 1，这样的按滑音处理音乐听

起来韵味十足，有轻松诙谐之趣。如果这儿的 7用速滑奏法，就会使音乐显得生

硬而缺乏生机。在第十七小节中 5511 音型中，曹老师又将 11 两个音左手快速有

力按音（注意绝对不能早按），右手音头突出的弹奏，体现音乐明朗雄浑的一面。

所以说曹派古筝音乐她的左右手经常是一个综合体，水乳交融，互相渗透着来表

达音乐，最典型的例子就莫过于曹派筝曲中的游摇了。游摇从右手技巧来讲并不

难，因为它通常只是要求右手从靠近琴马处大指逐渐向右岳山处作托劈的弹奏动

作，而且托劈密度较稀，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游摇是一个较难掌握的技巧呢？那

正是因为左右手在这儿是一个综合表达体，如何有效紧密地将左右手糅合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难点。曹老师的游摇正如她自己所说“强如霹雷闪电，弱似细抽丝线”

那样大起大落，跌宕有致，起伏感非常强烈。比如《和番》中需要把人物的轻吟

低泣之声通过游动弹奏发展至愤怒哭喊之腔，这样一来对左右手弹奏就都有很高

的要求，曹老师的右手从轻微细小的音色通过逐渐加大力度发展到大幅度重托重

劈，力度变化上完美地体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复杂的情绪变化，左手由按音—小

颤—大颤，并且边颤边滑，顺势左手也向左做游颤之势，最后将该音由小三度按

音通过不断加大的颤滑放至空弦本位音，这种左右手结合性技巧可以说要掌握好

它难度是很高的。

另外曹老师的左手按滑音讲究合理跑把和按滑动作的简洁大方，

反对慌张和多余的按滑动作。这一点大家看曹老师的演奏视频应该能很直观

地看到。曹老师在教学中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且要求学生要重视小乐曲（基本功

打底的乐曲）的学习，强调“浅挖十口井不如深挖一口井”。她在弹奏河南鼓子

曲曲牌《剪剪花》时，就大量采用了左手这种特色按滑，下面我再做具体说明，

第一小节中左手技巧首先出现的是高音 1的按音，紧接着是中音 3的下滑，按音

高音 1前面提过曹老师是在中音 6上果断直接按到，然后左手的无名指保留在中

音 6弦上，将食指、中指像跨步一样迈出去将中音 3弦按至 5的音高再下滑，这

样的按滑音动作减小了手臂的移动动作，以左手无名指作为固定保留指，方便迈

出去的手指在完成按滑音动作后再自然归位。这种按滑音动作在曹老师的演奏中

比比皆是，此处不作赘述。

当然，曹老师的演奏特色远不止这些，她右手的弧形性运动奏法、她的花指

历音奏法、左手的点颤和滑颤技法等等都有鲜明的特色。以上只是就曹老师演奏

中较为突出的几点加以浅谈和分析。

传统古筝艺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她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深度发现并不断开

掘，而不是快速浏览，蜻蜓点水般地去接受。老一辈的传统古筝演奏家在传统乐

曲演奏上有着许多亮点和特色，他们的演奏更是有着作为我们华夏正声的无穷的

艺术魅力。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我们应该向他们虚心倾听，潜心学习，让这笔

宝贵的音乐财富永远流动着奔向前方，传于后代子孙，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浮华

的物质世界里永远还能听到纯净唯美的中国古筝传统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