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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快速指序的理论与实践

王 敏

摘要：古筝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沿革过程，沿者，就是沿袭、继承；
革者，就是变革、发展。古筝艺术中的技法也一直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快速
指序在现代古筝技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传统乐曲的演奏。这种指
法正是顺应了古筝的发展历史，在许多现代派创作曲目中被广泛使用。快速指序
的发掘和深入研究将会不断推动古筝技法的变革以及丰富演奏者在表演上的艺
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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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据考证，古筝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流

传，至今已有约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早在东汉，三国时代古筝就被文人雅士称颂

为“群声之主，从乐之师”和“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到了

盛唐时期，描述古筝艺术的诗篇就更多了，其中更有代表性的诗句是“平生无所

愿，愿作乐中筝”。和“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这都说明了古筝在当时已是

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乐器了。中国古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普

及推广。随着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古筝已从一种民间流传的乐器，走上了音

乐学院的课堂和音乐厅，成为一种规范性乐器。90 年代以后，古筝的演奏与技

法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创作筝曲的出现更是推动了现代技法的形式与

发展。对于一个演奏者来说，在一首乐曲或一个乐句上，怎样选择和安排较顺和

人手指在生理上最自然舒服的感觉的指法，是演奏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更好

地表现乐曲有着重要的作用。快速指序的形成与发展，是古筝技法变革中的一个

新的突破。

一、“快速指序”技法的产生

文革结束后，人们摆脱了束缚已久的精神枷锁，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

放。“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极大地调动了音乐工作者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作为筝乐创作的主力军，

演奏家们开始立足于新角度以较为宽广的视野去审视创作，作品在音乐题材、演

奏形式、风格特征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其中，单从技法角度而言，产生

了一类与其他曲目有明显区别的作品，如：《霍拉舞曲》、《打虎上山》、《井冈山

上太阳红》等，其不同之处，是在演奏技术上采用了一种新的指序方法，即“快

速指序”[1]。

二、快速指序技法的理论与实践

“古筝快速指序技法”的名称是相对于传统的八度对称弹奏技法命名的，核

心是“快速”。这种指序旨在突破传统手法中的“八度对称”模式以及“顺逆”

关系，以“对称”、“惯性”为理论依据，以各个手指的指序组合为弹奏基础，全

面调动双手各个手指独立进行多关节联合运动，左手进入琴马右侧的演奏区域，

全面参与取音，可以完全担负起和右手同等难度、同样技巧的技法[2]。

“快速指序”之所以“快”，是因为启用了传统筝演奏中极少用到的无名指

和小指，一指一音。比如，弹奏上行四连音，不再使用“食大食大”指法，而用

“名中食大”弹奏，多个手指并用、交替承担原来两个、三个手指的工作量，避

免了反复使用某个或某几个手指所造成的过度疲劳，便于快速演奏。此外，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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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减少手腕的移位，增加一次移位所能弹奏的音符数，提高效率，节省了时间。

指序技法根据旋律进行的规律来安排用指顺序，针对不同的乐曲，采用顺序、

非顺序和循环方式自由组合进行近距离弹奏，适用于特殊音列和快速多变的旋律

进行，为筝乐创作开辟新径。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原理，大、食、中、名四指

在运指可能范围内，可形成各种顺序：可正可反，可两指一组、三指一组、也可

四指一组，可二、三交错，亦可二、四交错，以往在钢琴及竖琴上才易见到的音

型组合，如今在筝乐中也能见到，大大拓展了筝的表现力。

乐器演奏不能离开技术，而纯熟的技术一定要通过科学、系统、持续的练习

才能获得。理论建立后，赵曼琴就开始探求各指不同的训练方法，编写不同指序

的练习曲。其主要的指序组合练习包括：自然指序的基本组合以及改变顺序、非

顺序形式、改变指距等产生的各种变体组合。此外，还有轮指类的各种特殊技巧。

随后，他结合演奏实践改编、创作了适合“新技法”发挥的一系列不同风格的作

品。根据罗马尼亚民间乐曲改编的《霍拉舞曲》（1979 年）中，极少使用的四指

大量运用在快板段落，与大指、食指、中指平衡分担演奏任务，使筝在不改变五

声音阶定弦的基础上可以流畅地弹奏这首用变化性音阶构成的民间乐曲②。《井

冈山上太阳红》是五声音阶的快速指序作品；《山丹丹颂》、《打虎上山》则采用

了七声音阶；《山》在定弦及转调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晚会》因使用了“连抹”、

“连勾”技巧及手指分工弹奏和弦而别具新意。此外，还有几首作品尽管不属于

快速指序体系，但可算是快速指序的“附产品”。如《绣金匾随想曲》使用了弹

摇、双弦过渡滑音、快拨技法及三对二的节奏对位方法，并且曲中贯穿采用了三

种调性。《黄河魂》也使用了多种调性，并大量应用双弦过渡滑音；《望月》采用

潮州筝曲的音调、曲式、技法并融合了一些山东筝曲的弹奏技法；《樱花》、《故

乡情》在定弦、转调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3]。

王中山是学习、掌握、运用、发挥、传播“新技法”的重要代表性人物。1981

年，首届中国古筝学术研讨会上，他演奏的《井岗山上太阳红》、《打虎上山》（使

用了快速指序技法中四指轮弹和悬腕长摇技法）一亮相便得到了多数专家及听众

的认可，尤其《打虎上山》一曲中，快速技法此起彼伏，层层递进，一气呵成，

将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精神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获得了令

人振奋的效果!此后，王中山在国内外举办了多场音乐会，成功演绎了赵曼琴改

编、创作的快速指序作品。快速指序技法随即风靡全国筝乐界，并迅速在各个艺

术团体、音乐院校中传播开来，成为各地音乐院校中古筝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技

巧，并且被广泛运用到之后的筝乐创作中。 80 年代末以来，当更多专业作曲

家作为创作主体投身于筝乐领域时，快速指序技法成为实现其创作诉求的一把

“利器”。在此技术支持下，他们所采用的丰富的音乐素材能够通过多样化的旋

律结构、色彩和弦以及跌宕起伏的旋律线等音乐语言得以实现，因此，诞生了一

批优秀的“新筝乐”典范。如徐晓琳《黔中赋》、《山魅》、《抒情幻想曲》、《剑令》；

王建民的《幻想曲》、《莲花谣》；饶余燕的《黄陵随想》何占豪的《茉莉芬芳》；

周煜国的《云裳诉》、《秋夜思》；王中山的《春到湘江》、《溟山》、《云岭音画》

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在充分发掘乐器“声”的表现潜能的同时，兼顾声韵

协调的重要原则，尽可能突出古筝传统的吟、揉、滑、摇等技法，用以展示乐器

的本色与特色。比如，徐晓琳的作品中，为了更好地表达乐曲内容，作者多处采

用了快速摘弦技法、轮指、快速同音转位等。可贵的是，这些高难的快速演奏技

巧并非孤立地独显于乐曲当中，而是与筝的传统技巧相结合，更加细腻地表现出

了民间音调的独特韵味。例如《黔中赋》“琵琶咏”的一段乐曲中由于按音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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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左手传统演奏技法以及不同速度的处理下，局部旋律产生明显变化，音乐

情绪也随之焕然一新，乐曲的韵味油然而生，这恰如点睛之笔，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实践证明，快速指序增强了乐器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拓宽了筝的艺术表现力。

比如，快速指序技法便利了半音阶的演奏，尤其在当代筝乐作品中高难度、炫技

性的快板段落，因有坚实的指序技法作为基础，演奏时显得游刃有余，轻松流畅，

为音乐表现的完整性提供了保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演奏快速乐曲时传统技法

难以或者不能应付的问题。

三、快速指序的发展方向

1.重视快速指序中手指的高度问题

（1）快速指序可以利用降低手指与琴的高度来进一步提高其本身的速度。

我们现在的弹弦方法主要以“提弹法”为主。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最大限地发挥手

指功能和手指的独立性，但很多演奏者却忽略了手指与琴之间的高底问题。在弹

奏快速乐段时，用快速指序可以大大提高乐曲速度；但如果能同时降低手与琴的

高度，那将会使旋律更加连贯流畅，使得这种

技法得到更好的发挥。

（2）手指高底的降低可以减少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的错音。每个演奏者都

需望在演奏快板或急板时不仅速度提高，而且没用错音。手指与琴之间距离的缩

短就可以减少手型的晃动，从而达到错音的减少。

2.从生物力学的角度研究快速指序

（1）需要均衡的力量：演奏时力底要平均。我们每个人的手指中通常都是

无名指和小指的运动能力较弱，在快速轮弹时，这两个手的力度通常会与其它手

指不均匀。因此，我们在平日的训练中要加强这两个手指的练习。

（2）在力底控制中讲究音色：不能由于速度的快而影响声音的效果。音色

是声音的一种特性，音色有明亮、暗淡、清脆、沉闷、圆润、干涩之分。演奏者

应该根据乐曲内容的需要，科学地运用没的指法、弦段、力底、速度及触弦角底。

而这里的音色主要是针对在运用快速指序这种指法时，在力度均衡的基础理上更

好地表现音色。

3.运动中的方向

由于快速指序经常采用指循环的模进弹奏来造成惯性。因此在演奏中手型的

方向以及手的触弦位置都不能随意的改变。方向的一致和位置的固定都关系到演

奏时的速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对手型的方向、位置有一定的要求。

4.左手快速指序的开发

我们现在运用的快速指序大多是针对右手，而随着古筝艺术的发展，左手早

已不局限于吟、按、滑、揉，已发展到可以充当弹奏主旋律的角色。

5.从技法发展看古筝文献的重要性

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背后都有一定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实践证明，新的技法

的不断涌现正是有赖于新作品的发展。建国初期，古筝的曲目仅仅局限在表现地

方风格的传统筝曲。右手弹奏古朴、简洁，注重左手韵味民间性强，音乐形象不

够鲜明。到了 60 年代，一些古筝演奏家学院里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巧注入了古

筝创作中，以《战台风》为代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力底的招摇，双手快速扫轮

等新的技法。到了 80 年代，古筝界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作品，以《草原英雄

小姐妹》为代表，乐曲把钢琴演奏中的一些手法和作曲技巧融入了古筝演奏中，

一些新的难的技巧也随之出现。到了 90 年代随着《井冈山上太阳红》和《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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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等作品产生，快速指序这个新技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时期，作曲

家位打破旧的传统五声音阶的排列，以新颖独特的音阶调式定弦，表现少数民族

音乐的特点。如《黔中赋》《幻想区》《木卡姆散序与舞曲》等等，使人们感受到

了和声色彩的绚丽、旋律的优美动人。之后随着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

等作品的出现古筝的演奏形式也开始多样化。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不断地增加和

发展古筝文献，新的技法才能向多元化发展，从而使古筝演奏更具有魅力，更赋

有挑战性。

古筝艺术源远流长，它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快速指序技

法是对当代古筝艺术在演奏技法和理论方面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演奏技法

将对当代古筝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各流派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

吸收、扬长避短、兼容并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相信不久的将来必

将有更新的技法涌现。在传统基础上革新创造，丰富古筝艺术，对于我们这一代

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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