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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演奏方法浅论

乌云塔娜

摘要：古筝演奏是一种感知、传情的艺术，古筝的演奏需要娴熟的技法、真
挚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相结合。本文主要从技法、情感、风格三个方面来论述古
筝演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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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是我国传统的弹拨乐器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司马迁在《史记·

李斯谏逐客书》中用“夫击瓮叩击，弹筝博牌，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也”描绘了

以筝等乐器共同配合为歌唱伴奏时的情景，通常被俗称为“古筝”，筝的音色优

美，演奏出的乐曲风格哀婉、缠绵，通过演奏过程中乐曲的丰富变化形成多层次

的表达音乐内涵的审美感受。近年来，古筝教育迅速发展，古筝演奏也逐渐向前

发展，相对而言也逐渐提高了古筝演奏对音乐表现力、感染力和生命力的要求。

要提高古筝的音乐表现力、感染力和生命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娴熟的技法、深厚

丰富的情感内核和独特的演奏风格是古筝演奏的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

一、娴熟的技法是古筝演奏的基础

1、娴熟的指法运用

古筝作为一种传统弹拨乐器，要想很好的完成演奏，在演奏中每个手指之间

的组合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演奏的指法也就成了古筝演奏中的一个首

要问题。古筝的演奏手法主要分为右手技法和左手技法。左手技法是指左手主要

以按弦为主，通过用食指、中指或中指、无名指按抑筝弦，来控制古筝音高和弦

音的变化，进而表现出不同的音律节奏。左手的基本任务是润饰，即润美音色，

装饰旋律，形成筝曲“以润补声”的旋律特点。在筝曲中，要想表现出的细腻、

委婉的韵味，与左手技法的巧妙运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左手指法可分为左手

吟按指法和左手拨弹指法。左手吟按指法，是古筝最富有特色的指法。古代弹筝

有只用吟按指法，而不用左手拨弹指法。左手吟按指法的基本要求，左手在筝马

左侧弦段上润饰、美化和改变右手拨弦音的指法。使用吟按指法时，首先用左手

的食、中二指或食中名三指自然并拢，手指略自然弯曲，以手指的顶端触弦，随

着右手拨弦音进行。右手技法是指右手的基本作用是取音，是古筝发音的动力源，

是用右手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四指弹弦以发声，从而来控制弹奏节奏和音

调的强弱变化。右手拨弦的手形是“名指扎桩四指悬”，通俗的说，有人比喻倒

垂的花朵，也有人比喻鸡爪形。在演奏中一般大指与中指保持五个弦距的宽度，

手掌的位置保持大指与中指拨弦重心的平衡，手不要太过僵硬的垂直，应略偏向

右侧，在筝曲演奏中，主旋律的拨奏主要靠大指来负担。

每一种乐器演奏都离不开要两手配合，古筝演奏技法的基本定位，是左手以

润饰为主，取音为辅；右手以取音为主，润饰为辅。左右手技法相辅相成，这种

“音”“韵”结合的技法，使古筝演奏出了筝曲美妙动听的音色，音韵流畅的旋

律和高山流水的意境。

在筝乐演奏的手型排列中，食指负责中间的几根弦。在演奏中，演奏者要对

各个手指做固定的分工，我们在选择指法进行演奏的时候应遵循两个重要的原

则。

第一，弹奏中要变换手指，尽量避免不重指。在古筝演奏过程中，在进行快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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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是重复使用同一个手指就会降低手指的工作效率，所以应该最大限度的降

低单个手指的重复使用率。在曲调旋律较缓的情况下，有时为了强调某种音色效

果，可以采取同一个手指重复使用。

第二，弹奏中要注意手指运动，尽量避免绕指。由于古筝的琴弦排列很有特

点，是以从低音到高音由离演奏者正前方较由远到近的方式排列的，这就要求演

奏者在演奏中要尽量使自己的手指运动遵循琴弦排列的规律。比如在弹奏如“1 2

3 5”这样的曲调时，如果选用传统的对称弹奏方式就用“抹托抹托”的指法，

就得大拇指和食指需要互相绕过对方才能进行弹下一个音符。如果遇到绕指的两

个音符的间距较远时，就会影响演奏的节奏和准确。其实前面“1 2 3 5”的音

型我们还可以选择“打勾抹托”的指法来完成，要尽量避免绕指。

2、恰当的力度运用

随着古筝艺术的发展，演奏者对各种风格和形式的乐曲进行不懈的试验和探

索，使筝曲的力度表现力更为鲜明，需要说明的是力度的层次与音乐的精神内涵

是相关联的的，作曲家用各种音符将自己对力度的要求传达在琴谱上，演奏者则

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感悟实现力度的表现，从而将乐曲的美传达出来。

“力度”这个术语的基本含义是音乐中音响逐渐弱和突出强的变化。在任何

弹拨乐器演奏中都要注意力度运用的平衡，古筝演奏中力度的掌握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一个优秀的演奏者是可以演奏从最细微的弱音到最强音的，掌握好

演奏的力度是可以自如地演奏出生动优美的乐曲。在古筝的演奏和训练过程中，

力度的把握不是一个人的天资问题，而是后天科学弹奏方法的问题，力度的掌握

是完全可以通过日常训练来改进和完善的。鲜明的力度对比，对演奏的旋律肯定

会产生影响，在演奏中对力度的处理愈是敏锐、细腻，古筝的声音和表情的发展

就愈会出现多姿多彩的审美效果。古筝的力度问题是一个由里及表的过程，要想

恰当的表达古筝的力度，必须立足于对乐曲内涵和情感内核的深入理解。

在力度掌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处理好力度和速度的关系。在古筝演奏

中，力度和速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如果演奏力度强，肌键用力大，那么

演奏动作幅度也要加大，弹奏速度自然会减慢。反过来如果演奏速度较快的乐段，

力度一定要相应减弱，只有的手指的动作幅度小、速度快，才能灵活地演奏，达

到力度和速度的要求。当演奏者演奏强音的时候，手指的爆发力一定要强，击弦

的速度也一定要快。演奏弱音的时候，手指弹奏的动作幅度和力度都要相应地减

弱。还要引起注意的是演奏中力度的自然变化规律，如上行音阶，上行旋律力度

要自然地加强；下行音阶，下行旋律的力度要自然地减弱。

二、情感表达是古筝演奏的内核

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的，因此每一首乐曲

都是有其独特的意境和韵味的，都反映的作曲者某种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在古

筝演奏中，娴熟的技巧指法固然重要，但技巧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段，如果演奏者

只是单纯的技巧演奏，而没有演奏者感情的抒发表达，很难引人入胜，很难将乐

曲的韵味和意境传达出来。

不同的演奏者由于人生经历、文化修养的不同，对乐曲的情感体验也是不同

的，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的，演奏者满怀深情地演奏效果一定会比单纯机

械地演奏音符效果好，更能感染读者，更能将读者带入到旋律的意境中。

1、音色在情感表达中的作用

在古筝演奏中，音色是一个重要因素，音色的重要性就好比绘画中色彩的重

要性，音色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演奏的好坏，音色是演奏中最为动人、最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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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者共鸣的部分，更是情感表达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个演奏者都

努力追求的。与其他乐器相比，古筝的音色是十分独特的。首先，古筝的音色很

丰富，可以分为高、中、低三个音区，高音区音色明亮清脆，中音区音色柔和圆

润、低音区音色深沉厚重，而且古筝的弦数量多，音域广。其次，古筝的音色厚

实响亮的原因是古筝的共鸣箱非常大，而且筝弦很长。再次，古筝的琴马高，这

样不仅声音响亮而且许多左手技法为古筝演奏提供了音色变化，这些都是很多其

他乐器无法匹敌的。在弹奏过程中，要根据情绪和情感的需要来选择适合曲风的

音色演奏筝曲，来增强乐曲的表现力，来塑造形象，渲染气氛，表达感情，如欢

快的乐曲就需要明亮的音色，悲伤哀婉的乐曲就需要黯淡的音色等等。

总的来说，古筝演奏中对音色的把握，需要演奏者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深入

地去领会和把握，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不断提高自己对音色的领悟能力，只有

拥有的良好的音色，乐曲的情感表达才会生动形象。

2、理解和创造力对情感表达的作用

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位演奏者在进行演奏前，必须对自己所演奏的作品所表

达的思想感情有深入了解。只有深入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才能对乐曲中的情感

表达和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因为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是影响演奏的重要因素，

只有了解作品的思想，才能很好地分析乐曲的曲式结构，把曲子按照引子、开头、

展开部、高潮、结束来划分，再对每一部分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当然在这个过

程中，演奏者应该在脑中对乐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不管

是语言、旋律还是韵味，都是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需要表现的内容。在这个演奏

过程中演奏者要学会把演奏技巧和作品情感结合到一起，所谓的“演奏者给予作

品第二次生命”，也就是二度创作，在演奏过程中，除了较好地传达作品本身的

情感，演奏者自身的情感表达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首曲子一旦定稿之后,对

于演奏者来说,这个已经定型的曲谱仅仅是演奏表演的依据, 演奏者本人可以通

过这个依据加以发挥创造,用自己的满腔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准确传达作品内

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这个作品的深层内涵,通过对乐曲的个人理解，演奏出

具有鲜明个性、情感丰富的筝乐。

3、演奏者的全面投入对情感表达的作用

在客观理性地研究乐曲的同时，对于古筝演奏者的情感要求是在演奏之前和

演奏之中都要全面投入情感，要“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将乐曲与自身的创

造个性结合起来，在演奏中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给音符赋予生命，才

能圆满的完成演奏。

在古筝演奏过程中，一定要在乐曲中注入演奏者自己的内心情感，才能丰满

生动地表现乐曲，否则，再纯熟的技巧也只会演奏出呆板的音符堆砌，只有充沛

的情感表达，才能演奏出完美的艺术作品。以乐曲《林冲夜奔》为例，这是一首

根据《宝剑记》中的折子戏《夜奔》为题材改编创作而成的筝曲，描写了林冲被

奸佞残害、满腔怒火、顶峰踏雪、夜赴梁山的壮举。在演奏时应传达出一种落难

英雄的内心的愤慨与无奈的复杂情感。再如乐曲《临安遗恨》，是一首依据历史

史实为创作表演作品，首先必须了解到这首曲子的核心音调是源自于我国传统乐

曲《满江红》，演奏这首乐曲，就需要了解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演奏时要悲壮

激愤情绪的音调开始，这样充满戏剧张力，演奏时采用饱满结实的双音、和弦及

大量的长摇和左手大幅度的刮奏，以强烈的音响刻画出岳飞铁骨铮铮的民族气

概。演奏者演奏中要把内心的郁闷、痛苦宣泄出来，才能将音乐的如泣如诉的韵

味表达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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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风格是古筝演奏的重要组成

筝曲的风格主要包含乐曲的风格和演奏者的风格两个方面，演奏风格是演奏

者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在筝曲演奏中是不可或缺的。自古以来，古筝从我国西

北地区流传开来，遍布神州大地，并与当地的戏曲、民间说唱和山歌小调相融合，

形成各有特色的地方流派。例如河南筝的内在深沉，慷慨激昂；山东筝的刚健有

力，淳朴古雅；潮州筝风格旖旎，妩媚动人；客家筝的文静含蓄，古朴优美等地

方特色。这些流派之所以各具特色，既与这些乐曲的地方风格有关，也与演奏者

在演奏中的采用不同技法处理有关。“构成演奏者个人风格特点的因素除了每个

人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更各有差异，“以韵补声”是古筝演奏家非常注重的一

个观念，在古筝演奏技法上则主要是个人对“以韵补声”动态变化的独到运用而

显示出来的”。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审美取向、欣赏习惯的不同，在演奏同一

曲目时，不同的演奏者在按、颤、揉、推等技法处理上肯定会有力度等一些细微

的差异，这样就会在旋律上产生细微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演奏风格。“天才

的摹仿者或许可以做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但永远没有自己创造的东西,充其量只

能继承流派却无法创造流派。”要想在古筝演奏中与众不同，一定要有自己独特

的风格，在古筝演奏中要想培养自己的风格，弹奏者首先要对曲子的内涵有深刻

把握，在这基础上对乐谱进行分析研究，在演奏中将节奏与弹奏技法巧妙结合起

来，使演奏节奏明确、段落分明、音乐平衡，在细节处理上形成自己的独特之处，

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客家筝著名演奏家罗九香大师，他的演奏风格细腻

飘逸、韵味隽永，他的独特技巧就是滑音技巧，一按即颤的按颤功夫，变幻莫测，

令人钦佩之极，形成了古朴、典雅、韵味隽永的独特风格。

大凡古筝大家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演奏风格，演奏风格也是演奏者高度

个性化的表现之一。独特的演奏技巧和个性的表现手法，是演奏者成熟的重要标

志。当然，一个人演奏风格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演奏者必须对筝曲的各

个方面进行深刻理解如内容、情感、基调等，只有对准确把握这些方面，进而获

得理性判断后，才能在演奏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随着我国对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的重视，古筝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也就对我们的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奏者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将理论

和实践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古筝演奏的完美的表演形式和深刻的内涵和谐统一，

让古筝演奏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得到丰富和发展，让古筝演奏这个传统的表演

项目，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

Abstract: Chinese music is a perception, the art of emotion, guzheng

performance need skilled techniques, sincere affection and unique style

combined.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techniques, emotional, style three

aspects to this method of Chinese music.

Key words: guzheng; Emotions;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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