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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筝演奏中优雅的延音技法

——摇指

熊 颖

摘要：古筝属于弹拨类乐器之一，与弓弦类乐器相比较而言，它较擅长演奏
颗粒性较强的单音，不易于演奏连绵的长音；而摇指这一技法的形成，弥补了古
筝演奏的这一缺陷。摇指是指大指或食指在同一琴弦上快速连续地弹拨，从而加
强乐音的连续性，使旋律更连贯、流畅，并能达到作曲家想表达的音乐情感的一
种演奏技法。自摇指技法形成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摇指的方式有多种，
而且不同流派摇指也有所不同；加之，摇指的表现力相当丰富，所以在乐曲中得
到了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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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了。

早在战国时期筝就在多个国家流行，其中在秦国最为盛行，因此就有了“秦筝”、

“真秦之声”的说法。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筝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不

仅形制上从五弦、七弦、十三弦筝发展演变到现在常用的二十一弦筝，而且演奏

技法上从单纯的右手弹拨左手按、颤、滑、揉、以韵补声，到双手同时弹拨的飞

跃发展；更鉴证了各大流派以及名家名作的形成与发展。

古筝的演奏技法十分丰富，它与弓弦、吹管乐器相比，最明显的特点是手指

拨弦奏出颗粒性强的音符容易，而奏出连绵的音符难。基于此，各类弹拨乐器都

想到了以快速重复同一个音的方法来加强乐音的连续性，并且使音乐连贯进行的

演奏技法，在古筝演奏技法中我们就叫它摇指。摇指使单音成为力度相对一致、

时值可自如控制的、连绵不断的长音，并且让音乐旋律更加鲜明，曲调更加流畅，

音乐更具有表现力。

1、摇指的方式

古筝演奏中摇指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常用的指法，表示摇指技法的符号有：

等。摇指的方式有扎桩摇和悬腕摇，下面就简单分

析一下这两种方式的摇指。

1.1 扎桩摇

扎桩摇是无名指（或小指）或掌根部在前岳山上（或外）或者琴弦上作为手

的支撑点的摇指。扎桩摇有以下四种：

以小指为轴心，右手大指小关节快速连续托劈形成大指小关节摇指，这种摇

指由于大指小关节运动，发力动作灵巧，音响效果细密清脆；然而，也是因为依

靠大指小关节发力，摇指的连续性弱，力度变化幅度也小。

同样，以小指为支撑点，以大指的大关节快速连续的托劈形成的大指大关节

摇指，因为发力幅度较大，导致大指义甲处弦较深，使得音点刚劲、粗犷。

上述两种都属于颗粒性较强的摇指，与之不同的是，以小指为支点小臂带动

大指连续托劈形成的大指摇和以掌根部为支撑手腕带动食指连续摆动，形成的食

指摇，这两种形式的扎桩摇，不仅对某个单音进行延续，更是通过摇指让音乐的

旋律连贯起来，即演奏一个乐句或一个乐段，甚至更长；这两种摇指的力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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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也较大，音乐表现力更丰富。

1.2 悬腕摇

悬腕摇是不依靠任何支撑，完全凭右手手腕的力量和控制完成摇指。悬腕摇

大体上有两种：一是食指捏合大指，提起手腕部做摆动，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甩手

的动作；一是食指左侧面贴在拇指义甲缠胶布的前端，以腕、肘组合带动拇指在

琴弦上快速连续托劈，类似于摆手动作。实践发现，后者更适合发挥手臂在摇指

中的作用。这种摇指方法既运用手臂的摆动，又运用手腕的摆动，便使得摇指听

上去既灵巧又饱满有力。

悬腕摇的演奏过程中，可以摇指与弹奏自如衔接，音色统一，在快速演奏中

可随意穿插摇指。悬腕摇不仅使摇指的音色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解放了小指（无

名指），方便它们参与乐曲多声部织体的演奏，例如王中山先生改变的《彝族舞

曲》中，大指用悬腕摇演奏旋律，中指或无名指在完成二声部的演奏。

谱例 1《彝族舞曲》：

2、摇指的表现形式及运用

2.1 单指摇

单指摇中分为大指摇和食指摇，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大指摇。

大指摇是古筝曲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摇指；它依据上述不同方式的摇指可

以演奏出不同音色、不同情绪的旋律；然而大指摇的缺点是本身只能演奏出单声

部旋律，因此通常左手配有和声，使得音乐层次更加丰富。摇指因演奏时间长短，

又可分为长摇和短摇。

长摇，即持续长时间的摇指，可完成一个乐句甚至一个乐段，演奏时要力点

均匀，旋律进行呈流线状。在乐曲《将军令》中就运用了长摇技法，右手持续的

摇指在左手颗粒性强的快速十六分音符的衬托下，更显得旋律紧张而有力，强化

了音乐的感染力，让人有若亲临古战场之感，号角齐鸣，战鼓隆隆，描绘了将军

在升帐，发号施令的紧张感。

谱例 2《将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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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长摇而言，短摇是用于一拍内的摇指演奏，短摇发音短促有力，音色

明快饱满，有强烈的节奏感，在乐曲《林冲夜奔》中有所体现，乐曲用短促有力

的摇指结合颗粒性强的单音演奏，表现了林冲惶恐不安的情绪。

谱例 3《林冲夜奔》：

食指摇，顾名思义是一种以食指快速连续抹挑的摇指，它以右手掌根部支撑

在前岳山上为扎桩点。食指摇密而匀，音色较为清脆，细腻且柔和，力度变化不

大，根据不同的乐曲的音乐需要我们可以适时的采用食指摇。

2.2 双指摇

双指摇的组合有多种，可以在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任意组合。通

常我们采用大指和食指的组合方式，是指大指和食指同时弹拨两根琴弦的摇指，

这种摇指建立在悬腕摇的基础上。双指摇一般演奏的是三、四、六度的和协音程，

有时也有大指与中指组合演奏的八度音程。双指摇演奏效果要比单指摇更为饱满

丰富。在《秋望》一曲中就有所运用：

谱例 4《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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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的双指摇为同度音程变化的摇指进行，有时候还会出现变化音程进

行的双指摇，例如《告别》（焦力改编）中就出现了变化音程的双指摇。

谱例 5《告别》：

2.3 三指摇

三指摇是大指、食指、中指三指同时弹拨不同的琴弦，演奏方法与双指摇类

似，只是加了中指的弹奏；三指摇的多声部音响色彩层次更多、更丰富，音乐效

果更加厚实，使得古筝原本比较单一的音变成柱状织体，产生了更强的震撼效果，

这种摇指大多用在现代筝曲渲染气氛的高潮部分。在《春到湘江》、《彝族舞曲》

（王中山改编）等乐曲中都有运用。

谱例 6《彝族舞曲》：

2.4 扫摇

扫摇是派生的一种摇指技法，现代创作筝曲中运用较为广泛。这种摇指技法

模拟了琵琶的扫拂技法，以右手的悬腕摇为基础，在拇指摇指的同时右手的中指、

无名指有规律地扫弦而形成的摇指技法；起到装饰、突出旋律、塑造情绪激烈的

音乐形象和丰富主题色彩的作用。扫摇这一技法大大丰富了摇指的表现力，常运

用在气势恢宏、气氛紧张激烈的乐段，扫弦时不和协的音响效果奏出强烈的紧张

感和节奏感。这个技法早在《战台风》中就有运用，表现了码头工人与猛烈的台

风搏斗的激烈场面。

谱例 7《战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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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左手摇

左手摇指是近年来发展形成的一种难度较大的摇指技法；它随着古筝演奏对

左手演奏技术的提高以及作曲家为了表现更多的音乐形象，产生这种技法。但因

为左手本身力度和控制力都不及右手，所以使左手摇还未普及，现在左手摇大多

是使用与右手悬腕单指摇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左手摇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

的演奏手法——双手摇，即两手同时进行摇指，一般右手演奏高音区，左手演奏

低音区，这让音乐听上去更连绵、流畅，比右手摇指左手配和弦更让音乐具有歌

唱性。运用了左手摇和双手摇的乐曲有《双江舞曲》、《云岭音画》。

谱例 8《云岭音画》：

3、摇指在流派中的运用

传统筝分南北两派，现在一般分九派：“中州古调”的河南筝、“齐鲁大板”

的山东筝、“武林逸韵”的浙江筝、 “真秦之声”的陕西筝、“韩江丝竹”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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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筝、“汉皋古韵”的客家筝、内蒙古草原“雅托葛”蒙古筝、闽南地区的福建

筝、延边地区的伽倻琴。这里我将主要分析摇指在河南筝派和浙江筝派中的运用。

3.1 河南筝派

河南筝派属于北方筝派，音乐风格刚劲粗犷，泼辣高亢；摇指的方式是其余

四指扎桩，拇指大关节连续快速的托劈，这样运指幅度大，致使大指处弦深，故

而音点刚劲有力。河南筝曲在摇指的音头上有较强的倾向性，每一组摇指都突出

第一个音，强调大指大关节的控制力，并做由弱渐强或由强渐弱的变化，增加了

音乐的起伏感。乐曲《高山流水》中就运用了拇指大关节快速托劈的摇法。

谱例 9《高山流水》：

3.2 浙江筝派

浙江筝派属于南方筝派，演奏风格清新秀美；其文曲典雅文静、厚重古朴，

武曲奔放华丽、气势磅礴。浙江筝曲对左手的“以韵补声”要求不是很高，因此

对右手的演奏技巧很为重视，对摇指的运用更是充分。浙江筝派的摇指是小指扎

桩，用小臂带动拇指快速连续托劈的方式进行的。与河南筝派的摇指相比，浙江

筝的摇指，更多的是将乐曲的旋律连贯起来，使之富于歌唱性。在乐曲《月儿高》

中就采用了大段的摇指描绘了浩瀚广阔的天空，这一令人感慨万千的美景，摇指

的技法在这的使用让音乐更舒展、自由。

谱例 10《月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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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指丰富的表现力

在古筝演奏中，摇指让作曲家和演奏者多了一种表达音乐的方式，让弹拨乐

器不仅仅有颗粒性强的优势，又增添了弓弦乐器能做到的长音演奏，从而使音乐

更生动，便于塑造更多的音乐形象。摇指因其演奏方式和演变种类多种多样，便

有了不同的音乐表现。

乐曲《春到湘江》是由笛子曲改编而来，这里的摇指就必须模拟出笛子悠扬的曲

调，此处的演奏是流畅的、轻松的，为听众描绘了春天来临之际湘江两岸秀美的

春色，展现了一幅碧波荡漾、烟雾缭绕的湘江美景，表现了湘江两岸人民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谱例 11《春到湘江》：

在乐曲《西域随想》中，一段具有西域特色的节奏感突出的舞曲之后，出现

了一段摇指，在此处，摇指的旋律流畅且具有歌唱性，每句由弱渐强，句尾再做

渐弱，与先前动感的舞曲形成鲜明的对比，又似一男一女的对话。

谱例 12《西域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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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摇指不仅可以表现欢乐美好的场面，也可以刻画焦灼、悲愤的情绪。

例如在乐曲《临安遗恨》中，引子部分，悲壮的钢琴之后，摇指第一个音头出现

后弱下来，接着慢慢一点点往上推动旋律的进行，让人有一种揪心的感觉，仿佛

看见了身处牢狱之中的岳飞虽肩扛枷锁、脚戴铁镣，仍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的

情景。

谱例 13《临安遗恨》：

乐曲《幸福渠水到俺村》是创作于文革时期的作品，中间有一小段摇指，作

曲者用了古筝深沉的低音来表达，对过去不幸生活的回忆，摇指的力量下沉，铿

锵有力；左手的单音更是衬托了摇指的沉重音色，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沉闷与愤恨，

与后面积极的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谱例 14《幸福渠水到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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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摇指又能模拟出一些特殊的声音，例如扣摇。扣摇是右手在大指摇的同

时，左手的大指、食指捏住右手所弹拨的琴弦，并在前岳山与筝马之间按照乐曲

的要求左右移动。例如《战台风》中就使用了扣摇这一技法，表现了怒吼的台风，

衬托了码头工人英勇无畏的精神。

谱例 14《战台风》：

总结

摇指技法是弥补古筝这一弹拨乐器线条感不足的一种手段，经过长时间的发

展，使得这个技法在古筝演奏中运用最为广泛；也是因为其演奏方式和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就可表现各种情绪的音乐，既可变现缠绵、深沉的情感，又可体现激

昂、活跃的情绪；摇指能展现的音乐形象数不甚数，甚至在同一个作品里，它有

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在此就不一一例举。同时各流派的摇指又有不同的运用与发

展。由此可见，摇指这一技法的出现，使得古筝不仅在演奏技法上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也使古筝乐曲有了量得增加；让更多的人喜爱、学习它，为古筝这一古老

的民族乐器的繁荣复兴作出了不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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