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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吐雅调，老凤鸣清音

——关于老年人古筝教学的几点体会

彭章桂

筝，自问世近 3000 年来，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艺术表现力，追随它脚步的人

络绎不绝。无论是唐诗宋词里对筝的描写，还是近现代习筝者逐年增长，都能够

反映出筝作为“东方钢琴”在中国民族器乐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我国已开始步入老龄社会，随着离退休人群比例增大，老年人的生理

和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后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在物质文明日

益丰富的基础上，人们追求精神文明的需求日益强烈。而老年人根据自身的爱好

和不同文化层次，选择了不同的退休生活方式，丰富了其精神生活。记得 2009

年“金钟奖”在享有“古筝之乡”美誉的扬州举办，我曾看到十几个老人围在一

起聚精会神弹奏古筝，这一画面让我记忆犹新。而今天，古筝学习不再是小朋友

及年轻人的专利，大批的离退休人员纷纷加入了这一高雅艺术学习的行列。

我于 2006 年开始在广州市天河区老年大学尝试古筝教学，2008 年广州市越

秀区老年大学也相继开设多个古筝班，由我执教。目前为止，我执教古筝的老年

学生达到 100 人之多。通过八年的老年人古筝教学不断摸索、不断提高，我越来

越了解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并深感老人教学于现实社会的重要意义。古筝，既高

雅又具大众化，对老年人而言，是一种大有裨益的学习形式。

那么，面对年过半百的特殊学习群体，该用怎样的方法去教学呢？

我的体会如下：

（一）由简入繁，强调双手配合

众所周知，古筝弹奏的双手配合尤为重要。而老年学员鉴于年龄因素，双手

协调能力开始下降，因此从教学第一节课开始，建立双声部的概念是非常有必要

的，安排学员练习应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虽然老年人的学习进程显然慢于小朋

友，但实践证明，一个从来没有经历双手练习的古筝学员，在遇到突如其来双手

配合时均显得手忙脚乱，既是小朋友也在所难免，更何且老年人，所以教师在选

用教材方面需特别注意这一点。

双手练习刺激手指神经和促进血液循环，直接对人的大脑产生作用，因而对

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尤其在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规范学习，严格要求

但凡音乐，都是严格的艺术。古筝在指法、音律、演奏方式等方面，都有着

一整套科学的理论方法。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老年人的教学不必太认真，

她们能坐下来，消磨了时间多少弹会几首曲子就行，不用考究音准音色等问题。

所以看到一些老人古筝弹奏，一曲下来，音准错、音色差、拍子乱，就更不用说

姿态的优美了，令人看了听了都很不舒服。

我对老年学员坚持了规范教学，首先在音准上要求达到标准，例如对于 4

和 7的弹奏，不断示范，反复练习，必要时逐个弹奏，指出其按弦深度的微小差

异；对于上、下滑音的处理，指导学员在练习中分辨按弦时间长短导致产生的不

同效果，等等。

既然学习古筝，音准是最基本的，其次是节拍、强弱、音色。演奏技巧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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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重要的是每天坚持科学的练习方法。这一点得到老年学员们的认可，看得出

认真实施的学员们较之他人，有着明显的进步。

（三）因材施教，注重趣味爱好

对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老年人来说，时间的流逝不会带走她们对

青春的回忆对梦想的追求。为了能让老年学员在快乐中学习，选用一些她们耳熟

能详的曲目，能产生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学习抹托技巧时，我曾改编

《男儿当自强》和《南泥湾》等作弹奏练习；在学习二变之音 4、7和变化音时，

可弹奏新疆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意大利民歌《桑塔.露琪亚》、前苏联民歌

《红莓花儿开》；在学习上下滑音时，可弹奏《姑苏风光》《阳关三叠》；学习琶

音、摇指时可用《渔光曲》；学习难度大的复调时，可改编《沂蒙山小调》《十送

红军》等。因为这些都是她们都非常熟悉且爱唱的歌曲，学习积极性也格外高涨。

老年人在学习古筝的过程中，由于要面临年龄大、起点晚、记忆差、视力低

的诸多问题，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切不可揠苗助长，不能用教小朋友的教学方式，

不可挫伤老年人的自尊心，故要因材施教，重鼓励、轻技巧。一首曲目应分段、

分句、甚至分拍子来教，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可以用一个学期来学。对于老

年人来说，学习的速度不是关键，考级也不是最终目标，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正

确的弹奏方法，能否产生愉悦身心的作用。一首曲目弹好了，在自己和旁人听来

都非常悦耳动听，我们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四）演出实践，提升技巧

由于退休后的老年人没有工作的牵绊，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追求自己年轻

时的理想。古筝老年学员中很多是音乐舞蹈艺术爱好者，有着极大的学习兴趣，

对曲目内涵也有一定的感悟力。故对具备一定弹奏水平的古筝学员，我们应注重

多组织她们参加各种舞台演出，通过在一次次的不厌其烦的演出练习，进一步提

高弹奏水平，而不拘形式的演出，反过来又刺激了她们对古筝学习的积极性。

关于老年人学习古筝，还有另外一种学习方式不容小觑，那就是重奏曲的学

习。用重奏的方式，既能丰富古筝曲目的艺术表现力，更能强化筝曲带来的趣味

性和训练集体的合作能力。如我编配的重奏曲《茉莉花》《春江花月夜》《荷塘月

色》《彩云追月》等，通过实际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在教学中，建议老师

不要用考级曲目的进程要求应用在老年学员身上，最好在同程度的基础上横向拓

展。老师如果能独辟蹊径、别出心裁且合理的编配筝曲，不仅能使学员们巩固弹

奏基础，培养和锻炼协奏能力，达到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利于她们

更快速、更直观、更有兴趣地去掌握新的弹奏技巧。

由本人创建并任团长兼艺术指导的、以老年大学部分优秀学员为主组成的广

州清雅筝乐团，2011 年 8 月首次参加广州市“乞巧节”系列文化活动演出；2012

年 9 月与著名古筝演奏家焦金海教授同台演出，焦教授对她们的演奏水平和学习

精神给予了高度赞誉；2013 年 3 月清雅筝乐团又登上广东星海音乐厅的舞台演

出，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这些学员年龄最大的已达 72 岁，可她们学习热

情之高涨，学习态度之认真，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放弃的精神，是我们广大筝

友们学习的榜样。

广州清雅筝乐团，近期被批准入驻广州市越秀区民间文艺团体孵化基地，是

为广州市越秀区今年创新打造“品牌民间文艺团队孵化基地”、筑巢引凤首批公

开招聘的 10 个优秀民间团队之一。据此平台，清雅筝乐团将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和培育，获得更多的文化资讯、活动场所和演出机会，这不仅对古筝艺术的普及

十分有利，而且这一举措令老年团员们感到振奋非常，跃跃欲试。通过“政府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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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会参与、民间唱戏”的形式，她们不仅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同时找到

了贡献余热、反哺社会的自我定位和动力。

一位老年古筝学员对“习琴”一词这样诠释：习者，知也；琴者，音也。知

音知音，《高山流水》汇集。

让爱好音乐的老年人有勇气跨入古筝艺术的大门，一同感受古筝的独特魅力

吧！还老人们一个“快乐学习、健康生活”的空间，愿她们“老有所学、老有所

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