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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古筝教学中的摇指技法

尚质梅

摘要：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长期演变
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演奏技法，其中有一种重要的技法——遥指。在弹奏长
值音符时，常常采用“摇指”技术来保持声音的连贯性，延长音符的时值，使整
首曲子变得丰富多样。摇指在弹奏中有很高的技巧，它要求右手要放松，做到声
音连贯，流畅。主要有以下五种摇指技法：大指摇、食指摇、两指摇、扫摇、多
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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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摇指从产生、发展到现在经过不断创新、改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种

演奏技术，使古筝的乐曲表现能力和演奏技巧更为进步。古筝摇指的技巧还要结

合在学习过程中自己的心得体会。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练习，使摇指的演

奏更加完善。摇指是用来演奏乐曲时为表现丰富使用长时值音符好表现歌唱性旋

律的，由于地域文化、发展历史不同，产生了多种摇指。

一、大拇指摇

拇摇指是现在最常用的一种摇指，也是学习古筝的必要技法，是初学者的初

步练习。摇指时要求右手放松，用手腕的力量来带动手指，手臂要支撑着，手腕

带动手指的时候手臂不能乱晃，要稳。因为手臂是支撑点，如果手臂乱晃，就会

导致摇出来的音不稳，没有连贯性。还要注意整个手的力量的运用，用力要均匀，

托劈的力量要一样，不能轻一下重一下，听起来声音质量要一样。要用指甲正面

接触琴弦，指甲正面要和琴弦保持垂直九十度，保证不触碰到其他琴弦，这样的

弹奏才可以保证声音的清晰和声音的连贯性。拇指摇是用大指连续交替向外向里

快速托和劈拨弦。拇指摇也根据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演奏要求及不同的学习阶段

主要分为四种：

（一）支腕摇——食指侧面轻轻的捏住大指，食指的弹片不能从大拇指侧面

露出来，否则食指的弹片会触碰到其他琴弦，会出现杂音。手掌根部轻压在前岳

山下的筝头处作为支点，以手腕为轴心带动手指，手型不要攥得太紧也不要张的

太开需保持放松自然，手臂不能用力，手臂要保持抬高。把力量集中到手腕上，

快速的连续托劈摇。一开始可以慢练，注意手腕的力量，可以用食指捏大指的力

度来调节摇指音量的大小，这种摇指适合初学摇指的同学。

（二）扎桩摇——分为扎桩压腕摇：以小指为支撑点，手腕向下压，重心均

匀在两者之间，这要求要合理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均匀分配。扎桩摇指与压

腕摇指的不同之处在于重心发生了变化，由压腕摇指的腕部为支点转移到扎桩摇

指的小指为支点扎桩摇指的摇指频率可以加快、加密；尤其过弦中可做到无痕换

弦，为演奏较长旋律的摇指连接提供便捷条件。扎桩提腕摇：以小指为支撑点，

把手腕稍微向上提，和压腕摇差不多，也是要把力量放与两者之间，均匀，才能

更好的运用自如。扎桩提腕摇指比起扎桩压腕摇更能使大臂放松，由于地球引力

作用，能使力点更好的集中于指尖。相对于扎桩压腕摇指音色更圆润，且方便过

弦。弹奏中注意臂肘放松，自然下垂。与压腕摇的基本要领一致，所不同的是，

它不是以整个手腕作为支点而是用小指作为支架放在所要弹奏琴弦的前梁底部，

弹奏时需要注意放低手腕，在初期练习中拇指劈时，需打在下面一根琴弦上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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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稳定的作用，托指时稍加一些力但无需靠弦，如托时也靠弦的话会影响指

法的灵活性。

（三）悬腕摇—--分为悬腕压腕摇：悬腕压腕摇指是在扎桩压腕摇指基础上，

小指放松并自然收拢，使力点完全转移到大指上。其优点明显较扎桩压腕摇指更

灵活，音色更丰富。在弹奏中注意将指甲和琴弦保持垂直，也就是为 90 度。悬

腕提腕摇：悬腕提腕摇在当代古筝摇指演奏技法中难度最大，运用最广，音色最

美、最通透，表现力最强，此技法由中国音乐学院李婉芬教授首创的，后由中国

音乐学院林玲教授推广并发展完善。悬腕提腕摇的最大特点在于手臂完全处于自

然放松状态，摇指与弹奏衔接便利自如，音色统一，可以在快速弹奏中随意穿插

摇指。在训练中注意培养小臂肌肉的力度，如果在训练中发现手腕或大臂酸痛，

说明手臂的力量好手腕的力量用的不对，要注意力量的均衡把握。指甲和琴弦成

垂直方向。在单弦练习中，注意由慢渐快，由弱渐强，用力点要轮换交替；在过

弦练习中，要做到无痕换弦，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在前面两种摇指的基础上将指

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悬腕摇不需要任何支架，完全靠手腕的控制和力量来完

成摇指，这种摇指摆脱了扎桩的局限，可以完成自前岳山到琴马之间任何地方音

色的要求，如游摇等。

（四）快速托劈摇——靠大指的指根关节拨弦，即以拇指与手掌的连接处为

动点，带动全指运动，在弹奏时不需食指挨着大指，所有手指都是完全放松的，

保持弹奏时的自然放松手型。这种摇法在快速演奏长音或时值较长的时候一般采

用扎桩（扎桩通常用无名指进行）；在演奏不断变化的时值较短的一些音符时可

不用扎桩。快速托劈摇法在拇指摇中是比较难的一种，前三种拇指摇主要是用手

腕的力量完成，而这种摇是通过拇指关节的力量，如要弹奏的流畅自如是需要下

一定功夫的，必须多加练习。

拇指摇在练习时，可分阶段练习，如开始在每根弦上摇四个音再逐步增加至

八个音、十六个音直至可以连续、均匀、快速的弹奏摇指（除快速托劈摇外一般

拇指摇以劈开头）。弹奏时指甲触弦的角度、深浅及是否正确发力都对摇指的音

色、音量都有直接的影响。

二、食指摇

以手腕根部抵住前岳山处作为支撑，大指指尖顶住食指弹片手腕摆动带动手

指快速连续抹挑而成，食指摇亦可用悬手的方法弹奏。弹奏时要求大指轻捏在食

指指甲底部第一关节处，这可以使食指稳固并增加辅助的力量；中指、无名指、

小指三指保持自然放松，弹奏时无需小指或食指扎桩。可用手掌根部轻轻搭在前

岳山外的筝头上，也可采用悬腕摇的方法，使力量通过大臂传到小臂，带动手腕

的摇动，形成食指尖的密集拨弦。这时食指本身主动用力较少，主要起着控制触

弦深浅和角度的作用，食指摇和拇指摇一样大多用在旋律或者是演奏时为了增加

色彩延长音符的时值所用的。这些摇指在整个乐曲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把摇指练好。

三、两指摇

大指和食指用劈托和抹托同时向里向外连续交替快速拨弦。双指摇一般都是

采用悬腕摇法，要求食指关节自然弯曲保持不动，其余三指自然放松，不能僵硬，

手臂也不能僵硬。弹奏时靠手腕力量带动，双指摇也可以用大指和中指来完成，

将食指轻捏大指得以控制大指的稳定性和力度，它是在拇指悬腕摇的基础上加入

了中指，来共同完成连续和弦的效果，但是难度增加了很多，需要勤加练习。两

指摇也有少数人使用食指和中指来弹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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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扫摇

扫摇是一种组合技术。最初的技术构成是中指重勾与大指托、劈、托的组合。

后来改进为中指重勾与大指摇指的组合。一下扫多根琴弦，出现比较多音的效果。

中指在八度音程内快速的连续的扫弦与大指摇指相结合的技法，扫摇是在摇指基

础上加入了扫，所以一定先把摇指练习好，再又节奏的加入中指的扫，然后逐步

在练习中加扫摇速度和连贯性。例如《战台风》中就使用了扫摇来表现台风来时

的强大气势。

五、多指摇

多指摇是多个手指同时进行摇指的演奏，包括双指摇、三指摇、四指摇和五

指摇，都是使用大指，依次添加上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多指摇是借鉴压

腕食指摇和压腕中指摇的基础上，经过多加练习，而是一种比较有难度的技巧，

为丰富的表现手法，适应现代古筝曲的发展需要，即发展为压腕多指摇。这种摇

指通过多指摇运用不协和的音响效果，表现一种强烈的情感变化。多表现那种悲

烈的，比较激动的情绪，用多指摇可以表现的淋漓尽致。多指扫摇和我们平时弹

奏的扫要有所不同，它不是在悬腕摇的基础上（因为悬腕摇是用食指捏住拇指来

控制和辅助完成的），多指扫摇是在快速托劈摇得基础上演奏的，它需要食指和

中指有时也包括无名指轮流扫弦来与拇指的摇指相结合，这一指法非常难所以很

少使用。

以上介绍的是几种摇指的技法，还有在演奏是需要注意的摇指的音色，摇指

的效果是要求发音清脆、节奏均匀、颗粒性强，比较适合表现活泼、欢快的情绪。

所以摇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弹片与琴弦的接触，还要注意的开始一定要慢练，要

稳住，不能急于求成。手腕一定摇保持在很低的位置，因为手腕一抬起重心就会

被抬高，就像跑步很容易摔倒。就会导致声音不一致，不连贯。其实习惯后手腕

自然就抬高了，就是练习的时候需要多注意一下，这个很重要。都是刚开始练习

没有养成习惯，所以要刻意的去保持手腕的位置。然后整个手掌放松成空心握拳

状，就像手里握了一个鸡蛋一样，不能把它挤碎了，保持放松状态。只有大指和

食指捏着的地方是紧张的，用力的。摇动的时候记住是“摇”不是“挥”不是“摆”。

摇指时的力度与演奏动作的大小通常是成正比的，从身体动作带动到小关节动作

带动。摇指的力度变化一般是呈递减趋势。要注意摇指的触点，在古筝的琴弦上，

手指与琴弦接触的位置呈垂直状态，也就是说要用弹片的正面接触琴弦，这样才

不会出现嘈杂的声音，使声音更加流畅，更加圆润。古筝摇指技巧发展到今天，

经历了好多变换，也付出数代人的心血。它同其他民族乐器一起成长，是每一个

致力于民族音乐家的功劳。期望这朵奇葩越开越旺，和祖国一样繁荣复兴，为世

界器乐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