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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 ,在我国的民族器乐艺术中 ,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古筝的音

色优美、弹奏姿态优雅 ,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古筝在其发展过程中 ,产生了众多的流派 ,它们都各自

形成了独特的演奏技巧及音乐风格 ,对各流派的风格进行研究和比较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古筝演奏

技法 ,对于提高我们的古筝演奏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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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 ,至今已有 2500 多

年的历史。在我国的民族器乐艺术中 ,占有独特的历史地

位。由于古筝价格适中 ,易于入门 ,且音色优美、弹奏姿态

优雅 ,因此 ,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近四十年来 ,

古筝的发展速度很快 ,普及范围也非常广泛。据不完全统

计 ,目前 ,全国各地的古筝学习者已达到 200 余万人 ,除西

藏外 ,各省各地都开办了古筝学习班、古筝培训学校 ;国外

的古筝学习者也已达到四、五十万人 ,仅新加坡就有 20 余

万人。现在 ,仅从事古筝业余教学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一、河南筝派的艺术风格及特点

由于历史的沿革、地区和地域的差别 ,古筝在其发展过

程中 ,产生了众多的流派 ,如山东筝派、河南筝派、浙江筝

派、潮洲筝派等。它们都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演奏技巧及音

乐风格。古筝作为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 ,在目前的

古筝研究领域中 ,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科学的

理论体系。随着现在古筝的发展 ,古筝艺术的理论研究也

逐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北派古筝当以河南筝派和山东筝派最具代表性。由于

山东与河南交界 ,鲁西南和豫东北毗邻 ,两省的音乐文化交

流频繁 ,古筝音乐也必然存在相影响的关系。人们习惯于

把山东筝派与河南筝派称作我国古筝艺术的“北派”。山东

筝派与河南筝派在乐曲风格及乐曲结构等方面既有相似之

处 ,又各具特色。

传统河南筝曲主要可分为板头曲及牌子曲两大类。河

南筝派主要流传于河南省境内。传统的河南筝曲主要来源

于“河南大调曲子”。“河南大调曲子”,原称“鼓子曲”,是以

从明朝中叶至清朝乾隆年间流行在开封的小曲为基础逐渐

演化而来的 ,后流传于洛阳、南阳等地。清末民初 ,有人将

鼓子曲中易于传唱的小曲、杂调作为民间歌舞踩高跷的曲

子 ,名为“小调曲”。之后 ,洛阳、开封等地的鼓子曲衰微 ,唯

独南阳一支独存 ,并有新的发展 ,为有别于“小调曲”而称

“大调曲子”或“南阳大调曲子”。河南传统筝曲是长时间经

历代筝人在大调曲子的基础上不断提炼、丰富而形成的。

(一)河南筝派的艺术风格

河南当代古筝艺术是以曹东扶为代表。因此 ,大家都

称之为曹派。其古筝艺术造诣很深 ,技艺精湛 ,特色鲜明。

曹派古筝艺术的曲目 ,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写情、写景两大

类。写情的乐曲 ,情绪悲愤、哀怨、伤感 ,曲调深沉 ,激昂 ,速

度缓慢 ,多为表现人物忧伤、惆怅的感情色彩。如《苏武思

乡》、《陈杏元落院》等。写景的乐曲 ,曲调优雅、豪放、明朗 ,

节奏轻快。如《高山流水》等。

(二)河南筝派演奏技法特点

由于河南地处中国北方 ,地方乐种的曲调多高亢悲壮 ,

力度音色对比较大。河南筝亦如此 ,表现在演奏技法上有

以下特点 :

1.由于传统的河南筝为十六弦钢丝筝 ,右手为真指甲

(或外带指甲) ,演奏以右手大指大关节快速托劈 (或称轮)

最为出色。

2.河南筝常采用音色富于变化的“游弹”。弹奏时由靠

近码子内侧逐渐向岳山方向弹奏 ,反之亦有。并配合左手

大幅度的按颤音 ,形成音高与音色同时变化之效 ,擅于表现

悲愤细腻的情感。如《陈杏元和番》。

3.由于河南筝多使用大指托劈指法或大指托加中指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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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大撮指法 ,食指的运用较少 ,因此弹奏八度合音的剔托

指法应运而生。此技法常接大指连托或带上滑的八度大撮

指法 ,保持了弹奏力度的连贯及不连续重复用指的概念。

如《落院》、《高山流水》。

4. 别于山东筝派使用大量刮奏。河南筝曲较少使用刮

奏 ,且多在弱拍 (如 :《和番》、《汉江韵》) ,但也有为了特别强

调而放在重拍位置。如《打雁》的模拟枪声。

5. 河南筝曲常使用左手多变的按滑音、按弹音及颤音。

按滑音的快慢随乐曲内容而有不同 ,其中最富特点的为揉

弹间奏 ,使得虚实交错 ,更有韵味 (如 :《打雁》的哀鸣声) ;也

常使用按弹音 ,如由 Mi 音按出 Sol 音 ,由 La 音按出 Do 音 ,

再接下滑手法。如《变奏双叠翠》。

(三)曹派筝曲的演奏技法

1. 颤音 :颤音中有大颤和小颤两种。

大颤 :是以大臂的力量惯入指尖 ,上、下快速按弦。其

特点是 :颤动幅度大 ,连贯性强 ,自然松弛 ,颤中带揉。

小颤 :是以小臂的力量贯入指尖 ,上、下快速按弦 ,是一

种表现极度悲痛情绪时的有效手法。它是利用左臂肌肉的

暂时紧张 ,形成抖动产生 ,弹奏过后 ,立即恢复松驰状态。

2. 摇指 :有大指密摇和游摇两种。

大指密摇 :这种指法是以名指扎桩 ,以腕部带动大指连

续快速托劈。它的速度较快 ,节奏较密 ,一般用来弹奏长音

和连音。特别强调的是 ,在曹派筝曲中 ,大指摇不只是弹奏

空弦 ,而且还配合左手的揉、颤、按、滑技法同时进行 ,形成

一个综合体。其特点是 :音头重、密度大、颗粒性强、铿锵有

力。

游摇 :游摇较大指摇稀疏。游摇上一边摇 ,一边从离筝

柱较近处逐渐向前梁处移动。它的力度由弱渐强 ,音色也

由朦胧逐渐变得明亮 ,同时 ,配合边揉边滑的左手按弦 ,滑

音的音程一般为下行小三度。游摇是一种组合指法的综合

表现 ,它表现乐曲的感情淋漓尽致 ,具有强烈的悲剧效果。

这种指法是由曹东扶独创 ,是他专为弹奏悲哀旋律而设计

的。

3.剔指 :中指向外弹弦叫剔指 ,它常与大指托连用。曹

派筝曲中常用托与剔同时弹奏。这种指法现在已经不常用

了。

河南曹派筝技可概括为 :

名指扎桩四指悬 ,勾摇剃套轻弄弦。须知左手无剃法 ,

推揉按颤自悠然。

名小扎桩手腕弓 ,倒剃正打更轻松 ,结合左手揉按滑 ,

大指密摇持久性。

　　二、山东筝派的艺术风格及特点

山东筝曲分为大板筝曲和小板筝曲两类。山东民间筝

曲主要在山东琴曲、琴书唱腔曲牌及部分民间小调中生成 ,

也从丝弦合奏中脱胎。“碰八板”是山东琴曲中一种主要的

丝弦合奏形式 ,这种民间合奏的组合极具特色 :四种乐器同

时在一起演奏的曲名曲调各不相同 ,但乐曲的板数、调式、

曲调骨干音和句尾落音一致 ,同为“八板体”结构 ,合奏起

来 ,往往在强拍和句尾的同音上“碰”在一起 ,其余部分形成

丰富的支声复调。由于古筝在“碰八板”中的重要性 ,许多

山东琴书音乐的前奏曲 ,间奏曲便在日积月累的反复演奏

中 ,逐渐演变为单独演奏的古筝民间传统乐曲。

(一)山东筝派的艺术风格

山东筝艺流派以丰富的曲目 ,刚劲、内在的音乐气质 ,

朴实、优美的抒情音乐风格在全国享有盛名。山东筝曲的

慢板筝曲着重左手工夫 ,古朴淡雅 ,内在凝重。快板筝曲注

重右手技巧 ,声繁激越 ,热情奔放。山东筝派的代表曲目

有 :《汉宫秋月》、《四段锦》等。

(二)山东筝派演奏技法特点

1. 由于传统山东筝弹奏时以真指甲 (不戴义甲) 演奏 ,

造成右手大指小关节快速托劈演奏技法极富颗粒性 ,旋律

常用 16 分音符连续进行 ,演奏要求指关节爆发力强 ,音色

浑厚有弹性 ,造成一种珠落玉盘之效 ,为山东筝派中最突出

的技法。如《山鸣谷应》。

2. 别于常用指序采用挑抹、劈托指序 ,使音色富于变

化。如《莺啭黄鹂》、《汉宫秋月》。

3.连续的带音头八度大撮同时加上左手上滑重颤音是

此流派所独有。如《大八板》。

4. 除了下行刮奏外亦有上行刮奏 ,且带有音头。随着

乐曲速度不同 ,刮奏速度也有快慢之分 ,然而音色要求多为

明亮、带颗粒性。如《山鸣谷应》、《夜静銮铃》。

5. 由于传统山东筝采用丝弦 ,余音较短 ,且风格较为明

快、热情 ,形成按滑音过程较快 , Fa、Si 音要快速过渡 ,并多

重颤音的特点 ,左手颤音振幅大 ,且频率快。如《风摆翠

竹》。

(三)山东筝派传统的运指法及其特点

1. 大指的运用

大指使用较多 ,触弦刚健有力 ,乐曲的旋律主要用大指

奏出 ,它以灵活而方便的大指小关节作为主要的活动部位。

由连续快速“托劈”构成的大指“摇”(或称“轮”) ,是大指的

主要技法之一。大指的“花奏”指法也使用频繁 ,或称“花

指”,是以大指连续“托”数弦构成的。这种技法其它筝派较

少使用。

因此 ,大指的功夫 ,往往被看作山东派古筝技艺水平高

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2. 中指的运用

在大指奏旋律时 ,通常又以大、中两指构成“勾托”或

“大撮”的演奏手法 ,来变换音色或加强旋律的重音。中指

通常不独立弹奏旋律 ,即使旋律处于低音区 ,也由大指弹

奏。

3. 食指的运用

食指的触弦力度最小 ,偶尔协助大指弹奏旋律 ,在大、

食、中三指中 ,食指运用得最少。这与这一流派刚健浑厚的

风格气质有关。试举一个传统的指法组合“四点”(浙江筝

称法) ,以观各筝派内食指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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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清丽、纤细风格见长的山东筝演奏家高自成的演

奏中 ,食指的使用比别人稍多一些 ,它反映了不同个性的艺

术情趣的演奏家在运指技法上的“偏爱”。

4. 左手按弦技术及其特点

a. 山东筝的滑奏使用较多 ,其上滑音多于下滑音 ,滑奏

速度也较快 ,这与传弦乐曲中大部份为活泼欢快的曲情有

关。

b.“双劈”、“双托”、“双勾”、“双抹”是山东筝具有特色

的指法。赵玉斋曾把它们归纳为“邻弦同音”奏法。它不仅

加强、突出了重音 ,并在流畅的旋律进行中有了棱角。

c.“按、滑、揉、颤”和波澜起伏的“花、刮 ,撮 ,摇”等技

法 ,突出了山东筝曲慢板古朴淡雅和快板热情奔放的音乐

风格。

　　三、山东筝派与河南筝派艺术风格的区别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演奏体会 ,我认为在音乐风格、

演奏技法等方面 ,山东筝与河南筝的区别是明显的。

山东筝风格古朴刚健 ,热情奔放。山东筝派老一辈演

奏家的演奏风格各有不同 ,如赵玉斋的演奏技巧全面而精

湛 ,既有刚健粗犷的气派 ,又有清新优美的情趣 ,善于吸收

其它筝派的长处与新的民间音乐内涵 ,在他的演奏中表现

了山东筝的继承与发展 ;高自成的演奏清新隽永 ,富于韵

味 ,保持了山东筝的传统面貌 ;韩庭贵的演奏是热情奔放 ,

充满了激情。20 世纪 50 年代 ,古筝演奏家赵玉斋先生受

到了钢琴的启发创作而成的《庆丰年》的问世 ,为山东筝带

来了全新的面貌。

河南筝曲的风格与当地人的性格、语言一样 ,明朗流

畅、粗犷有力 ,歌唱性强 ;河南筝有两大特色 :当激昂时 ,如

引吭长啸 ,声振林木 ;当悲切时 ,则哀转久绝。河南筝派的

代表人物有魏子猷、曹东扶、曹桂芬等。其中 ,曹东扶先生

则是在河南筝派传承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善于吸

取和采纳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素材 ,使之同筝的

乐器特点相结合 ,同时大胆地对传统演奏技巧进行改革 ,

并充分地运用到了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乐曲当中 ,其中已被

广为流传的筝曲《闹元宵》就是曹先生诸多音乐作品中的

一首。两地筝派在演奏技术方面可谓各有千秋 ,独具一

格。

右手大指的充分应用 ,是山东筝演奏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这主要包括 ,大指触弦刚健有力 ,乐曲旋律主要由大

指奏出 ,中指、食指作为辅助 ,配合大指的弹奏 ;山东筝的摇

指由大指连续快速的“劈托”构成 ,山东筝摇指时一般都是

先“劈”后“托”,“劈”由大指向内 ,使用光滑的指甲背触弦 ,

音色纯净。在传统的慢板筝曲中 ,大指无快速的“劈托”,而

不存在摇指奏法。在传统快板筝曲中 ,摇指奏出清脆明快

的音响 ,如珠落玉盘 ;山东筝在演奏时主要以大指的小关节

作为活动部位 ;大指“花奏”(或称“花指”) 指法使用很多 ,在

其它筝派中则用得较少。山东筝派非常重视左手的技巧。

在左手技巧中有轻松活泼的颤音、具跳动感的点音、产生不

稳定感的按颤音、表现激动或愤怒的按颤音、活泼轻快的按

滑音等 ,慢板乐曲中山东筝更强调左手技巧的应用。山东

筝的滑奏使用较多 ,上滑音多于下滑音 ,滑奏的过程较快 ,

这些与其传统乐曲中大部份为活泼欢快的音乐风格有关。

山东筝在演奏时 ,揉弦幅度的大小 ,揉弦频率的多少 ,在乐

曲进行中千变万化 ,正是这种多变的揉弦方法 ,形成了山东

筝特有的音乐韵味。左右手联合奏出的“双劈”、“双托”、

“双勾”、“双抹”是山东筝的特色指法之一。该指法的使用

不仅加强、突出了重音 ,同时也更好地体现了山东筝古朴高

雅、清凉浑厚的特点。河南筝作为长期伴奏说唱音乐与河

南曲剧的乐器 ,由于必须要模仿声调的唱腔 ,所以逐渐地形

成了乐器自身的表现技法 ,使得河南筝在戏曲腔韵艺术与

微分音程的运用上 ,呈现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表现 ,

充分地体现在河南筝左手的技法运用上。

河南筝则是以手腕关节、拇指大关节为活动关节。河

南筝派在右手演奏方面的技法与山东筝派有着很大的区

别。在摇指技法方面 ,由于在“大调曲子”的演唱中强调了

字头的咬实 ,从而形成了河南筝在摇指的音头上有较强劲

的倾向性 ,这样的演奏增加了乐曲的起伏感 ;游摇是河南筝

派的一大特点 ,奏时两手配合协调 ,音色和力度有明显的变

化。这种指法是在弹奏一些较悲哀的旋律时使用的 ;河南

筝派对右手中指、食指的使用远大于山东筝派。其中 ,踢指

的使用是河南筝派特有的指法。河南筝的左手技法 ,主要

包括大颤音、小颤音、速滑音、揉弹间奏等。这些技法的应

用 ,为河南筝营造出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风格。

综上所述 ,古筝在历史长河中已走过两千余个春秋 ,从

低级到高级 ,从简陋到精美 ,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历无

数沧桑 ,受历史洗礼。近代每一个筝派皆深受当地剧种、说

唱音乐等影响 ,起初发展虽为“伴奏乐器”,但经过历代筝人

的丰富及创新 ,使得古筝从伴奏乐器的地位脱离出来 ,加上

各地的民歌也逐渐融入古筝音乐之中 ,古筝运用自己特有

的音乐语汇、表现手法成为深受人民喜爱的乐器。当今古

筝作品大量涌现 ,新的演奏技法也层出不穷 ,各种体裁、各

种音调琳琅满目、色彩斑斓。不管是乐器、作品 ,还是演奏

技术 ,它都是在不断地进步。所以我们提倡 ,承先贤之雅

韵 ,开时代之新声。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古筝流

派的差异将会逐渐减弱。展望未来 ,古筝流派的特征将趋

向统一 ,成为中华民族的古筝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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