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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古筝以韵补声的特点谈

自左手的吟
、

揉
、

按
、

滑等传统技法的运用

吟按技法的有关问题进行 了初步探讨
。

同

揉
、

按 滑等技法在不同流派曲目中的具体

意要点等内容
。

【关键词 】左手技法 揉

筝 是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民 族 弹 拨 乐 器 之 一 远 在 春

秋战 国 时期 就流行于 中华大地
,

故被后人 称 为
“

古

筝
“ 。

我 国 历 来 对 古 筝 就很 推 崇 称 古 筝 为 民 族 乐 器

中 的瑰 宝 雅俗 共 赏 的奇 葩 群声 之 祖 万 乐 之 师
。

在 两 千 多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它 以其优美 细 腻 的 音色

别具 一 格 的韵 味 丰 富 多变 的 演奏技 法
,

在 民族器 乐

领域 占据重要地位 其演 奏 由 传 统 的 右 手 弹 拨 发 声

左手按音 生韵 发展 到 双手 同 弹 两声部配合
。

表 演 手

法 丰 富 多彩 舞 台形 象 生 动 活泼
。

时 至今 日 筝 已 成

为 一 种 深 受 人 民 群 众 喜 爱 的 真 正 达 到 雅 俗 共 赏 的 民

族 弹 拨 乐 器
。

筝是 以五声音阶定弦
、 、

的半固

定音阶 乐器
。 、

是通过
、

两弦的按压 由右手

弹弦取 得 除 了这 个音 以外 还 有
“

吟
、

揉
、

滑
’‘

等

按 音 的 运 用
。

以 右 手 弹 弦 取 得 各 弦 的本音 此 为
“

声
‘ ’

通过左手 的按 压加 以 变化 使弦音 袅 袅 不绝

如 缕 这 种 经 过 润 饰 的 音称 为
’‘

韵
“ 。

中 国 传统 音 乐

始 终 贯 穿 着 一 个
“

韵
“

字
“

韵
“

就像意 境
、

气 质 一

样
,

是 只 可 意 会 不 可言 传 的 东 西
“

韵
“

是 以 庄 子 为

代表 的 超 然 自 由精神 在音 乐 艺 术 中 的张 扬
。

古 筝演

奏 靠 左 手 的 揉
、

滑
、

压
、

颇
“

以韵 补 声
“ 。

一

以 韵 补 声
’‘

充 分体现 了 筝 的 左 手 传统技 法 是 很

有 特 色 的 它 在 施 展 筝 乐 魅 力 的 过 程 中 起 着 至 关 重

要的作用
。

所谓
“

以韵补声
“

就是通过左手按音 奏

出 本 弦 以 外 的 音 这 种 按音 在 曲 中可 起 到 色 彩 的 装

饰 作用
,

也可 以起转 换调 性
,

改 变或 加 强 乐 曲情绪 的

作 用 使乐 曲 的 表情更 细腻婉转 富 有韵 味
。

筝 乐风

韵 独特
,

个性鲜 明 其 定 了 其在 民 乐 中的 地位
,

是 其

他 固 定 或 半 固 定 音 阶 乐 器所不 能 取代 的
。

古 筝 之 所 以 能 流 传 两 千 多 年 而 不 被 淘 汰
,

主 要

是 因 为 古 筝在 演 奏 中 依 重 于 左手 在 筝码 左边
一

按
‘ ’

的 各 种 技 巧 的 运 用 及 由此 产 生 的 特有 韵 味 我 们 应

该 对 如 何 更好地发 挥 筝 的这 一特色 加 以 探 讨和 研究
,

在 继 承 和 创 新 中 使 筝艺 在 原 有 的基 础 上 得 到 升华
。

左手指法虽名 目繁多 但实际都是
“

揉弦
“

和
“

滑

门



奏
‘ ’

两 种 技 法 的 变体
。

下 面就

把 筝 的 左 手 传 统 技 法 分 为 两

类 一类是吟揉类技法 一类是

按滑 类 技 法
。

左 手 揉 弦 在 乐 曲 中 的 重 要 性

相 对来说 已 不 那 么 突 出
。

一
、

吟操类技法
通 过 左手 吟揉 技 法使 筝 的

余 音 起 波 浪状 而 得 袅 袅 余 音
,

环 耳 不 绝 使 听 者感 到 余 韵 悠 一 端

一
一 ,

长
,

回 味 无 穷
。

筝余音产 生波浪状 的 原理是靠手指 下 压

还原而使弦 的张 力起变化而 获 得的
。

揉弦是筝 的重要技

巧和 表现手 法 之一 它 在 演 奏 中主要是起润饰作用
。

它

既 不 同 于拉弦 乐 器改 变弦长 的揉弦 也不 同 于某些弹拨

乐 器 的小 幅度单指揉弦
。

揉弦 的姿势和 方 法
,

历来 因此

因 人 而 异
,

多 种 多样 但 归 纳 起来有 以 下 三 种

第 一 种 是 以 腕 关 节 为 轴 心
。

第 二 种 以 肘 关 节 为 轴

心
。

第 三种 是 手竹平放 手指 自然下垂 以 指尖触弦

指与弦形成约 角 以腕关节为 轴心 与指
、

肘关节

有 机地配合 在弦 上 作一 上一下 地揉动
。

不 同 揉弦 法 各有其特点
,

在演 奏 时如 果 不 能 很好选

用
,

就可 能 出 现风格 不象
,

韵 味不浓 的 情况
。

当 然
,

乐

曲 的风格是 多种 因 紊 构成 不能否认揉弦是其 中 的一个

重 要 因 素
,

尤 其是对于传统筝 曲来说
。

对各 流 派 的传统

筝 曲 最好尽 采 用 各个流 派 的 传统 的 揉弦法 经过研

究 总结 我认 为 北派 筝 曲 的揉弦 多 以肘关 节 为 轴心 南

派 筝 曲 多 以腕 关 节 为 轴心
。

至于创作筝 曲 一类是带 有

地方风格 的 如 《伊犁 河畔 》
、

《庆丰年 》等筝 曲 最好

运 用 当地传统 的 揉弦 法
。

根据湖 南 名歌 改 编 筝 曲 《洞 庭

新歌 》在 演 奏 《如 歌 的 慢板 描 写 自然 景色 的 乐 段 中
,

用 了 合适 的
“

轻颇音
‘ ’

后
,

乐 曲更 加舒畅而优美
。

热情

的 小快板 在 表现欢快 的 乐 段 中 用 了 合 适 的
“

持续颇

音
“

后 乐 曲更显兴奋
、

欢快
。

《幸福渠水 到俺村 》在 表

现悲愤情绪 的 乐 段 中
,

用 了 合适 的
‘

重颇音
“

后 既体

现 出 乐 曲 的 河南音 乐 风格 又使旋律 更 添凄惨和 悲 愤
。

在 乐句 的 结束音 上
,

用 了 合适 的颇音 会使 乐 句 的 结束

更 加稳定而完美
。

还有一类是不带地方风格特点 的创作

攀 曲 如 果能根据 乐 曲 的具体要 求选 用 更好
,

要 么 就仍

按 照 演 奏者的 习 惯揉弦法揉弦 因 为 这类 筝 曲 一般较

偏 于双手弹奏
、

各种和弦与 复调 的应用 气氛也较强

一般除慢乐段外 揉弦常被和揉 的余音被盖起来 因 此

二
、

按滑类技法
筝 的 左 手 按 滑 类 技 法

一般是指滑
、

按 点
、

压等技

法
。

滑音

滑 音 是 筝 左 手 技 法 中 最

常 用 的技 法 之 一
。

滑 音
,

顾 名 思 义 是一 种 滑 动 的 音

滑音 以 滑 为主 造成一种过程
,

一种 滑 动 的效果 它 有

一 种倾 向感
。

滑音在古筝 演 奏 中增 强 了 音 乐 的色 彩 使

所要表达 的 乐 曲 内容更 加 生 动 更 富于歌 唱 性 筝 的滑

音很丰 富 主要 有 上滑音
、

下 滑音
、

连线滑 音
、

上 回 转

滑音和 下 回 转滑音五 种 其 中上 滑音和 下 滑 音是最 常 用

的
。

上 清 音 上 滑音是从低音往高音滑 行 的滑音

其符号标记 为
“ ’‘

标在所滑音之后
。

上 滑音 的 演 奏方

法 是 右手弹弦后 左手 在 琴码左侧 用 食
、

中
、

名 三指

按弦 把弦音升高 至所需高 度
。

上 滑音具体按滑 到 什 么

高度
,

有 两种情况 一种是 习 惯 高度
,

即 按五声音阶定

弦音 的 上 滑音
。

各音所滑 到 的 音 高是这样 的 上 滑 至

上滑至 上滑至 上滑至 上滑至
。

在

这里 ,
、 、

的上滑滑 了 大二度 而
、

的上滑音滑 了

小 三度
。

另 外一种就是具体标 明 的上 滑 高度
,

如 即 从

上滑到
。

如果弹 的是传统风格的筝 曲
,

上滑音一般

按第 一 种 习 惯高 度 的滑 法 即 上 滑 升高 至五 声音阶上 行

级进 的 那个音
。

上 滑音 的 时 值 占原音 时值 的 一 半
,

如

的实 际音响是
。

但有 时根据各流派 的不同要求 滑按

出 的音 的 时值也会长于本音 的 时值
。

对于上 滑音 的演奏应该注意两个 问题 第一 在 同

一根弦上 左手滑 大 二度滑音 的 用 力要小 于 滑 小三度 的

用 力
。

第二 古筝高音弦 的 张 力 和低音弦 的张 力 相 差很

多 因 而 在 不 同 弦上 的 力 也是不尽相 同 的
。

下 清 音 下滑音是 由高音往低音滑 行的滑音
,

其符号标记为
“ ‘ ’

标在所滑音之前
。

下 滑音的弹赛方

法是 先 用 左手食
、

中
、

名三指把琴弦左侧 的弦按到所

播音高 再用 右手弹拨琴弦
,

随后逐渐放松左手 使音

由高 向低下滑
。

下 滑音具体按滑 到 什么 高 度 也有 两 种

情况 一种是 习 惯高度 即 按五 声音阶定弦音 的下滑音
。



如 , 下滑到 下滑到 下滑到 下滑到

下滑到
。

另一种是具体表 明的下滑高度 如
,

即

滑到
,

即 滑到
。

如 果弹的是传统攀 曲 下滑音

一般都按第一种 习惯高度 的滑法 即 下滑 降 至 五 声音阶

下 行级 进 的 那 个音
。

下 滑 音 的 时 值 和 上 滑 音 的 时值 一

样 也耍根 据各流 派 的不 同 要 求 具体情况其体对待
。

例 如 我们 在 演 赛河南 攀 曲 《河 南八板 》时 左手 的

音和 音滑音较 多 音准应到 位 滑音过 高或过 多都会

影 响音乐 的韵 味和风格
。

河南 事左手演 奏技巧 中频萦使

用 大二 小三度上
、

下 滑音 特别 适 合 中 州 锉锵抑 扬 的

声 调 使攀具 有朴实纯正 的韵 味
。

在 我 国诸 多攀流派 中

客家 攀 以 古朴 典雅而 普称 丰 宫 多 变的 左手按滑音

是客 家独特的典雅特点 如
‘

点按
、 “

回 滑音
’ 、 “

上 滑

音
“

和
“

下 滑音
“

这 些

都 使 攀 曲 更 其 有 内 涵 和

深 度
。

由 于 传 统 音 乐 中 滑

音的五声风格
、 、 、

、

音阶中的滑音既有大

二度
,

也有小三度 弹赛

时按 弦 的 力 也就不 同

另外 和上滑音一样 古

攀 离 音 弦 的 张 力 和 低 音

弦的张力相差很大 因而

在 不 同 弦 上 所使 的 力 也

就不 同
。

在这方面 无论是 上滑音还是 下 滑音 道理都

是相 同 的
。

按音

按音不 同 于 滑音 又 不 同 于 点 弦 一般也 多不标 以

符号
。

如
、

两音和各种变化音都通过按音弹 出 有 的

音乐 由干某种表现上 的祷耍 不从 原 弦弹 出 而从其他

弦按弦弹出 如有 的 从 弦上弹 出 有 的从 从 上

弹 出
,

这些均属 按音
。

按音是在右手拨弦 之前
,

左手 的

食
、

中
、

名三指在该琴码左侧弦段 向 下 按弦 使琴码右

侧弦 的 实 际音高升高二度或三度 这种 由 左手 在 琴码左

侧 下 按 琴弦
、

从 自 然音 上 取 褥 人 为 音 的技 法 称 为
“

按

音
‘ 。

按弦 的 方 法是将左手放在弦 上往下按
,

就可 以褥到

离 于原弦 的音 左手往下 按得越深
,

发 出 的 音就越 高
。

在按弦 时我们 摇 要注愈 以下 几个 问厄 第一
,

按弦 时
,

左手手指必须迅速准确按压 力 求一 步到位 不要造成

二次按弦
。

按弦 的 手指不耍来 回 移动 或 上 下滑动
,

避免

按弦过程 中 出 现过 渡音和 明 显 的滑音 第 二 按弦 时
,

手腕和手指保持足够的压弦力 度 在弹三度按音时 压

弦 的 力 度就要 一 些
。

一般来说 按音 的 方 法 还是较容 易 掌握 的 但是
,

往往有些 人 对按音与 滑 音 的区 别 总是不 那 么 清楚
。

实 际

上 只 要认清两者之 间 的 不 同 之 处 就很容 易 将 它 们 区

别开来
。

在演奏技法 上 按音和 滑音是有 区 别 的 按音

虽说是 由其它 弦上按 出的非 空 弦音
,

但是这种按音较称

定 而 滑音正相 反 它是 以滑音 为主
,

弹赛上追 求滑 动

和 游移
。

在音响 上 二 者也有所不 同 虽 然按音 总 是姗

要加揉弦等技巧来润 色音质
,

但 总体来说 按音 的音准

较 固 定 而 滑音无论加 其他什 么 技巧 其滑 动
、

有韵味

的效 果是其他技巧 替 代不 了 的
。

音 是左手对右手所弹赛旋律的极短哲的修饰
。

所谓点
,

就在这
“

瞬 间 即离
“

上 所 以动作要求迅速
,

否

则就容 易 弹成滑音 了
。

此外点 弦弹 性耍大 要利 用 手和

弦 的反 弹力 这样才使 点 弦更 有 光彩
。

点 音的符号标记

为
‘ ’ 。

点音在南 派 攀 曲 中用 的较 多 北派攀较少 用 尤其

是 右手 弹弦后 的 点音 更

为 罕 见
。

点音 和 滑音 如 果

没 有仔细分辨 很容 易 混

淆
。

我认 为 二 者 间最大 的

不 同 之 处 就 是 按 弦 的 速

度 演 赛 点 音 时 左手急

速 按 弦 韵 味 在 瞬 间 显

现 其 有 轻盈
、

员 活
、

潇

洒
、

悠然 的特点
。

而 滑 音

则 不然
。

如 果 点 音演 宾不

好 左 手 点 弦 速 度 偏 慢

就 容 易 成 为 渭 音 可 以

说 点 音技法对于旋律起到 一种 画 龙 点 睛 的作用 如 能

恰 当掌握及运 用 会 为 演 赛 增 色 不少
。

压音

压音是新发展 的技巧 应用 很 少 一般 多用 于表现

某些特殊效 果
。

如 王 昌 元 的 《战 台风 》中 以左手 指 甲移

动压弦 配合右手 的连摇 以表现一风雨 的 啸 鸣声等
。

这

些压弦 的运 用 都很巧妙和 形 象
。

压一般用 在热烈 欢腾的

乐 曲 中
。

综 上所述 左手 的
“

吟
、 ’

揉
、

按
、

滑
“

能使古 攀 乐

曲旋律更 加优美
、

细腻 宫于韵律 如 果 失去左手 的吟
、

揉
、

按
、

滑 将失 去古 筝本 身 的魅 力 和特色
。

传统的左

手 吟按技 法 在 古 筝 演 奏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极 大 地 延 伸 扩 大

了
,

在现代古筝演 央 中 它 的表现力将 更 为丰宫 作用

更 为 , 要
,

我们相信左手这一 孟要技法将越来越 受 到 广

大 古筝 演 赛者的 , 视 褥到 更 大 更 快 的 发展

参考文献

【 《古 拳弹奏指 南 》
,

张 弓若
,

江苏 丈 艺 出 版社
。

〔 」《古 子教程 》
,

闰 俐著
,

辽 宁教育 出 版社
。

「 〕《中国音 乐欣 赏丛 书 一 古 子音 乐 》
,

周 耘若
,

长沙

湖 南 教 育 出 版社
。

【 」《中国 古 手名 曲 荟革 》
,

阁 黎突若
,

上 海音 乐 出版

社
。

连云区艺术学校 江苏 连云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