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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吟

刮奏在古筝演奏中的运用 3

摘要 : 刮奏 , 作为古筝演奏过程中最为常见却极其重要的技法之一 , 有其深刻的演奏内涵和高

难度的演奏技巧。通过对刮奏的分类、运用实况、详细演奏方法以及具体应用环境等问题的详

细论述 , 旨在初步建立刮奏在古筝演奏中的运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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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筝 , 自古柔美清丽 , 以描写山的巍峨和水的秀美见长。历代文人墨客 , 都曾用华美的诗篇辞章来描

绘筝那令人神驰的艺术境界。在当代 , 筝更是作为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民族乐器被西方众多音乐爱好者

称为 “chinese p iano”。作为一种大音域的纯五声音阶定调乐器 , 刮奏 , 可以说是筝演奏中一种最为常

见 , 也是最为重要的技法之一。因为 “大音域 ”, 筝的刮奏在音色、音量和表现力上的变化极其丰富 ;

也因为 “纯五声定调 ”排除了自然音阶中半音和不和谐音程的存在 , 筝的刮奏在音色的清丽典雅 , 以

及和声共鸣上的纯正统一等 , 都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刮奏 , 在筝两千多年的艺术生命中 , 表现出

了它不可替换的代表性和独特的个性特征 , 以其千姿百态、绚烂多彩的瑰丽形态 , 渗透在二十一弦的

血脉里 , 荡漾在五音百变的律动中 , 赋予了古筝艺术灵动的形态和经久不衰的魅力。人们通常认为 ,

刮奏 , 不过是以指上下拨动琴弦的简单技巧 , 甚至是从未接触过筝的门外汉也可轻易完成。其实不然。

所谓 “江河浩渺、湖海滔滔、风云突起、气象万千 ”, 世间百态 , 也就是在这串珠成线的小作为中 , 筝

的魅力 , 隐含在这种看似简单实则内有洞天的小技巧中。

刮奏 , 作为一种以一指迅速弹奏音阶的技巧 , 不仅在古筝演奏中常用 , 在钢琴、小提琴、扬琴等众

多中西方乐器演奏中也常有用到 , 那么 , 同样是音阶行走的技巧 , 刮奏与我们常见的逐次弹奏音阶有

什么区别呢 ? 刮奏的音阶行走重点不在于突出音阶内的个音 , 而是一种把个音连成线状 , 形成块面的

一次性惯性动作 , 所以 , 刮奏多是以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手指依靠手臂和身体的运动惯性统一完成。通

常 , 我们很难在刮奏中听到具体的个音 , 刮奏往往给人一种大面积的、流畅的音响效果。

一、刮奏的分类

刮奏 , 一般也称 “花指 ”、“历音 (列音 ) ”, 但这两称 , 却不完全可以作为刮奏的别名 , 具体地

说 , 刮奏 , 作为一种以一指迅速弹奏音阶的技巧 , 从时值分配的长短上可分为“花指 ”和 “历音 ”。

11花指。

指法符号 : “3 ”。说到花指 , 总忍不住要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 “小 ”字 , 因其在乐曲中通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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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音或八分音符存在 , 时值短 , 经过音少 (一般控制在七八个音之内 ) , 多为下行音阶。

21历音 (列音 )。

指法符号 : “∗ + , − ”。这是名副其实的 “大刮奏 ”了 , 历音无固定时值 , 常见有一拍 , 一小节 ,

一句甚至是一个大段落 , 有连续的上行或下行音阶 , 也有上下行回环音阶 , 有用右手或左手单独演奏 ,

也有用双手组合演奏 , 有在有效音区内演奏 , 也多见在无效音区内完成。总的来说 , 历音是人们普遍

印象中的 “刮奏 ”, 是一种可塑性极强、表现力极丰富的技巧。

另一方面 , 从刮奏的作用性上 , 我们又可将其细分为 : 连接性刮奏、装饰性刮奏和内容性刮奏。

11连接性刮奏。

筝作为一弹拨乐器 , 出音具有明显的 “点状特征 ”, 所以 , 在演奏中 , 我们常设法用摇指、点指、

轮指等技法来弥补筝音色中缺少 “线状性 ”的弱点 , 而刮奏 , 则正是演奏 “线性音色 ”的最佳技巧。

连接性刮奏多以花指的形式出现 , 短小 , 却是旋律中的 “黏合剂 ”和 “调和剂 ”, 能很好地连接起筝的

“点状音 ”, 使旋律达到点、线的完美统一 , 使乐曲灵动流畅而富有生机。

21装饰性刮奏。

其并不必定为花指或历音 , 目的纯粹在于 “装饰 ”。刮奏因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 音色音量可

多变 , 因此是上佳的装饰加花品。在旋律的进行中添加刮奏 , 可使原本略显严肃工整甚至呆板的个性

顿时活泼起来 , 显得流畅而有趣味。

31内容性刮奏 : 又可细分为 “仿声性刮奏 ”、“描绘性刮奏 ”两大类。

( 1) 仿声性刮奏。

以模仿并再现自然界事态万物的声响为目的 , 利用筝在某些音区的特性 , 形象地模仿具体的声音。

如 《战台风 》中大段无效音区的扫刮 , 能真实地再现台风来袭时呼啸的嘶吼声。

( 2) 描绘性刮奏。

这多是刮奏的独奏段落 , 利用音区、音色、音量上的繁复变化 , 形象地描绘和渲染大面积的图景 ,

突出立体感 , 一如绘画中的 “写意 ”手法 , 旨在引起听者的想象和共鸣 , 营造气氛 , 宣泄情绪 , 达到

“身临其境 ”的效果。如 《高山流水 》中后半流水篇 , 在按滑的同时 , 大量而连续地使用上下行刮奏手

法来表现流水的细流绵绵、滔滔不绝、奔腾澎湃、滚滚而来的形态 , 形象生动 , 让人有身临其境、耳

闻其声之感。又如 《东海渔歌 》中开头一段长达 56小节的刮奏段落 , 仅靠四个有效音区 , 二十一根琴

弦 , 和五声音阶走向 , 形象地展现了碧海空阔、浩渺无垠的旷达以及波涛翻滚、层出不穷的奇妙景象。

二、刮奏的具体运用

这看似简单的同指惯性连续音阶行走的运动 , 其内含的隐藏技巧和深刻意境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相信很多人习筝 , 开始都无法理解刮奏的难处 , 更体会不了在不同乐曲中刮奏所具有的不同作用 , 因

而深受其苦 , 以致所有乐曲皆用同一刮奏法 , 直至把曲子弹得木讷平板 , 毫无意境可言。其实所有技

巧的运用 , 都在于 “揣摩体会 ”和 “反复练习 ”, 能做到这两点 , 必然有所得。刮奏的运用 , 也理当

如此。

首先 , 演奏时必须考虑到刮奏的类型。不同类的刮奏在具体运用方面是颇有讲究的。前面已经谈到

了关于刮奏的分类 , 以下细说具体的运用。

连接性刮奏 , 必须做到 “连 ”, 要最大程度地使其与前后音相连。这就又牵涉到刮奏的时值问题。

应考虑刮奏是倚音形态还是八分音形态 , 依照刻定的时值来安排刮奏的长度和音阶走行的频率 , 务求

充实、饱满 , 前后黏连 , 才能够达到连接性刮奏的目的。而装饰性刮奏则重在 “装饰 ”二字 , 必须起

到 “锦上添花 ”的功用 , 要做到短小灵动 , 突出一个 “趣 ”字 , 因此装饰性刮奏的音阶行走频率一般

较快 , 要刮得轻盈流畅而不死板。

特别要强调的是 , 前面提到装饰性刮奏与连接性刮奏并存的问题 , 但是 , “并存 ”并不等同于 “兼

容 ”, 这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刮奏类型 , 不可混为一谈 , 不能因为两者间的相似而把它们统归为同一类

型。仔细品味 , 我们不难发现 , 装饰性刮奏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连接作用 , 但其往往更强调与后一音

的黏合度而不着重与前一音相连。有时 , 为了增加装饰性刮奏的 “趣意 ”, 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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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音符或者更短的倚音 , 只做主音发生前的起势存在。而连接性刮奏是绝不允许与前后脱开的。二者

相较 , 装饰性刮奏比连接性刮奏来得更为灵活和多变 , 所以乐曲中常存在 “作为连接性刮奏使用的装

饰性刮奏 ”。

内容性刮奏是刮奏运用中最复杂 ,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 , 它要表现的景象和情绪千变万化 , 完全在

于演奏者如何表达。有意思的是 , 同一个刮奏在不同的乐曲中有不同的意味 , 在不同的演奏者手中又

有不同的灵性 , 在不同的听者耳中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内容性刮奏就好比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橡皮

泥 , 你想要捏什么 , 捏得像不像、好不好看全靠自己把握。内容性刮奏的高深之处就在于演奏者须与

听者形成共鸣 , 把你想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弹奏与听众脑海中浮现的内容统一起来 , 老话常用 “对牛弹

琴 ”来形容听者麻木 ,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演奏者不能很好地传达信息而与听者脱节所造成的呢 ? 所以 ,

把握内容性刮奏最关键的在于 “感受 ”, 没有感觉的音乐是死音乐 , 没有感觉的刮奏要来何用 ? 演奏刮

奏时 , 必须有 “1 + 1 > 2”的效果 , 无论是几个音阶回环的大刮奏或是两三个音的花指 , 都要能准确地

表达意境 , 表现情绪 , 否则刮奏便成了可有可无 , 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无用之物。

在具体演奏运用时 , 首先要对乐曲、对当前段 , 甚至对眼下句所要表现的内容有所体会 , 脑海里要

有非常具体的图画形象。“绘风 ”和 “写水 ”可以说是内容性刮奏的两个大头 , 仅仅在这 “两个大头 ”

之内 , 也包含着极多的变化和学问。譬如乐曲通篇写的是水 , 那么当前段是山中瀑布还是山涧小溪 ?

眼下一节是隐藏的泉源还是开阔的大河流 ? 举 《高山流水 》中 “流水 ”篇为例 , 通篇是接连不断大幅

度的上下行刮奏回环 , 但刮在低音区表现峰顶挂川的雄伟 , 在高音区是坡上小涧般的轻盈 ; 上行刮奏

是清泉缓缓而去 , 下行刮奏如瀑布滚滚而来 ; 轻奏是远水 , 弹响是近泉 , 句句变化 , 层层新意 , 其中

奥妙 , 可见一斑。再说娄树华的 《渔舟唱晚 》, 后半篇快板中所使用的连接性花指 , 也是如此。这里的

花指犹如划桨时扬起的水花 , 颇具动态 : 慢起时像舟桨轻划 , 湖面平静 , 夕阳美好 , 而后舟桨越划越

急 , 花指越来越快 , 直至湖水翻滚 , 水花四溅 , 好一派 “丰收归来喜赛舟 ”的热闹景象。除了写水 ,

风也是作曲家很乐意用刮奏的手法来表现的内容 , 和风徐徐 , 狂风暴雨 , 寒风凛冽 , 暖风宜人 , 感觉

上的差异需要反复思量。以王昌元写风的名作 《战台风 》为例 , 第二段是具体描写暴风来袭的经典段

落。应该了解的是 , 《战台风 》整曲表现的是台风袭击码头 , 工人奋勇抗台的情景 , 既然是码头 , 那么

这里的 “风 ”必然也与 “水 ”相关。演奏时 , 可将第二段细分为四大句 , 每句的刮奏运用大致又可分

为三类 : 左手上下行回刮 , 双手有、无效音区同刮及右手带旋律的连接性刮奏。这里 , 必须把握住的

核心问题是 “远 ”景、“近 ”景的转换。四句话 , 四幅由远及近的图画 , 三种刮奏都要注意通过 “由慢

渐快 ”、“由弱渐强 ”来表现空间距离的转换 , 用带扫弦的回刮来表现台风呼啸 , 用双手同时向外猛烈

出弦来表现惊涛拍岸的壮观 , “风 ”、“水 ”相结合 , 气势磅礴。而当乐曲进入到慢板段落以后 , 就又是

另外一番景象了。到这里 , 风停雨歇 , 日光美好 , 天地一派祥和。所以 , 刮奏也必须马上 “美好温和 ”

起来 , 要赶快收起第二段所采用的扫弦式刮奏法 , 放慢走弦频率 , 尽量使乐句饱满温润。

自然界的事物本来就是千奇百怪 , 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变数。刮奏作为再现自然的艺术手法 , 也就必

须做到灵、活、变 , 切忌雷同 , 切忌死板 , 切忌没有内在空间。万不可同一状态用整曲 , 同一情绪覆

全部。

三、刮奏的演奏方法

刮奏练习时经常遇到的难题可以总结为 : 一是走弦时义甲杂音大 , 二是上下行走向无法完全相连 ,

三是乐曲中使用力度控制不好 , 四是刮奏音色总显呆板 , 五是刮奏与主音无法融合 , 六是演奏情绪不

能完全赋予刮奏等等。针对这些具体问题 , 以下详述解决方法。

(一 ) 走弦时义甲杂音大。

义甲杂音 , 这个渗透于古筝演奏所有技巧中的难题 , 自然也无可避免地存在于刮奏中。由于刮奏运

用时经过的弦多 , 义甲与琴弦的接触频率最大 , 产生杂音的机会也最多。杂音一旦产生 , 就使得刮奏

的可听性和表现力都会大幅度下降。因此 , 怎样消除义甲杂音 , 是刮奏演奏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 杂音是由于义甲与琴弦不完全接触 , 琴弦在虚触不稳定的义甲上振动 , 以及义甲与琴

弦的接触面不正而产生的 , 因此解决的方法只有尽量减短义甲触弦的时间 , 保证手指的每一次触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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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 “实 ”, 义甲才能完全是正面触弦 , 有内在力 , 稳定而不虚软。同理运用于刮奏中可得出 , 解决义

甲杂音的方法有两种 , 一是 “食大指互倚法 ”, 二是 “指关节突起法 ”。如奏大段的上行或下行刮奏 ,

可用 “食大指互倚法 ”。上行以食指抵住大指内侧义甲做支撑 , 下行则用大指抵食指来增加指尖的稳定

度 , 保证走弦时义甲平稳。如奏连续而快速的上下行回环刮奏 , 这时假如还是采用 “两指互倚 ”, 显然

会严重影响连接速度 , 使回环不完美 , 那么 , 我们就可运用 “指关节突起法 ”。演奏时使力突起食指或

大指的中小关节 , 并在走弦过程中保持关节的张力不变 , 此举与 “两指互倚法 ”一样 , 目的在于保持

指尖的稳定并使义甲在运动过程中与琴弦形成的角度和触弦深度始终不变。这点非常重要。须知 , 弹

奏时义甲与琴弦的最佳角度在 45度左右 , 触弦的最佳深度在甲尖与橡胶的二分之一处最为合适。甲弦

角度过大会直接导致义甲杂音和走弦阻力大 , 而角度过小又会造成义甲不完全触弦 , 手型怪异 , 音色

不佳。触弦过深会增大过弦阻力 , 在义甲杂音上又添加橡胶杂音并且极容易导致手指不受控制而掉入

弦面 ; 而触弦浅又会使出音虚弱轻飘。

(二 ) 回环刮奏时上下行无法完全相连。

上佳的上下行回环刮奏是能够让上下行音阶完美连接 , 转向时不存在任何空隙 , 在音色音量上高

度统一。前面已提到 , 如果在刮奏上下行回环中运用 “两指互倚法 ”因转向时存在换指和重心转移的

间歇 , 会导致上下行无法融合 , 因此在刮奏回环时一般使用 “指关节突起法 ”, 在消除杂音的基础上增

加回环的密合度。在演奏中 , 以左手的回环刮奏为例 , 根据手部的自然结构 , 大指位于食指右侧 , 回

环时应注意 “逆时针 ”的原则。两指好像共同完成一个逆时针圆圈 , 食指 “画 ”左半圈 , 大指回

“画 ”右半圈。演奏时 , 虎口打开 , 食指、大指突关节撑住义甲 , 刮奏起来 , 只要想象着把 “圈 ”画连

了 , 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同理运用于右手回环 , 由于右手大指位于食指左侧 , 故应转用 “顺时针 ”

原则来保证连贯。在大量实践中 , 我们可以发现 , “顺时针 ”、“逆时针 ”回环刮奏法在连贯度上要远比

“直线形 ”刮奏法优越许多 , 更重要的是 , “顺时针 ”、“逆时针 ”回环能保证刮奏总是在最佳音色位置

(岳山与琴码偏中 ) 完成 , 在演奏姿态上也较为优美。

(三 ) 力度控制。

力度的控制除了用力大小的变化外 , 有时也是情绪起伏的外在表现。关于使用力度的问题 , 我们又

可将它细分为若干个小问题。

( 1) 同一刮奏行走中力度不统一。同一刮奏中 , 强弱控制除了力度大小外 , 很大程度上是由行走

频率决定的 , 频率快 , 易强 ; 频率慢 , 易弱。在普通的刮奏中 , 我们常犯刮奏起势慢而收势快 (类似

于 “扫刮 ”) 的毛病 , 这就造成了前弱后强、前松后紧的问题。所以 , 刮奏时必须保证行走频率的统

一 , 在固定时值内平均安排 , 切不可随性而来。

( 2) 弱刮奏音色不佳。很多人都苦恼 , 刮奏力度一小 , 出现杂音就无法控制 , 而且断断续续 , 虚

弱无力。这除了刮奏的方法和触弦的角度要正确之外 , 还要注意整个手部须松弛 , 动作要连贯。至于

具体该花多少力去奏弱刮奏才最为合适 , 推荐使用 “划水法 ”进行练习。用手指在水平面上做 “顺时

针 ”或 “逆时针 ”刮奏动作 , 触水深度控制在指尖、橡胶的二分之一 , 务求动作连贯 , 这时手指划破

水面的力度恰好是琴面上弱刮奏所需要的力度 。

(3) 扫刮无法控制合理力度产生共鸣。在刮奏的前或后加上快速扫弦 , 称为 “扫刮 ”, 它往往是为

了表现一些比较激烈的事物或情绪。此时 , 如何奏出合适音量以形成琴箱共鸣是非常重要的。奏得过

强 , 琴箱会充斥一种 “呲呲呜呜 ”的噪音 , 非常不雅。需要明白的是 , 很多练习者都把琴发出噪音归

结为乐器本身的质量问题 , 其实不然。琴箱共鸣有一个最大额度 , 过了这个度 , 其他的一些部件 (尤

其金属部件 ) 就会发出噪音。所以 , 噪音问题多是因为弹奏时用力不当造成的。用力不当 , 也就是俗

称的 “用蛮力 ”, 是弹琴中一大忌 , 在扫刮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扫刮的重点在于 “扫 ”, 最大力度

也只能用在扫的一刹那 , 如果在整个长刮奏中都使用最大力度 , 那么不但无法突出 “扫 ”的效果 , 更

容易超出琴箱的最大承受力 , 使琴发出噪音 “表示抗议 ”。正确的方法应把整个扫刮分成两个部分 ,

“刮 ”和 “扫 ”用两种走弦频率 , 把力度集中在扫弦的那一点上 , 前面的刮奏只起 “推波助澜 ”的作

用 , 扫弦时频率突然加快 , 用力方向向上 , 切忌往下压。掌握好这 “突然 ”二字 , 扫刮的效果会提升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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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气息和力度的关系。在刮奏中要做到渐弱渐强 , 和演奏者本身的呼吸节奏密切相关。一般可

总结为 , 渐强吸气 , 渐弱吐气。当然 , 这与演奏者的日常练习习惯也有一定的联系 , 但我们在吸气时 ,

人总会充满力量 , 适应做强 , 而在吐气时比较舒缓 , 与弱的感觉相似。将力度与呼吸节奏挂钩 , 才能

应用自如。

(四 ) 刮奏不流动 , 音色总显呆板。

流畅是刮奏的特性 , 但我们在实际运用中 , 往往很难做到这点。演奏时 , 要做到 “手腕始终在手

指之前 ”, 用手腕带动手指 , 多 “拉 ”少 “推 ”。人呆板 , 琴声又怎么会灵动呢 ? 手臂不要随着刮奏的

上下行律动起来 , 肘部打开。义甲的触弦深浅要严格控制 , 过深触弦是刮奏流畅的第一大敌。

(五 ) 刮奏与主音无法融合。

这类问题主要发生在连接性刮奏与装饰性刮奏中。这两种刮奏对于刮奏与主音的黏合度要求相当

高。在实际应用时 , 演奏者常深受二者无法完全融合之苦。刮奏与主音相接的方式大致可分为四类。

(1) 刮奏与大指 (托 ) 连接。这时应注意 , 刮奏的长度要控制在距离主音一到一个半八度之内 ( 7

到 15个音 ) , 并按照既定时值合理安排走弦频率 , 不可长不可短 , 刮奏时必须奏到要托的主音的前一

个音上 (托 1必须刮到 2止 , 托 6必须到 1止 ) , 切不可不到或过头。

( 2) 刮奏与食指 (抹 ) 连接。这里的要求与托大致相同 , 应注意 , 合理安排长度、频率 , 必须刮

到抹音的前一个音上 (抹 1到 6止 , 抹 6到 5止 ) 。

( 3) 刮奏与中指 (勾 ) 连接。在实际演奏时 ,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 一般刮奏接勾指的后一个

音多是用托 (大指 ) 完成 , 因此连接时应注意刮奏必须在勾音翻高八度音的后一个音上止 (勾 1要停

在 2, 勾 6 要停在 1) , 不可过头 , 这样才能使刮奏与勾托这对连续指法紧密连接。

( 4) 刮奏与大 (小 ) 撮连接。在这种情况下 , 刮奏必须止在合音中大指所在音的后一个音上 , 而

不是中指音 (要止在 2上 , 止在 6上 )。

明确刮奏的起止 , 合理安排频率并多加练习 , 刮奏与主音必定会逐渐融洽。

(六 ) 刮奏与演奏情绪。

“由心而发、以情动人、琴人合一 ”可谓是演奏的最高境界。导师在教授技艺时经常强调 : 以

“情 ”带 “声 ”, 是人驾驭音乐 , 任何技巧都必须在情绪的控制之中。由上可得 , 刮奏作为筝艺术中一

大技巧 , 也不无例外地要与 “情绪 “结合。

试想 , 假如一个演奏者演奏时 , 除了双手 , 甚至是除了手指 , 没有任何一个关节是活动的 , 没有任

何表情和肢体语言 , 那么 , 纵使琴声再出众 , 对于听者来说又能有多少吸引力 , 产生多少美感呢 ? 有

人认为 , 弹琴就是单纯的手部运动 , 跟身体其他部位毫无关系 , 其实不然。所谓 “演奏 ”, 是 “演 ”与

“奏 ”的结合 , “演 ”字在前。快乐时手舞足蹈 , 悲伤时懊丧流涕 , 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肢体表情是比

有声语言更为原始的表达方式 , 也是最佳的表演手法。所以 , 每一个演奏者都必须善用肢体 , 让情感

在到达手指的同时也贯穿全身 , 让演奏成为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 让琴声感动自己 , 也感动他人。

演奏时 , 以刮奏为例 , 首先要讲究坐姿 , 只坐凳子的二分之一 , 重心完全落在脚上 , 保证上下贯

通 , 下肢的力量可以传到上身 ; 收腹挺胸 , 上半身挺拔 ; 小腹与侧琴板保持 20厘米以上的距离 , 可自

查腰部是否能自由运动 , 演奏高音区时肘部是否依然保持适当的角度而不是只有依靠上身后倾才能自

由动作。需注意 , 腰部可以随音乐向前、左、右三方自由运动 , 但要尽量避免后倾。后倾凸肚是极不

美观的。刮奏时 , 小臂要始终与弦面保持 10厘米以上的距离 , 肘部打开 , 上身随着上下行动作自然运

动。当表现自然、美好的事物时 , 面部表情柔和 , 适当微笑 , 动作舒缓、松弛 , 避免采用超大幅度的

动作。而当表现激烈的、恶劣的事物时 , 肢体要随之 “激动 ”, 不要怕夸张 , 腰部及大小臂共同运动。

总之 , 根据不同的内容 , 要用相应的情绪来驾驭 , “演 ”、“奏 ”结合 , 从心出发。

四、刮奏的具体运用环境

在实际演奏 , 尤其是重奏合奏运用时 , 刮奏是一种即兴的自由 , 常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与滑音一样 , 刮奏作为古筝中极具代表性、个性独特的技巧 , 也是乐曲中经常使用的手法。

那么 , 刮奏什么时候该用 , 是不是用得越多越好呢 ? 在通常情况下 , 刮奏适宜在以下几种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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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一 ) 一个新乐段开始前做引起的连接性刮奏。

此类刮奏重在 “引 ”字。多数情况下是上行音阶走向 , 适宜做渐强的四个八度全用的完满型刮奏。

在时值上要注意在预示拍的最后一拍中进行 , 绝不可拖拍 , 以保证刮奏的最高峰值恰好在乐段第一拍

的起音上 , 紧密接合。

(二 ) 两个乐段间承上启下式的刮奏。

此类刮奏既 “承上 ”也 “启下 ”, 多在前乐段的半终止中出现 , 做弱起渐强、慢起渐快的回环刮

奏 , 到乐段间歇时下落做渐弱渐慢的刮奏 , 最后走上行音阶缓缓落在下一乐段起音的前一个音上 , 以

引起下段。

(三 ) 乐段结束时的收束性刮奏。

一般是回环式的双手刮奏 , 音量、速率视乐曲的强弱收势而定。在通常情况下 , 强收势乐曲做渐

强 , 稍渐慢缓冲到全终止和弦上 ; 弱收势乐曲做渐慢渐弱的刮奏 , 直到自然消失。

(四 ) 乐曲进行中的加花。

民乐推崇 “死谱活奏 ”, 而刮奏是非常好的自由加花手法 , 但是 , 刮奏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插 , 也

不是使用得越多越好。在乐曲进行中 , 以下几种情况可加花 :

( 1 ) 乐句的开头常用装饰性刮奏引起。

( 2) 平稳节奏的进行中 , 当出现连续的四分、八分音符平稳进行时 , 为避免单调呆板 , 可在其中适

当穿插连接性刮奏加以中和。

( 3) 右手大线条旋律进行中 , 当右手出现大段的 , 以摇指等线条性技巧为主的旋律时 , 左手可用上

行、下行刮奏回环来增强律动感 , 丰富旋律结构。

( 4) 长音进行中 , 当旋律线是一个超过两拍的长音时 , 可在旋律下添加刮奏加以装饰 , 以填充

内容。

加花的具体运用千变万化 , 没有统一定论。只要出现得恰当 , 不破坏律动 , 不破句 , 有美感 , 演奏

者大可根据自己的情绪自由地运用发挥 , “从心而发 ”、“以美为重 ”是一切乐器演奏的宗旨。

结 　　论

任何一种技巧都是表达情感、表现内容的途径 , 它绝不会是单独存在着的个体。当然 , 刮奏也不例

外。音乐本就是感性的、充满变数的东西 , 现代音乐更是崇尚自由 , 崇尚美 , 追求本真 , 追求天性。

我们在刮奏的运用过程中 , 切不可照本宣科 , 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 “有招似无招 ”, 同样地 , 筝的技巧

运用也要求 “活 ”求 “变 ”, 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和实践去把握 , 更要通过长期的思考去感受。“想 ”和

“练 ”就像鸟儿的两个翅膀 , 少了哪一个 , 鸟儿也只不过是圈在栏里的家禽 , 只有翅膀茁壮、羽翼丰

满 , 才能冲向更广阔的世界翱翔。

只要我们真心地热爱筝艺术 , 视其为食粮、为器官 , “为爱而习 , 声由心发 ”, 能做到这两点 , 即

使理论不明 , 即使技巧稚拙 , 所出的琴声也能胜过天籁。将 “心情 ”与 “操琴 ”双馨合一 , 此情

(琴 ) 悦己更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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