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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是 我 国 传 统 弹 拨 乐 器 中 的 一

种
,

经过两 千年 的发展与 变革
,

其流

传 范 围 已 遍及我 国 大江南 北乃 至部分

海 外地 区
。

筝属 弦 鸣类 乐器 发音板

上 一弦一柱
,

多弦 并皿 五 声音阶定

弦
。

筝 的演奏技 法在 乐器性能 的制 约

下 形成 了 一 套 以
‘ ’

右手 司 弹 左手

司 按
“

为特征的演奏技 术 系 统
。

这 两

套技法各有侧重 区 别 明显
”

右手司

弹
’‘

指右手 以大指
”

托
‘ ’ 、 “

劈
“

食指

挑
‘ ’ 、 “

抹
‘’

中指
“

剔
“ 、 “

勾
”

无名

指
“

打
“ 、 “

摘
‘ ’

的指 法
,

或 者是 多指

结合 弹奏拨动筝弦 发 声
,

同 时控 制节

奏和强 弱变化
“

左手司 按
“

指左手 以

按弦 为 主 并不 直接弹 奏 筝弦
。

在琴

码左侧 用食 指
、

中指或 中指
、

无 名指

顺应弦的张力以
“

揉
、

按
、

吟
、

注
、

颇
“

等手 法 控 制 弦音 变化
,

对右手 弹 奏 的

音 乐起润 色 作用 形成筝 曲
”

以韵补

声
“

的旋律特点
。

正是这种难 以 用 文

宇或谱例精确表达 的
“

韵
‘ ’ ,

才造成了

古 筝 在 各 个 地 区 风 格 特 征 的 巨 大 差

异 下面谈谈传统流派筝曲在
’‘

做韵
‘ ’

这 方 面 的特色 与 差 别
。

一
、

山 东移派

山 东 筝派 是 在 全 国 流传最广 和影

响最大 的流派 之一
,

它 曲 目 丰 富而 多

样
、

音 乐气质 大 气而朴实 旋律优美

而 抒情 正 是这些特色使得 山 东 筝派

在全 国 享 有盛 名 其代表 曲 目有 《汉

宫秋月 》
、

《飞花点翠 》
、

《高 山流水 》
、

《四段锦 》等
。

在左手
“

做韵
“

技法上

山东筝派主要传承
“

滑音
“

和
“

揉弦
“

两种 技 法 并使之 变化发展 也就是

传统 民 间艺人 所说 的
“

虚点 实按 揉

拈摄 空
“ 。

由 于 山 东 筝 派 传统使 用 丝

弦筝 左手按 弦需要很 大 的力 度才能

表现 出一定 的音乐效 果
,

因此 山 东筝

派 左手 的演 奏技巧逐渐形成 了重颇 的

特点 由于 多用较快速 度 的滑 奏 并

且上滑音 多于 下 滑音 就造 成 了 山东

筝派 在音 乐风格
、

运指技 法上 的独特

性
,

使得音 乐 更 加欢快跳跃
。

特别是

山东筝曲注重在
“ 。

、 “

上的滑按尺

度和速 度 其滑按过程较 快
,

变化较

多
。

山东 筝 曲通过左手揉 弦 时 的幅度

大 小
、

频率快慢来表现音 乐 作 品 的千

变万化 和 独特韵 味 使得有些 山 东 筝

曲具备 了 古朴典雅 的风格和 浓 郁的 山

东 地方韵 味
。

二
、

河南 派

河 南 筝 派 属 北 派 筝
,

表 现 力 很

强 集叙事
、

状物
、

抒情于 一体
,

是

我 国 筝 乐 中影 响 力 较 大 的一 个流 派
。

河南 筝派音 乐 风格 与 河南人 的性格和

语言 一样具 有高亢
、

粗犷 的特点
,

其

形成依 附于河南 大 调 曲子及后来 的河

南 曲剧
。

河南 筝派 的 乐 曲受 民 间说唱

音 乐 和 戏 曲音 乐 的影 响很 大
,

代表 曲

目有 《陈杏 元 和 番 》
、

《陈杏元落院 》

《河南八板 》
、

《打雁 》
、

《闹元宵 》等
。

在 演奏河 南 筝 曲 时 指 法 以左手 的滑

按
、

小颤
、

滑颇
、

大颤最有特色
,

要

求左手按到 音位弹弦 时 略退 少许迅速

滑上 按滑 音音色 应 当浑厚 有 力
,

不

可婉转 秀 美
。

频 繁使用 大 二 度
、

小二

度 的上
、

下 滑音 常用 游摇和慢滑 急

颇 相结合 使得旋律 中四
、

五
、

六度

的大 跳很 多
、

曲调 富有歌 唱 性 形成

了 河南 筝派 于清新流畅 中见宏伟 雄壮

的音乐风格特点
。

三
、

映西移派

陕西 派 的 历 史源远流长 早在公

元前一 百 多年前 就广 泛流传在 宫廷

和 民 间
。

东 汉 以后 筝参 照 瑟 的形 制

进行 了 改进 既有 了 较 宽 的音域 又

有
“

筝筝 然
“ 、 “

有 剩哀
‘ ’

的特点
。

陕

西 筝派 是在弹 奏 民 间音 乐 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 的
,

地方 戏 曲的唱腔是 陕西 筝

发展 的载体
。

多年 来 陕西 的专业古

筝人 员在
‘ ’

秦 筝 归 秦
”

的学术思 想指

导 下 根据地方戏 曲秦腔 碗碗腔及

大 型器 乐 演 奏形 式
,

挖掘 整 理
、

改 编

创 作 了 大 陕西 筝 曲
。

在 这些 陕 西 筝

曲中 保存 着古老燕乐艺 术传统
,

运

用
‘ ’

欢音
” 、 “

苦音
“

等使旋律 富有 变

化
。

陕西 筝 曲的一 大特点 是 在微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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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汐 中国最具魅力的音乐艺术杂志

⋯ ⋯
与微降 日 在演奏 中具有不稳定 的游移性

,

一般情况下微升

下行向 游移 微降 下行向 游移
。

此外
,

左手拇指按弦

技法 右手大指压按弦 右手大指大关节长摇等等形成陕西

筝 曲独特的演奏技法
。

在乐 曲旋律上陕西筝 曲常采用上行跳

进 下行级进的方法
。

上行跳进可使情绪激奋而波动
,

下行

级进可使情绪深沉而哀伤 跳级与级进配合进行
,

使陕西苦

音筝曲形成细腻委婉
、

悲怨凄楚
、

情深意绵
、

慷慨激越 的地

方 风格
。

四
、

浙江攀派

浙派 筝 派 又称武林筝 起 自浙江杭 州 盛于 上 海
,

是

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 中国古筝流派
。

以
“

弦索十三套 曲
”

和
”

江南丝竹
“

为源 代表 曲 目为 《月 儿高 》
、

《将军令 》
,

《四

合如 意 》
、

《云庆 》等
。

从 明代开始 筝 己 在各种丝竹乐 曲
、

套 曲中被广 泛地运用 在 曾经盛传 的杭州 滩簧说唱音乐 中

筝也是主 要 的伴奏 乐 器
。

浙江筝派 除继承传统的浙江技法

外
,

又借鉴
、

学 习
、

融合了三弦 琵琶
、

扬琴及西洋乐器的

演奏技法
。

浙江筝派演奏上要求以右手清弹为主
,

不太强调

左手 的
“

以韵补声
“

的
“

做韵
”

技法 主要表现以淡雅
、

含

蓄
、

清丽
、

秀美 的风格
。

但是
,

浙江筝派也有着其独特的左

手
“

做韵
“

技法
、

即快速点滑
。

要求左手滑音时速度非常快
,

使得所按之音得到短促升高并还原
。

这也就形成 了浙江筝旋

律音韵 和谐 风格清丽秀 美
,

含蓄淡 雅 的特征
。

五
、

客 家 筝 派

客家筝是客家音乐的一支 包括
“

大调
“

和
“

串调
“

两

大类 调式则分
“

硬弦
’‘

和
“

软弦
‘ ’ ,

还有
“

反弦
“

移高 四

度或五度
。

所谓
“

客家
’‘

是指先世居黄河流域
,

后 因战乱

而 大批南 下
,

逐渐迁至赣
、

闽
、

粤等地所形成的一个族群
。

民族 的迁移带来 了音乐 的繁荣 中原地区 的音乐 与 当地的民

间音 乐 的结合产 生 了客家音乐
。

故有
“

汉乐
” 、 “

中州 古调
’‘

一说
。

客家筝 以古朴
、

典雅而著称
,

是客家音乐 中
“

丝弦音

乐
’‘

的合奏形式
,

后经过历代客家筝人 的充实
、

发展
、

提炼

而逐渐形成的独奏 曲
。

代表曲 目有 《燕窗夜雨 》
、

《出水莲 》
、

《崖 山哀 》等
。

客家 筝 曲的
’‘

做韵
一

特色主要体现在左手丰

富多变的按滑音
。

传统客家筝运用金属弦
,

除可 自如地吟弦

外 也为延长余音和
’‘

做韵
”

创造 了条件
。

历代客家筝家即

利 用这种条件配以 多种丰富的左手按滑音
,

从而形成客家筝

曲独特
、

典雅 的音 乐 风格
。

六
、

瀚 州攀派

潮 州 筝 以其清秀优雅
、

韵 味悠长
、

音色 柔 和及演 奏 上

的变奏繁 多而 自成系统
、

别具一格 其代表 曲 目有 《寒鸦戏

水 》
、

《月 儿高 》
、

《平沙落雁 》等
。

潮州 筝演奏的 曲 目均来 自

于潮州弦诗
。

潮州 弦诗大致可分 为五种不同 的调式 即
“

轻

三六
“

调 简称
“

轻六
“

调
、 ‘’

重三六
”

调 简称
“

重六
‘ ’

调
、 ’‘

活五
‘’

调
、 “

反线
‘ ’

和
“

轻三重六
“

调等
。

潮州筝在

演奏 上 左右手分 工十分 明确 右手一般只 用
“

大
、

中
、

食
’‘

三个手指来演奏 在这三个手指 当 中 大拇指是最主要 的
,

几乎每一首曲子有 是用 大指来演奏的
。

左手的需要运

用较 多的
“

做韵
‘ ’

技法 每一首乐 曲几乎有 的地方必

须运用
“

揉
、

按
、

吟
、

注
”

等手法加 以润色 这就是潮州 筝

演奏上所谓精细 的地方
。

尤其在 演奏
“

重六
‘ ’

调和
“

活五
”

调 时 左手 常 常是要求有
“

一音三韵
‘ ’

的润 色效果
。

此外
,

潮州 筝 曲在
“

重三六
’‘ 、 “

活五
“

等多种调式变化之 中 应运

而生 的
’‘

双按
’‘

技巧 成为其典型技法
。

通过左手双按可使

调性进行变化
,

这种手法 即丰 富了左手演奏技巧 又使旋律

进行 更 加 自如 流 畅
,

旋律色彩 更 丰 富 风格韵 味 上 独树一

帜
。

综 上所述 传统筝 曲作为古筝 的灵魂 和根 源
,

在 岁月

的长河 中静静的流淌
。

自赵玉斋于 年创作的 庆丰年

开创双手演奏的现代筝曲以来
,

到 世纪 年代的 《战台

风 》 年代 《东海渔歌 》 年代的 《黔中赋 》
、

《孔雀东

南飞 》
,

年代 庙安遗恨 》
、

《西域随想 》等等 无论这些

乐 曲中的新技法是 多么新颖复杂 曲调多么 灵动新颖 但是

没有一首乐 曲因 为使用 了新的定弦 或是使用 了创新演奏技

法而放弃 了传统演奏技法
。

这些作品之所 以会得到广泛 的传

播
,

并不仅仅是 因 为它们运用 了 新的创作方法和新的演奏技

法
,

而是 由于它们较好的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

在不失去古

筝
“

韵
一

之本色 的同 时又更好地体现 了 时代风貌
。

尽管古筝

演奏技法得 以很大发展 但是一提到古筝 人们脑海 中浮现

的依然是古色古香 的画面
,

富有诗意 的景象
。 “

吟 揉
、

颇
、

注
“

俨然是最富有古筝特色的演奏技法 在古筝演奏 中
,

通

过左手所表现的独特的
“

韵
”

正是古筝之魁 力所在 也成

为 区 别 各个不 同 筝派 的标志 之 一
。

古 筝一旦失 去 了 左手 的
“

韵
‘ ’ ,

也就失去 了其艺术价值
,

甚至可 以说失去 它 自身的存

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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