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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古筝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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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高校古筝专业教学中存在着技术美与艺术美的失衡、传统美与现代美的失衡等诸多问

题 ,古筝专业教学必须在这些相关问题上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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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筝作为一件古老的乐器 ,在创作、技巧、器制等方

面都具备着的发展潜在力量 ,而古筝发展的动力就是

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年轻一代筝人们 ,由此可见高校

古筝专业教学在筝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一、高校古筝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古筝艺术近半世纪以来飞速发展 ,学习和爱好这

门乐器的人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 ,然而 ,近年来筝

在演奏、教学、创作诸方面繁荣的背后所存在的一些

实质性问题却实实在在困扰着吾辈 ,如何更好推进高

校古筝教学 ,培养古筝专业人才 ,正确引导健康完善

的审美 ,正是古筝事业发展的关键。

(一)技术美与艺术美的失衡

技术美与艺术美可以说是身与心的关系 ,前者是

音乐表演形式美的体现 ,后者是音乐之灵魂所在 ,是

艺术家风格、个性的具体表现。

目前 ,许多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重点放在了技巧

的提高上 ,使得古筝专业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

放在技术训练上 ,期望通过“规范”练习去掌握演奏方

法 ,但是他们只是做到了演奏音乐的技术要求 ,而对

于演奏音乐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 ,不能准确地把握音

乐的风格特点 ,不能在文化的层面驾驭演奏技术使之

为具体的音乐要求所用。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

方面知识结构和艺术修养的缺失 ,影响了他们对音乐

文化内涵的体会。

真正的艺术美应该源于生活 ,与艺术家的生活阅

历、思想水平、文化素养等相关。古筝作为一件中国

传统民间乐器 ,有着深厚的民间音乐内涵。创作者基

层艺术实践少 ,民间音乐积累缺乏 ,必然会影响作品

的创作 ,其作品必然索然无味 ,没有坚实的文化根基。

在创作中如何能做到将技术美和艺术美相互平衡 ,是

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代古筝演奏艺术缺乏艺术性的根本原因 ,还是

出在缺乏传统文化及传统音乐文化之修养上。“中华

民族是具有优良传统和精深文化的民族。当代青年

文艺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之同仁 ,必

须将深入继承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来深入

研究 ,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

筝艺术。”

(二)传统美与现代美的失衡

在专业教学方面 ,古筝教学现状堪忧。当今的古

筝演奏因专业音乐教育正在系统化规范化 ,全国筝界

同行也在自然而然地遵循着这种变化 ,然而这种规范

对于传统筝曲是喜还是忧 ? 为了适应新作品的演奏 ,

古筝的演奏技法在不断地丰富 ,演奏的速度越来越

快 ,难度也越来越高。不可否认 ,对于古筝艺术的发

展 ,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 ,能起到比较积极的推动作

用。这些作品在听觉上通常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得到许多专业音乐院校学生的青睐 ,因此出现了追求

复杂技巧 ,重技轻艺的不良倾向 ,而讲求细腻音韵处

理的传统曲目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和漠视。各

个流派的一些风格性较强的技巧 ,被 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的许多新技巧所取代 ,使传统筝曲的个性演奏技

巧逐步丢失 ,甚至是消失。有学者指出 :20 世纪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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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们还能听到各派传人的演奏 ,到 21 世纪的后半

叶我们还能听到或见到这些传统手法的应用吗 ? 传

统筝曲的传承不仅仅是继承音调旋律 ,还有技巧特

色 ,它是中国传统筝曲的文化因素之一。当代的演奏

教学注重大力发掘新作品 ,以至无暇研究传统民间音

乐的传承是否正宗 ,长此以往 ,则必有所失 ,吾辈将后

悔莫及。

另一方面 ,在对传统筝乐的学习上又存在过于求

全的现象。中国筝流派形成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流

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互相吸收优点 ,对自

己的流派进行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

的 ,但弊端也随之而来。现在许多院校教学不提倡单

纯的一种流派学习 ,一个优秀的学生必须熟悉各个流

派的演奏。“这种兼收并蓄的方法用于吸收各家之

长 ,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流派风

格的传承 ,势必导致各流派传承不太地道。再加上没

有相应的传统音乐文化和语言环境 ,演奏只能趋于模

仿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日久风格将逐渐淡化 ,甚

至变味”。

　　二、如何更好地推进高校古筝人才的培养

音乐艺术院校培养出的专业古筝人才将流向社

会 ,这些人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古筝教育的传播 ,因

此提高其素质应是高校予以重视的重要课题。如何

提高年轻一代筝人的自身素质 ,推进高校古筝专业教

学 ,我认为可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其一 ,要从传统音乐中吸收营养。古筝历史悠

久 ,流派很多 ,且风格迥异 ,彼此间的曲式结构和演奏

技法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传统民族音乐扎根于民

间 ,古筝各流派的风格都蕴涵了当地悠久的民俗文

化 ,如不深入地学习 ,演奏就无法做到丝丝入扣。传

统筝艺是根基 ,是养分 ,正如古筝大师曹正先生所说 :

“首先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好、继承好 ,方能取其精华

而去其糟粕。”传统筝乐包含的是绵延千年的文化 ,重

视的是音乐的细节 ,传统筝乐的传承不仅仅是继承音

调旋律 ,还有技巧特色 ,它是中国传统筝乐的文化因

素之一。

其二 ,要有坚实的技巧基础。古筝演奏艺术进入

专业院校后 ,其传承方式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传统的

演奏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 ,演奏追求韵味把握 ,而当

代的演奏教学更注重速度、力度、耐力等外在的技巧

训练 ,大力发掘新作品。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多样性

古筝创作乐曲的出现 ,越来越多新的演奏技法的产

生 ,使得传统的技术训练方式已不能满足诸多新技法

训练的要求 ,于是 ,古筝专项练习曲和节选于乐曲中

的技术练习片断就成了具备新技法训练功能的载体。

它们针对性地解决了乐曲中的各种难点 ,对演奏者系

统地训练演奏技术 ,提高技术水平均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与传统技法的训练应互相补充 ,相辅相成 ,但我们

一定要清楚 ,技术是一种手段 ,必须植根于音乐 ,若没

有明确的音乐内容 ,技术训练也就失去了方向。

其三 ,清楚认识筝乐的传统美与现代美。20 世

纪初 ,中国各个筝乐流派形成之始 ,就面临着西方音

乐的冲击。新中国成立 ,筝乐艺术进入高等院校以

后 ,其发展和西化的过程几乎是同时的。由于各地院

校的学习普遍西洋化 ,造成了部分青年筝人忽略传统

乐曲之错误倾向 ,“认为传统乐曲通常是不合时宜的

音乐 ,不能跟上时代之步伐 ,甚至是已经被淘汰的沉

闷无味的东西。因此 ,演奏起传统乐曲来毫无韵味可

言。事实上 ,无论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 ,传统乐

曲都是太重要和太值得学习的一所宝库 ,不容忽视。

当代演奏者应从更深层的角度去发掘传统 ,而非予以

排斥和抛弃”。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音乐语境下 ,

传统筝乐面临极大的挑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

应加强对传统筝曲的重视。

现代筝乐的创作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作为筝

乐发展主要力量的古筝专业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

要。怎样引导学生了解民族音乐 ,使他们更好地为古

筝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这是摆在音乐教育工作者面前

的重要课题 ,也是关系古筝发展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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