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琴的音色非常丰富
,

演奏者应熟

练掌握常用音色的使用
,

常用的音色有

弦乐
、

钢琴
、

电钢琴
、

风琴
、

手风

琴
、

钢片琴
、

木

管乐器 讯
、

长笛
、

双簧管
、

小号
、

圆号
、

铜管乐
、

萨克管
、

吉他
、

管弦乐
、

合唱声 等等
。

音色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

音

色的提取 第二
,

音色的演奏
。

音色主要

通过数码来提取
,

演奏者应牢记常用的音

色数码
。

如何掌握好各音色的演奏
,

这就

要求演奏者对
“

器乐法
”

有一定的了解
。

比

如 选用弦乐音色 执 要多用连奏
,

触键长些
,

要有演奏提琴时的感觉 选用

萨克管
,

要多用颤音钮
,

要有爵士乐手深

情吹奏的感觉
。

此外
,

演奏时还要注意不同音色所用

的音区
。

如 双簧管的中音区十分娇美 长

笛在中低音区深沉有力
,

在高音区明亮富

有穿透力 古钢琴在中高音区光泽明亮
,

有金属声
,

低音区变得粗糙
。

人声更要找

到适当的音域
。

以上五个程序完成
,

伴奏即可进行
。

如 伴奏歌曲 《我爱你
,

中国 》

做好程序 ① ②后
,

程序 ③就是选择节

奏型
。

该歌曲是一首抒情的 拍歌曲
,

选用 等节奏型较适合
。

程序 ④将速

度调至每分钟 拍左右
。

大调
,

工级和

弦选用 的排列
。

级选用
,

级选

用了
。

程序 ⑤选择弦乐音色
。

至此
,

该歌

曲的基本程序已准备完成
。

又如 《黄昏放牛 》
,

这是一首快三节奏

的歌曲
,

选择三拍子 节奏型
,

速度调

至每分钟 一 之间
,

大调
,

级

和弦用乒,
,

级和弦用尽
,

级歼 的

排列
。

电子琴是一种较高级的电子乐器
,

在

演奏时不仅要熟练掌握各功能的使用技

巧
,

同时还要投人丰富的情感
,

这样才能

创造出生动的音乐形象
,

使歌者如同与一

个训练有素的乐队在合作
。

这就是电子琴

伴奏最理想的效果
。

作者 简介 岳晓云
,

惠州学院体育艺术与

刮奏
,

是古筝弹奏中极富特色
、

最能体

现古筝特性和神韵的主要技法之一
,

具有丰

富的艺术表现力
。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

形成了多样的种类
,

丰富的色彩
。

连弦并拨
,

雨霹惊匹
—浅论筝的刮奏

文 马 听

教育系教师
。

编辑 冯彬彬

中国筝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它流传全

国各地
,

是地道的华夏传统乐器
。

它除了

具有不同凡响的乐器结构特点外
,

还具有

动静阴阳
,

声韵并茂的独特风格
。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

古筝不断地得

到推广
、

普及和发展
,

因而也产生了以地

方风格为标志的众多古筝流派 如
“

真秦

之声
”

的陕西筝 郑卫之音的河南筝 齐

鲁雅韶的山东筝 韩江丝竹的潮洲筝 武

林逸韵的浙江筝 闽南诏安的福建筝 汉

皋旧谱的客家筝等等 之外
,

还有独具民

族特色的内蒙草原风韵的蒙古筝

蒙语
,

延边地区的朝鲜筝 朝

鲜语 等
,

〔 古筝这一艺术
,

在各流派

的交汇融合过程中
,

逐步成为民族民间音

乐的精粹
,

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百花园中的

一株奇葩
。

赏筝之美
,

除观之
“

横陈
、

端直
、

修

长为雅
” ,

更重要的
,

也是最能打动人的

则是
“

声韵
” 。

所谓
“

弹筝奋逸响
,

新声妙

人神
” 。

而要达到这种效果
,

是离不开丰繁

的筝的演奏技法的
,

此乃最基本的条件
。

在筝的众多演奏技法中
,

最具特色的技法

之一
,

就是
“

刮奏
” 。

刮奏
,

是古筝弹奏

中极富特色
、

最能体现古筝特性和神韵的

主要技法之一
。

从其所表现的音乐色彩
、

技法种类
、

风格流派的体现上
,

我们都可

以感受到刮奏那丰富的艺术表现空间
,

刮

奏变化之奇妙
。

有道是
“

无刮不成筝
” 。

一
、

多变的色彩
“

刮奏
,

也称花指
、

划奏
,

即依靠筝音

位排列顺序作快速的上
、

下刮奏
” 。

【 只要

将手指依次按弦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连

续拨奏
,

就会从琴弦上蹦溅而出一连串清

脆悦耳的叮咚声
,

如雨霞惊飞
,

这就是筝

的刮奏
。

它有时好像潺潺溪水
,

涂涂作响 有

时却似深涧滴泉
,

幽渺奇幻 , 有时好比碧

到 日 丁‘



波凝翠
,

水波荡漾 有时犹如大江奔流
,

一

泻千里 有时又仿佛波涛汹涌
,

跌宕轰鸣

可谓多姿多彩
、

妙趣横生
、

色彩斑斓
,

令

人心驰神往
。

因此
,

历来刮奏都被音乐家

们视为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
,

进而被广泛

地采用
、

传播和改进
,

从而创造出了许多

的刮奏表现手法
。

也因此使刮奏的艺术

表现力得到 了巨大的丰富
。

二
、

多样的种类

刮奏表现手法的分类 大致可分为长

舌」奏和短刮奏
、

上行刮奏和下行刮奏
、

装

饰性刮奏和旋律性刮奏
、

乐音刮奏和非乐

音刮奏
、

自由形刮奏和节奏形刮奏五种
。

、

装饰性刮奏和旋律性刮奏

按乐曲的旋法来分
,

有装饰性刮奏和

旋律性刮奏
。 “

装饰性刮奏是刮奏技法的

原始形态
,

⋯ ⋯时值较短
,

速度快
,

多在

弱拍出现
” 。

如 、 中 为花指即装饰性

刮奏
。

此处的刮奏一带而过
,

并非旋律音
,

只对乐曲的旋律起装饰作用
,

可增添旋律

的华丽
、

流畅感觉
。

而旋律性刮奏在乐曲

中则必须处于较明显的旋律位置
,

并非一

带而过的经过音
,

而是形成独立的旋律主

体
。

就是
“

把刮奏形成的快速流畅的五声

音阶琶音放慢展开
,

使具有纵向和声性装

饰效果的音响
,

变成横向旋律性的效果
” 。

【」例如
丛丝 卫』』鱼鱼华粤攀其粤导粤毕攀辱辱工丛通旦鱼』里亘

音 的刮奏称为非乐音刮奏
。

乐音刮奏都

是有具体音高的音构成
,

稳定明确
、

悦耳

动听
,

在传统筝曲中被广泛应用
。

非乐音

刮奏
,

使用的都是非乐音
,

没有明确的音

高
,

不稳定不和协的音响效果给人以压迫

感
,

具有很强的听觉冲击力
,

能够起到 良

好的烘托气氛的作用
,

在现代筝曲中被大

胆采用
。

如 《战台风 》中用于表现台风的

肆虐
。

、

自由形刮奏和节奏形刮奏

从刮奏的节奏上分
,

我们可以把常出

现于引子当中的散板式刮奏称为 自由刮

奏
,

其节奏 自由
、

趣味盎然
,

能充分体现

演奏者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情趣
。

而那些板

眼分明的刮奏就可称为节奏形刮奏
。

再细探究下去
,

刮奏技法还可有许多

种类
。

但笔者认为
,

目前最常用的最具代

表性的即这五类
。

三
、

灵活的运用

刮奏在实际应用 中是灵活多变
、

丰富

多彩的
。

以筝的各流派的大师为例
,

他们都十

分重视刮奏在实际演奏中的变化
。

古筝演

奏家
、

音乐教育家曹正先生
,

在刮奏的运

用上就十分讲究
,

并将其分为
“

板前花
”

和
“

正板花
” 。

他在一些古朴
、

典雅的筝曲中
,

一般不用或少用刮奏
。

如 《高山流水
·

武

林逸韵 》中
,

主张
“

以清弹为主
,

切忌繁

闹的手法
,

盖重抒情述志
,

非徒以模拟自

然景物取胜也
” 。

他在此曲中只用了九处

装饰性的短刮奏
,

古朴醇厚
、

深沉含蓄
。

但

在 《渔舟唱晚 》中他却频频用上七十五次

之多的装饰性短刮奏
,

使得乐曲活泼而华

丽
,

充满了诗情画意
。

可见
,

刮奏的使用

应是 以曲择法
,

根据乐曲表情达意的需

要
,

当用则用
,

不当用则坚决不用
。

结构相同的刮奏
,

由于不同的运用
,

也会带来不同的艺术表现力
。

例如 齐鲁

筝大师赵玉斋先生在旋律性刮奏的运用上

就非常独到
。

他在传统筝曲《汉宫秋月 》的

开头
,

用了缓慢而带有叹息性的下行旋律

性刮奏
,

丝丛丝一下就把人带进缠绵凄静
、

愁闷抑郁的情境中 同样是这个下行旋律

刮奏
,

在 《凤翔歌 》的开头使用时
,

加快

速度演奏
,

却又营造出热烈欢快的气氛
。

刮奏的使用
,

由于流派的风格不同而

各有侧重
。

潮州筝中的刮奏
,

又称为
“

勒

弦
” ,

强调的是
“

对曲调的装饰和润色作

用
,

偶尔也用于清除逆指和寻找乐音
。 ”

以

流畅
、

优美
、

华丽
、

委婉动听而独树一帜

的《寒鸭戏水 》为佩 曲中采了凳丝 产应
、

断
和鬓返

二二

旦等装饰性短刮奏
,

且出现的次数

较为频繁
。

河南筝中
,

刮奏在一些低沉
、

哀怨
、

如

泣的筝曲中
,

一般少被采用 而在一些活

泼
、

跳跃的乐曲中
,

则较多地使用下行刮

奏
。

尤其以《高山流水
·

和河南板头曲 》为

代表
,

为了表现祖国名山大川的壮丽
,

流

水的奔腾飞泻
,

曲中采用了左手刮奏低音

及大幅度刮奏来配合旋律的手法
,

壮大了

气势
。

例如

纽

、

长刮奏和短刮奏

例如
垫些里些和 亘丝鱼些 旦里 辱辱翼毕婴兽
按照所弹奏的音的数目多少来划分

,

可分为长刮奏和短刮奏
。

前者为一个八度

以内的音
,

为短刮奏 后者所奏音的数 目

较多为长刮奏
。

短刮奏时值短
、

装饰性强
、

使用灵活
,

好似电光石火一闪即过
。

长刮

奏起伏大
、

动感强
、

层次多
,

好比高山之

水流
。

、

上行刮奏和下行刮奏

例如 业止亘 和 丛上羹
按刮奏的进行方向来分

,

可分为上行

刮奏和下行刮奏
。

上行刮奏有推波助斓向

上之势 下行刮奏有殊途同归回复之感
。

、

乐音刮奏和非乐音刮奏

按刮奏音的性质来分
,

可以把在雁柱

右侧弹奏
、

使用乐音的刮奏称为乐音刮

奏 把在雁柱左侧弹奏
,

使用非乐音 噪

浙江筝
,

以演奏传统套曲和民间乐曲

为主
。

由于右手用了较多的
“

快四点
”

指

法
,

因而形成了多用装饰性刮奏
,

而几乎

不用旋律性刮奏的情况
,

使得演奏风格华

丽流畅
。

又由于浙江派多用右手摇指做长

摇
,

而左手做刮奏技法演奏
,

因而形成了

具有复调性质的音乐效果
,

这几乎成了新

筝曲创作的常用手法
。

总之
,

刮奏仅是筝的众多演奏技法之

一
,

但却有着如此丰富的变化
,

正是由于

这些变化
,

才大大地丰富了刮奏的艺术表

现力
,

形成了
“

连弦并拨
,

雨霹惊飞
”

的

独特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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