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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 长期 的 器 乐教学 中体会到
,

音 乐教 育 的确 对 少 年 儿 童 有较 大 影 响
,

开 发智 力
、

提 高人 的 整体素质
,

特别 是培 养人 的 道德 品 质 修 养 最好 的 乐 器 就

是 中国 民族 乐 器 中的
“

仁 智 之 器
”

一一古 筝
,

普及古 筝教育 势在必 行
。

一
、

古筝和前琴的比较
由于古筝是半 固定音阶乐器

,

半音可 以用 左手按弦获得
,

移动雁拄进行

变调也很容易
,

故有
“

中 国钢琴
”

之称
。

古筝有许多 优点
,

我们 把它和钢 琴

作一个比较
,

就能看 出它 的优点来
。

首先
,

古筝和钢琴都属于 固定音阶乐器
,

相对容易 练 习
。

但古筝是我 国

土生土长的
、

历史悠久的 民族弹拨乐器
,

它的音乐语言符合本 民族 的语言 习

惯 而钢琴则 是十二平均律及大小调体系
,

其音乐语言不符合本 民族的语言

习惯
。

其次
,

筝的右手指法丰 富多样
,

基本指法有 勾
、

挑
、

剔
、

托
、

抹
、

劈等
,

通过某种组合能产生诸如 撮
、

小撮
、

摇指
、

大指摇指等指法 左手

的 技法
,

除 了 能演奏右手诸多 指法外
,

更重要的是在琴码左侧所起 的按弦作

用
,

如揉
、

吟
、

滑音
、

点音
、

泛音等
,

能起到
“

一弦 多 韵
,

以韵补声
”

的 效

果
。

说起古筝指法丰繁多样
、

筝 曲独特的韵 味等等
,

这是钢琴等任何乐器所

望尘莫及的
。

第三
,

筝曲有富于歌唱性的特点
,

音乐形象生动 明 朗
,

易于在

人的头脑 中形成一定 的生活画面
,

而能
“

闻声知情
、

辩音知意
、

听筝见景
” 。

这点恰是钢琴音乐 的
“

抽象性
”

所不能 比拟 的优秀之处
。

第 四
,

钢 琴被誉为

是西方乐器 的
“

国王
” ,

难度之大是众所周 知 的 虽 说古筝的高难度 技巧 不

是一 日之功可 以掌握的
,

可它 门槛不高
,

人们 只 要稍微用 功
,

它就给人 以优

厚的 回报
,

令人爱不释手
。

这是钢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的
。

第五
,

钢琴 的价

格昂贵
,

一架普通钢琴现在 已要万元左右
,

而古筝一般只要钢琴的十分之一
。

钢琴的 占地面积较大
,

而古筝只要小小的一角 即可
。

自隋唐五代 以来
,

筝在

形体上追求 富丽堂皇
、

精雕细 刻
,

已成为一种完美 的家庭装饰 品 和 工艺 品
。

第 六
,

自古 以来
,

筝就是仁义道德和智慧的象征
,

被誉为
“

仁智 之器
” ,

成

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最理想 的工具
。

这扎根于 中 国传统文化理念之

中的
“

仁智之器
” ,

更是钢琴等外来乐器所不及 的
。

重枕古筝作用普众古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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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古筝和智力
智力是人才的首要标志

。

科学实验 已经证明

脑力 的发展必须在大脑左右两部分相对平衡

的条件下进行
。

普通人 的左右脑既分工 又配合
,

相

互 间不断地传递信息
,

协同 转化为 人 的智 力
。

古筝
“

左右开 弓
” ,

各负其责 的练习 最符合这种脑力开发
。

传统筝 曲一般是右手拨弹旋律
,

左手只 负责吟
、

揉
、

滑
、

按等按弦技巧 自隋唐 以后
,

左手技巧发展到和

右手一起弹奏旋律
,

即所谓
“

双手弹奏
”

而近现

代筝 曲大多数不仅要求双手弹奏外
,

左手还要承担
、

处理各种韵味
、

琶音
、

和 声
、

复调
、

拟音等高难度

技巧
,

处于两头忙 的状态
,

任务 十分繁重
,

这就使左

手 比 以前得到更多
、

更强有力 的训练
。

人才的素质还包括 专注
、

敏捷
、

协调等多

种能力
。

古筝演奏时不但双手要参与
,

眼
、

耳
、

呼

吸
、

身体等还要互相 配合
、

协调
。

就是说
,

在弹奏

时注意力要高度 的集 中
,

眼睛不但要视谱还得有提

前量
,

把筝谱上的音符和各种记号通过双手弹奏准

确无误地表现 出来 同 时
,

必须有敏锐的 听觉
。

音

准是乐 曲的基础
,

古筝上的
“

半音
”

是靠左手按弦

获得的
,

这必须具有一副好耳朵才能准确地得到
。

除此之外
,

筝曲 中还经常 出现
“

微升音
、

微降音
” ,

这更要有一副经过严格训 练 的好耳朵一一
“

音乐 的

耳朵
” 。

音 乐可 以促进人 的想象力
、

发展形象思维
、

启迪创造精神
。

人们对音乐语言的理解是借助于形

象思维的
,

正 是这种活跃 的形象思维方式和 能力
,

诱发人类无穷无尽的幻想
,

促使人们 勇 于创造和革

新
,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来
。

古筝 曲都是一定社会时代 的反映
,

来 源于现实

生活
,

富于歌唱性
,

音乐形象
、

音乐语言生动鲜明
、

平易近人
,

易 于在人的头脑 中形成一定的生 活画面
。

如筝 曲 《高 山流水 》是 以
“

伯 牙鼓琴遇知音
”

的故

事为题材
,

旋律流 畅
、

节奏 明快
, “

高 山
”

及
“

流

水
”

的形象鲜 明生动
。

因此
,

来源于生 活的古筝 曲

既高雅 又通俗
,

其形象 十分生动
,

易 于人们产生 丰

富 的想象力
,

调动 人的形象思维能力
,

做到
“

听筝

见景
” 。

如筝 曲 《渔舟唱 晚 》十分优美动 听
,

使 人

很容易在脑海 中浮现 出 夕 阳映照万顷碧波
、

片 片

白帆随波逐流
、

只 只渔舟满载而归
、

打鱼人们悠然

自得的动人 的生活 画面
。

对青少 年 来说
,

通过对筝 曲 的 练 习 和 欣赏
,

对

音乐形象
、

音乐语言
、

音乐 内容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

对形象思维能力进行长期 的 训 练
,

使他们做到
“

心

知 肚 明
” ,

必将对他们 智 力 的开 发 产 生质 的 飞跃
,

这对锻炼他们 的想象能力
、

思维能力
,

进而诱发他

们 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大有裨益
。

三
、

古筝和德育
科学 实验还证 明 音 乐 能 够激 发 人 的 高 级情

感
,

并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认识和思想
,

而这

些高级情感
,

正是科学等发 明创造成功 的重要心理

条件
。

在 孔 子 的
“

六艺
”

中
, “

乐
”

排在第二位
。

孔

子认为音乐 可使 人 引 发兴趣
、

陶 冶感情
、

涵养德

行
,

使
“

君子
”

内在 的 心灵变得更加 美丽和 纯洁
。

所 以
,

孔子在 《礼记
·

文王世子 》 中说
“

乐所 以修

内
” ,

把音乐 教育看作是铸成
“

君子
”

完美人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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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手段
。

他在 《秦伯 》 中说
“

兴于诗
、

立于礼
、

成于乐
” ,

主张
“

礼修 外
、

乐修 内
” ,

礼教和 乐 教相

结合
,

共 同 陶铸
“

君子
”

的兴趣
、

爱好
、

性格
、

思

想
、

感情和行为
,

使
“

君子
” 的 品 德进人更高 尚

、

更完美 的境地
。

由此可见
,

音乐教育既是美育
,

又是

德育
,

它把美育和德育有机
、

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

实施美育
、

德育最理想的工具 是 中国 民族乐器

中的
“

仁智之器
”

一一古筝
。

晋傅玄 《筝赋 》中说
“

鼓之
,

则五音发
,

体合法度
、

节究哀 乐
,

斯乃仁

智 之器 也
” 。

这是取之 孔 子 的 《论语
·

雍 也 》 中

“

智者乐 水
,

仁者 乐 山
”

而 来
。

孔子认为
,

山 的凝重

宽广
、

水的 自强不息正是
“

君子
”

应有 的修养
。

在

音乐教育 中
,

孔子提倡
“

中和
”

精神
。

在 《八俏 》

中说
,

君子演奏时
,

开始要从容协调
,

展开后悠扬和

水莲花那秀美
、

清丽
、

高洁
、

可人的音 乐形象
。

四
、

现实意义
孔 子不仅看到音 乐 教育对个人修养 的作用

,

还

看 到对社会 的作用
。

他在 《孝经
·

厂
一‘

要道 》 中说
“

移风易俗
,

莫善于乐
” 。

当今 中 国社会
,

青少年 喜欢 的 是通俗文 化 通

俗文学
、

通俗音乐
、

电视文化
、

网 络文化等
,

日

益远离传统文化
,

无法与其沟通
,

甚至也不愿沟通
。

但筝乐 却为许多青少年所喜爱
,

由此看来
,

筝乐则

有可能成为青少年 了解传统文化的桥梁
。

古筝有着

几千年深厚的 文化背景
,

和 中 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

的联系
,

即 音乐 中的 文化
,

文化 中的音 乐 有 的

德 国学者认 为
,

音乐教育源于 中 国 古代
,

音乐 和 文

顺
、

清 晰 明 朗
、

余音袅袅
,

然 后慢慢地结束
。

孔子

认为
, “

中和 之音
”

对于培养
、

和谐发展
“

君子
”

完美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

古筝的传统 曲 目大都遵

循孔子
“

中和 之音
”

的原 则 从容
、

圆润
、

流 畅 而

完美
。

正 因为如此
,

古人称筝为
“

苞群声 以作主
,

冠

众乐而为师
”

的
“

仁智之器
” 。

例如
,

传统的客家筝

曲 《出水莲 》
,

又称
“

中州古调
”

表现 了 莲花 出污

泥而不染的 品格
,

灌清涟而不妖 的情操
。

全 曲旋律

清丽典雅
,

速度 中庸悠闲
,

以各种丰 富的表现手法将

出水莲的神态气质刻 画得栩栩如生
,

使人感受到 出

化密不 可分
。

其 中最重要 的 是 筝 乐对青少年 的

道德品质修养能产生极大的 影响
。

这个
“

多 元文化
”

的桥梁
,

我们不应轻视和放弃
。

年春节后
,

中央决定 减轻 中小学生 负担
,

进行综合素质教育
。

相 信作为进行美育
、

德育和 素

质教育 比较有效的工具一一古筝的普及就势在必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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