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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著名古筝演奏家 ,筝乐作曲家 ,筝乐理论研究学者 ———厦门大学焦金海教授 ,多少年来在筝艺上一直孜孜
不倦的追求新的发展、新的创作、新的理论和新的演奏技巧。在紧跟时代脉搏 ,深刻表达音乐思想内容和主题方面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为我国筝乐界所关注与探讨的重大课题 ———古筝艺术如何在新的世纪适应新的要求 ,创造新的音响等方面作出
了表率和典范作用。

关键词 :题材创新 ;作曲创新 ;演奏创新
中图分类号 :J6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6365(2002) 01 - 0080 - 03

08　　　　　　　　　　　　　　　　　　　云梦学刊　J OU RNAL O F YUNMEN G　　　　　　　　　　　　　　　　　2002 年 1 月

Ξ 收稿日期 :2001 - 06 - 29

　作者简介 :古军生 (1949 - ) ,男 ,湖南岳阳人 ,岳阳师院音乐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古筝曲创作研究。



18第 23 卷第 1 期　　　　　　　　　　　　　　　　　　　　古军生 :焦金海古筝曲创新研究　　　　　　　　　　　　　　　　　　



过研究苦音更加深入开拓筝乐作品创作领域中的新思维、
新技法。例如 ,焦氏在创作中 ,运用移宫犯调变换出的苦音
音乐 ,获得了新音调、新色彩、新的艺术表现 ,具有新的神
韵。如筝曲《更深寂静》、《游子思归》中出现的 fa 和微降 si ,

就是通过移宫犯调而产生的。
(二)重视与倡导定弦调式音阶的创新
所谓定弦调式音阶 ,是指筝的定弦散音所能形成的音

阶及其调式关系。焦教授认为 :“古筝的定弦法及由定弦音
阶所构成的调式对乐曲的风格、韵味及技巧的发挥、表现力
的扩展 ,尤其对乐曲创作手法的运用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这是因为 ,调式是音乐思维的基础 ,是音乐艺术中一种很重
要的表现手段”。

他对我国筝乐传统定弦调式音阶现状与困惑的阐述 ,

对辉煌的古代筝乐定弦调式音阶的回顾与研究 ,及对少数
民族筝类乐器定弦调式音阶的分析 ,我国筝乐传统五声定
弦调式音阶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求。在对近年来出现
的创新定弦调式新筝曲探讨的同时 ,提出了我国筝乐第二
通用定弦调式音阶的见解。他认为第二通用定弦调式音阶
应俱备 : (1)根据古筝演奏特点 ,在一个八度内容纳 6 个音
(即五个音加第一音的高八度音) 。(2) 应与传统定弦调式
音阶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这是指由五声音阶或类似五
声音阶的音列组成) 。(3) 在不同音区的重复规律应同第一
通用定弦调式音阶。(4) 创新定弦调式音阶的色彩、韵味必
须具有华夏音乐的基本韵味与内涵。

他在《音乐研究》1998 年第 3 期《论筝乐定弦调式音阶》
论文中 ,充分阐述了上述观点并曾用这种定弦调音阶创作
了筝曲《丝路情深》,色彩异常丰富、贴切 ,表现了汉族、西域
两种音乐主题的不同风格 ,流淌出丝绸路上深厚的亲情、友
情、爱情 ,深刻表达了丝路途中充满着艰辛与喜悦及苍茫迷
离的意境和思绪万千的情感。

(三)演奏技法创新
新的演奏技巧和新颖手法是作者的创新追求 ,这种技

巧和手法的运用 ,对乐曲的内涵表达起到了传统演奏方法
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焦教授共创作出十多种新演奏技巧 ,

大大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其中主要新技巧有 :

11 促促技巧 　所谓“促促技巧”,就是右手勾抹托发出
三音和弦 ,左手用中、食、大三指指肉在码内弦段上靠近筝
码处按住此和弦的琴弦 ,当右手拨弦后 ,左手按所示节奏由

左向右推进 ,发出“促促”音响 ,达到和弦音与“促促”音的交
织进行。这种技巧在《红河谷》引子与乐曲的高潮处用到。

21 勾托按节奏法 　这种技巧就是左手或右手用中、食、
大三指交替按所示节奏拨弦 ,然后用掌侧止音 ,形成停顿与
拨弦音相结合的独特音响效果。这种技巧在《丝路情深》、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梦幻曲》中用到。

31 鸟鸣奏法及鸟鸣与旋律同时拨弦法 　第一种 :右手
在最高音弦段上拨弦 ,左手持空心铜棒或左手第二关节戴
有铜套 ,放置于拨弦段 ,由下向上顶压并移动以配合拨弦 ,

从而发出有轻慢缓急的多种鸟鸣声。第二种 :右手拨奏旋
律 ,左手手持空间铜棒 ,放置于最高音弦的码外弦段下 ,由
下向上顶压并移动 ,用左手的食指拨弦 ,发出鸟鸣声 ,以配
合右手拨奏的旋律音形成鸟鸣与旋律相结合的音响。第三
种 :右手大指在最高音弦段上拨弦 ,左手拇指第二关节戴有
铜套 ,放置于拨弦段下向上顶压 ,并移动以配合拨弦 ,从而
发出鸟鸣声。

41 一弦双音 　右手指带铜套或左手持空心铜棒配合右
手拨弦 ,使得右手拨奏一根弦而发出两个音。

51 和弦滑动止音综合奏法 　即 :表现和弦、滑音、止音
等综合因素。即左手将双音中的一个音进行按音 ,右手用
抹指演奏此双音 ,继而用左手的大指按住此双音 ,然后用右
手的大指向外拨弦 ,再进行勾托演奏。

61 双手泛音同时拨奏技法 　即 :双手同时拨奏泛音 ,形
成不同的旋律与和音。此技法在《丝路情深》乐曲中用到。
它起到了烘托气氛 ,表现了汉族传统音乐的风格和神韵。

71 沙音奏法 　双手配合发出沙沙独特音响 ,此技巧靠
左手拨弦后 ,右手外侧指甲与指肉尖在琴弦上的轻微接触
而成。此技法在《侗》曲中用到。

焦金海教授是我国一位勤奋的筝乐艺术家。多少年
来 ,他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筝乐事业的发展 ,追求新的
筝艺、新的创作 ;他在《人民音乐》1997 年第 10 期发表的论文
中写道 :“只在创新、激情、自然 ,才能新声、神韵、入神”;“创
新就是发展 ,就是推陈出新”。是的 ,时代需要我们打破常
规 ,事业需要我们创新 ,我们热情期待焦金海教授在已经取
得巨大成绩的艺术道路上 ,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更多的
优秀作品。

[责任编辑、校对 　任国瑞 ]

ON J IAN J INHAI’S INNOVATIONS IN GUZHENG MUSIC

GU Jun - sheng
(Music Dept. Yueyang Normal University ,Yueyang Hunan 414006)

Abstract 　Prof1Jiao Jinhai ,a famous exponent ,composer and scholar of Xiamen University ,has been persisting in
his research for years on the new development ,new theory and new performing skills of Guzheng musis. He has made re2
markable achievements for deeply expressing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subject of Guzheng music and keeping it up with
the pulse of times. Prof . Jiao plays an exemplary role in the major problems ,such as how does the art of Guzheng fit in
with the needs of the new centur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performing skills of Guzheng music ,ets. ,and all of these have
been long discussed by the world of Guzheng music in China.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subject ;innovation of composition ;innovation of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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