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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义 甲与左手演奏技法

陈 音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贵州贵阳 汉

内容摘要
“

义甲
” 亦称

“

拔子
”“

弹片
” ,

是古筝演奏者的演奏工具
。

其材质和长短千百年来有着很大的变

化
。

从南北朝 梁代的
“

鹿角爪
” 、

隋唐的
“

骨爪
” 、“

银甲
”

到现代的牛角
、

象牙
、

赛璐路
、

峨渭等
,

对古筝演奏艺术

的发展和提高发挥 了作用
。

在演奏工具不 断改进
、

完善的 同时
,

演奏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
。

左手戴甲就是其

中之一
。

它具有音 色更清晰
、

颗粒性强
、

发音更为迅速敏捷等特点
。

文章还对左手戴甲这一技法的运用所产

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 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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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筝义 甲的沿革

“

义甲
”

亦称
“

拔子
” 、“

弹片
” ,

是古筝的弹奏工具
。

最早见于南朝时期的《梁书 》中的《羊侃传 》
“

有弹筝人

陆太喜
,

著鹿角爪
、

长七寸
” 。

这说明
“

鹿角爪
”

是在古筝诞生后
,

经过千百年来一代代弹筝人的不断改进和创

造发展的结果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

到了隋朝时期
, “

弹筝人用骨爪
、

长寸余以代指
。 ”

《旧唐

书音乐志 》
。

从杜甫的
“

银甲弹筝用
、

金鱼换酒来
”

白居易的
“

楚艳为门阀
,

秦声是女工
。

甲明银砾硷
,

柱触

玉珍珑
”

李商隐的
“

十二学弹筝
,

银甲不曾卸
” 。

以及晚唐诗人彦谦的
“

锦筝银甲鸣鹃弦
”

等诗词中可 以看出
,

盛唐以后
“

鹿角爪
”

已被银甲所代替
,

且只有寸余长
,

一直沿用至清代
。

近现代
,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筝乐飞速发展
,

筝的改革有了长足进步
。

仅从
“

义甲
”

的制作

材料来看
,

已从过去单一的
“

鹿角爪
”

和银制的
“

银甲
” ,

发展到现在的牛角
、

象牙
、

赛璐路
、

塑料
、

有机玻璃
、

袱

帽等多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弹片
。

综观古筝山东筝派
、

河南筝派
、

陕西筝派
、

浙江 武林 筝派
、

延边筝派
、

内蒙

筝派
、

潮州筝派
、

客家筝派
,

福建筝派等九个流派
,

弹筝人所用 的
“

义甲
” ,

以砒帽做的最为普遍
。

因袱帽
“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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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软硬适中奋发音较好
,

是较为理想的材料
,

故广为采用
。 “

义甲
”

的形制已从过去的
“

长七寸
”

发展到今天的

长约七八分
,

不到一寸
,

小巧玲珑易于贴卸
,

弹奏时灵活 自如
,

不妨碍关节的屈伸
。

今天
,

新一代筝甲的诞生
,

既是前人制作经验的总结
,

也是后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

在实践中不断革新的成果
。

二
、

古筝演奏技法的发展

在漫长的古筝演奏史中
,

均右手戴甲而左手不戴甲
,

如《一点金 》
、

《出水莲 》
、

《昭君怨 》
、

《柳青娘 》
、

《汉宫

秋月 》等多数传统曲目都是以右手弹旋律
、

左手做润色 —揉
、

滑
、

按
、

打
、

颤等
。

这些反映当时社会风貌和人

文思想的曲目短小
、

精炼
、

技巧 比较单一
。

随着筝乐的发展和技巧的不断积累
,

古筝左手演奏发展到可以跨

越琴码弹一些简单的伴奏
、

或刮奏
。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 以来
,

由于赵登山
、

曹正
、

曹东扶
、

张燕
、

范上娥
、

焦金

海
、

赵曼琴等一大批古筝演奏家创作和改编的大量古筝曲
,

大胆地采用左手弹分解和弦
,

和音伴奏
,

双手刮

奏
,

左手扫弦
,

右手扫摇
,

甚至左手弹旋律的技法
,

打破了千百年来古筝的左手演奏只能做单一的装饰性的手

法
,

把左手演奏技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特别是王昌元创作的筝曲《战台风 》
,

创造性地借鉴钢琴的演奏手法

应用于古筝
,

大大拓展了古筝的演奏技巧
,

左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

可 以说《战台风 》在古筝音乐发展

史上具有
“

里程碑
”

意义
。

三
、

左手戴甲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左手戴甲演奏
,

首先是丰富了弹奏的表现力
,

特别是在音色上有 了新意
。

当一首曲子在演奏过程 中
,

左

手不戴甲的演奏与左手戴甲的演奏听起来感觉截然不 同
。

不戴甲弹奏出来的曲子虽根音厚度较好
,

而音色

阴郁沉闷
,

灰暗
,

旋律线条不清
。

戴甲演奏出来的曲子则清晰可辨
,

颗粒性强
,

音色明亮剔透
,

尤如
“

大珠小珠

落玉盘
” 。

特别是在演奏
“

点指
”

技法时
,

左手戴甲其音量
、

力度能与戴甲的右手相平衡
。

在演奏
“

序指
”

又称

分指 技法时
,

左手戴甲演奏具有更加轻松
、

飘逸
、

发音干净
、

速度快
、

易于控制的特点
。

在演奏刮奏和扫弦

时
,

左手戴甲在力度和清晰度方面更显优势
。

在演奏复调作品时
,

有时要求两个旋律此起彼伏
,

有时要求双

手力度平衡
,

有时要求左手力度强而右手力度弱等
,

这时左手戴上指甲后能较好地控制力度
,

而获得理想的

效果
。

由于左手戴上指甲
,

因此也能象右手那样弹
“

摇指
” ,

不仅可以用左手大指悬腕摇
,

也可 以食指摇
,

中指

摇
,

甚至多指摇等
。

使左
、

右手的摇指技法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作品之中
,

大大丰富了古筝的演奏手法和音

乐表现力
。

左手不仅要演奏旋律和伴奏
,

同时还要承担揉
、

滑
、

按
、

打
、

颤等多种技法
,

形式多样
、

变化无穷
,

“

尤以一音多韵之美形成自身的特点
” 。

因此
,

左手在乐曲的整个演奏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此外
,

由于左

手戴甲的演奏
,

还开发了小指的演奏功能
,

如小指可以弹
“

根音
” 、 “

泛音
” 、 “

大撮
”

等指法
,

使平时少用
、

甚至不

用的小指得以展现和发挥
。

然而
,

左手戴甲使古筝的演奏表现力更加丰富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

如 甲

片触弦时所产生的噪音
,

又由于甲片滑按弦时打滑卡指
,

和弦的根音缺厚度等问题需要改进
。

四
、

解决左手戴甲所产生的问题的探索

、

解决噪音的问题
。

由于左手的演奏位置常处于前岳山与琴码之间或靠近琴码一些的地方
,

拔弦时振幅较大
,

尤其是复弹该

弦时
,

前一音还在延续
,

马上又弹后一音的时候
,

左手戴甲贴弦便会产生噪音
。

解决这种噪音的方法 一是复

弹音时
,

手指必须如闪电般迅速
,

尽量不要停留在该弦上
,

也不可象不戴甲片那样提前将手指放在弦上做准

备动作
。

这样便能做到左手发音干净
、

果断
、

利索
、

避免噪音的出现
,

也就是说只能用
“

提弹
”

法
,

不能用
“

夹

弹
”

法
。

二是复弹该音时
,

弹第一音后左手手掌或手指迅速止音 煞音
,

再弹后一个音
,

这样也可做到发音干

净
、

清楚
,

避免噪音
。

但这种方法只适合于中速
、

慢速
、

休止符
,

或延长音等
,

而不适合于快速演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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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

卡指
”
的 ’题

。

无论什么材料制作的
“

义 甲
” ,

都磨制得光滑
、

美观
。

左手戴上演奏时
,

在贴弦做揉
、

滑
、

按
、

打
、

颤等技法

时
,

无论多么小心
、

注意
,

都免不了打滑
“

卡指
”

等现象的出现
,

即筝甲打滑后手指卡在弦上或琴板上
,

使之不

能继续演奏下去从而影响乐曲的演奏效果
。

解决的办法 一是左手做揉
、

滑
、

按
、

打
、

颤的技法时
,

采用两个手

指来做
,

即食指和中指
,

左手不戴甲时
,

是用三个指来做的
。

少用一个手指压弦
,

就可减少一个手指
“

卡弦
”

的情况发生而又能达到与三个手指压弦同样的效果 二是压弦时
,

两个手指最好向右倾斜一些
,

使指夹避免

正对琴板而不易滑掉 三是粘贴
“

义甲
”

与手指的胶布要长些
,

按弦时用胶布压在弦上
,

手指就不易滑落下来
。

为了使胶布更好地起到挡弦的作用
,

左手食
、

中指应用长一些的胶布为好
,

一般在六寸左右长为宜
。

以上这

三种方法的相互结合使用
,

熟能生巧
,

便能较有效地避免
“

卡指
”

现象的出现
。

、

解决根音的音 色和泛音的 问题
。

尽管左手戴 甲在古筝的发展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

但它代替不了肉指弹根音时发出的阴柔和婉
、

浑厚有

力的音色
。

通常我们是用左手无名指的肉指来演奏的
。

然而左手无名指戴上指甲后
,

音色就有所改变
。

因

此
,

弹奏此类音色的任务便转移给了不戴指甲的小指
。

不仅如此
,

泛音的演奏
,

左手不戴指 甲时是用食
、

中
、

无名指的指尖部位弹泛音的
,

然而
,

左手的这几个指头戴上指甲后
,

这时小指又承担了
“

泛音
”

这一指法的演

奏
,

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

此外
,

用食指
、

中指
、

无名指的第二节肉指部位来弹效果亦好
。

古筝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改进
,

不断完善的过程
,

尤其是进人 年代以后
,

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视
,

素质教育逐渐深人人心
,

学习古筝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

而且呈低龄化
。

在专业教师的要求下
,

学生的

基本功越来越扎实
,

演奏技巧越来越高
,

想表达丰富多采的生活欲望也越来越强
。

以前创造发展的技法似乎

又不能满足和适应这一时期人们的表达需求
。

于是人们开始思变
、

思创新
。

许多专业作 曲家看到 了古筝这

一乐器的发展前景和表现魅力而溶人到古筝曲的创作中来
。

使古筝曲的创作水平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

这些

曲目有的采用六声调式或七声音阶的排列
,

有的干脆就是无调性的作品
,

如徐晓林的《山魅 》
、

徐坚强的《
二

》等
。

而有的则采用临时变音的手法
,

使音乐的织体
,

旋律的走向有别于前人
,

更适合表现现代人的生活节

奏和思想情趣
,

特别是发展到左手戴上与右手相同的四个指甲时
,

形成了 年代的象征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

以看出
,

古筝左手演奏的发展
,

推动了古筝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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