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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交流开始之后西方人士被古筝独特的

风味韵致所征服
,

将古筝誉为
“

东方钢琴 ”这种赞

美对古筝形成 了一种考验
,

既是
“

钢琴
”

就应奏钢

琴之 曲
。

不然的话所谓的
“

东方钢琴
”

仅仅是一种

泛泛的溢美和客套
。

民乐奏西曲如二胡
、

琵琶等其

他 民族乐器都有了成功的范例
,

古筝因为受到缺音

少律的技术限制
,

凡有 中途转调和带有升降符号的

作品几乎都无法演奏
。

于是中 国新型转调古筝应时

代之需及时地郑重亮相 了
。

新筝的 出现解除了作曲

家怕其作品在筝上难 以演奏的后顾之忧
,

演奏家们

则获得了更大的技艺展示空间
。

新古筝结构功能与传统古筝不同
,

弹奏时的指

法就有些特殊之处
,

甚至对演奏者的音乐素养也有

了更全
、

更新的要求
。

对此缺乏认识则可能在练习

中遇到些不应有的障碍
。

钢琴名 曲 《致爱丽丝 》家喻户晓
,

最具代表性
。

能在新型古筝上如实演绎是因为新筝具有左右两个

音区
,

原先斜置琴码变成了 中置琴码
,

并因此弹琴

者面对琴 中央而坐
。

琴码左面为 弦七声音阶
,

码

右分为五声 弦
。

码左每个八度多
、

两音
,

因此

弦距稍窄
。

右音区保持了传统筝的五声排列
,

故弦

距较之传统筝和左音 区较宽
。

弹奏时两边配合使

用
,

因为有 了原置性的
、

二音
,

弹奏时不论
、

如何在旋律 中 出现都不会成为 问题了
,

弹奏各种

和弦也不再困难
。

仅如此弹奏 《致爱丽丝 》 自然不

够
,

还得在原来 除去
、

二音 中置筝码两边每

弦音高一样的基础上
,

把右音区每个音都调得 比码

左高出半度
。

例如原先的 码两边都是这个音
,

调

后左音区为
,

而右音区 已成为 或 了
。

调音时

将右音区的截弦器从滑槽中往左移动使发音弦距缩

短升高音值即可升高音
。

如果 已将截线器移动到滑

槽顶头
,

还不够标准音高时就得用调弦扳手拧动琴

头的琴钉了
。

这时右音区虽然准了
,

但此弦左音区

自然相应也升高了半音
,

解决的办法是将左音弦的

截线器往左移动增加发音区的弦长距离音便降低直

至调准
。

这样调出来的就是十二平均律弦序排列
。

此时的左音区相当于键盘乐器的 白键
,

右音区则恰

似黑键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定好十二平均律

弦序两个演奏区的音准是重要的前提
。

倘若 自 己一

时还不具备这种辨音定弦的能力
,

最好请有这种能

力 的人帮助完成
。

音不准的乐器谁也奏不 出好音

乐
,

搞不好还会弄断琴弦
。

音定准了之后暂时莫急

着弹大型复杂的 曲子
,

应该先拿些简单的 曲子当练

习 曲
,

熟悉适应这种较陌生但今后实用价值颇大的

弦序音列
。

为今后用 固定唱名法弹作品奠定扎实的

基础
。

练习 时着重提高左手的能力
,

新筝对左手基本

功要求起码不亚于右手
。

传统筝上琴码左方不是乐

音区
,

即使有时也需左手到码右来辅助弹奏
,

但终

归不承担主要任务
,

因此原先受到过的训练新筝上

已不足用
。

练手的 同时得习惯新筝的记谱方式
,

十

二平均律弦序排歹」记谱和钢琴记谱法基本相 同为二

部记谱 或四部记谱
。

上部曲谱为右手弹奏谱
,

下

部是左手所用谱
。

上部谱依需要在左或右音区弹

奏
,

下部谱同样视记谱要求在左或右音区弹奏
。

正

式弹奏独奏曲之前应按 惯例多熟悉欲学习 的 曲子
。

《致爱丽丝 》这首 曲子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幽怨

美
。

因为人们脑海里大都有钢琴 曲 留下的先人 印

象
,

所以在筝上弹奏时的节奏
、

强弱
、

音色方面尽

量追求钢琴的情调韵味
。

最鲜明的特点是吟
、

揉
、



名 家 名 曲 段杰麟勿二了

买
扩

留
」

‘

拿堂

滑
、

颤等固有的筝技一概不用
,

充分利用新筝共鸣

比古筝好
,

既有筝味又似钢琴这一优势
,

将弹弦乐

器由音点成曲 的特征表现出来
。

第 一 第 小节技术要求不高
,

但情绪不能游

离在旋律之外
。

特别注意第 小节是从弱拍起
,

这

一拍在全曲 中或强或弱多次反复出现
。

处理好强弱

对全曲成功与否的意义至关重要
,

它相 当于一首诗

词 中的一个诗眼
。

此曲每一个小节都得双手参与
,

开始弹奏了就得排除杂念
,

屏心静气注意力高度集

中
。

不如此易 出现左右手交替不 自然
,

好弹的句子

段落偏快偏强
,

反之则流转慢
、

弱
,

甚至错弹 自 己

觉察不到
。

第 小节和最末尾 出现了琶音
,

虽然这在古筝

上亦为常见的重要技巧
,

但在新筝上弦距已变
,

新

筝的弦 比古筝张力大
,

感觉上有很大差异
。

切忌不

要因左音区弦与弦之间较密而碰响邻弦
,

出来不应

有的异音
。

琶弦前手形呈半握拳状
,

各指放松 自然

弯曲
,

每指拨弦向掌心用力
,

充分发挥指关节作用
,

无名 指和大指的拨弦点与 中置筝码成平行方向
。

拨

音最佳点离中置筝码 厘米左右 托劈抹挑摇也应

在此
。

离码太远了噪音大
,

近了音发紧
。

琶音 出来

后要有较好的整体效果
,

音的颗粒之间需要讲究
,

既不能太快
,

又不能太 漫
,

要有 串珠之美
。

小节 一 小节这一段的注意重点是左右手

各 自弹出 的声音和音符应该照谱子要求严格对位
。

不要急于求成
,

要一小节一小节由 漫渐快
,

由生而

熟
。

勉强快起来必然质量不高或出错
。

接下来的

小节由两手食指交替快速轮抹指法为主
。

每次抹指

后不要顺势将手抬得太高
,

太高了徒增距离减 漫速

度
,

导致怕抹错了弦而心理和生理紧张
,

这种紧张

反过来会成为 出错的又一原因
。

太低了不利指关节

发力
,

其高度 以拔弦后方便下一次拔弦为准
。

值得重视的是从 小节 不计反复 一 小

节
,

这一段也是全曲最难点
。

从谱上看不过是出现

了勾托抹托的快四点而已
,

看似平常
,

弹筝的谁还

没练习 过快四点呢
,

说其难是因为这儿需要的是用

左手来完成
。

一般人先天左手 比右手生理功能稍

弱
,

再加上弹古筝时左手得不到快四点的弹奏训

练
,

突然需要左手来完成 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任务
,

自然就显得有些难了
。

练习 时一如右手练习快四点

一样 由慢渐快
。

与在古筝上不同 的是新筝的弹拔发

音区在 中置琴码两侧
,

远离岳山
,

琴弦上不便扎桩
,

使用任何技法时都宜悬腕
。

想做到每点清晰有力
,

取得这么一长段快四点应有的淋漓热烈效果
,

首先

要练出腕部的稳定性来
。

指头发力时
,

腕部实际上

就是支撑点 了
。

腕部缺乏基本功必然不能持久稳

定
,

腕部不稳就要影响手指的准确性
,

出指不准碰

响邻弦或错弹它弦便在所难免了
。

基本功好多弹奏

这一段时腕部带动手指一拍一个整体动作
,

能从手

形上表现出一种美来
。

另外需注意勾托过后抹托两

点不能粘连
,

有些人弹 出 的这两点就显得粘糊不

清
。

联系时注意 比其余手指头少一关节的拇指不要

急着僵硬地托 出
,

待食指抹音发出 后拇指从容动作

即可
。

钢琴上常有两手交叉弹奏的现象
。

此曲 的 小

节右手在左音区小撮两音
,

左手从右手上面伸过弹

奏三拍全由降 构成的快四点
,

也形成了双手交叉

弹奏
。

注意
,

这是正确弹奏乐 曲 的逻辑需要
,

决不

是对钢琴技法刻意模仿
。

道理很简单
,

因为降 不

在左音区
,

左手必须得跨过中置琴码到右音区来才

行
,

于是就 自然形成了双手交叉弹的形式
。

用此法

时虽然难度不大
,

但也需注意触弦要轻灵准确
,

姿

态要大方优美
。

过弦时切勿碰响邻弦
。

这首曲子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

在第
、

小节

中 出 现了下 这样一个指法记号
,

它的意思是用左

手或右手小拇指弹奏
,

名称叫小拨
。

这是王天一先

生为新筝专门新创的一系列技巧指法 中 的一种
。

用

时要注意多加力度
,

才能使本来力弱的小拇指弹出

的音与它指发出的音平衡
。

另一点是在 节左手谱
己的 聋在 中置码的右音区

,

普却在码左音区
。

要想

将这个声弹出 用原来的大小撮都不行
。

只能左手掌

心正对中置码
,

左小拇指拔左音区的 宜左大拇指弹

右音区的 量
。

以上将应该注意的技术手法要点做了说明
,

有

古筝基础的很快就会在新筝上将此曲 练成
。

直接从

新筝人手学习 的不断练习
,

早晚也会弹好这首 曲

子
。

本文中所说的难字用意多在于加 以强调引起重

视
,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难
,

例如左手的快四点再难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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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不过在筝上学习摇指
。

不论传统古筝还是新型

古筝都是一件善解人意的乐器
。

有 了正确的态度方

法之后进步收效的快慢大小全取决于功夫 的多少

了
,

天道酬勤是条普遍真理
。

新筝不但蕴涵有古筝

的全部功能 若只用其右音区则正好相当于古筝
,

而且极擅表现古筝难以表达的风情韵味
,

只要认真

学习新筝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美的 回报
。

学会了这首

曲子后再学习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曲 王天

一编 曲
、

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 王天一编 曲 等

世界名 曲就不会再感到 困难
,

练会几首这类曲 子后

基本功会 由量变而质变
。

通过举一反三
,

汇融灵通

的学习方式
,

你 自己也可以尝试着在新筝上编配指

法弹奏一些世界名 曲 这类曲子多用 十二平均律谱

写古筝难以弹奏
。

姑不论成功与否
,

这种追求创作

的过程本身就是美的享受
。

以上文字仅对一首曲子做具体的技术讲解
,

欲

真正驾驭新筝会弹几首曲子是不够的
。

一如古筝对

古代文史知识有一定要求那样
,

要想用新筝弹好域

外音乐作品同样最好多解读些原作
,

读些世界名著
,

尽量提高 自 己的全方位素质
。

同时应买一套央视教

育台新筝讲座的音像文字资料
,

那里边王天一先生

对新筝有详尽科学的论述和一系列作品
。

做到这些

了
,

我们的性情格调就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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