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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视青少年“古筝热”,约计 80 %学古筝者 ,或浅尝辄止 ,或半途而废 ,其原因涉及中小学教育、青少年本身、

家长、教师诸方面 ,关键是学习兴趣缺乏或不持久。兴趣是学好古筝的原动力 ,有三个层次 ,即有趣、乐趣和志趣。古

筝教师是培养、导引青少年学习兴趣的主角 ,应打好个人的品牌、因材施教、使青少年感知和理解古筝的艺术美、抓

好基本指法训练、让青少年走出封闭训练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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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们古老的神州大地上 ,涌起了一

个又一个的热潮 ,来势稳、持续久、范围广的“古筝热”,就是

其一。当流行歌曲狂飙席卷、钢琴倍受青睐、民族音乐遭遇

冷落之际 ,古筝却如一枝出墙红杏 ,以其美观大方的造型、优

美典雅的音韵、演奏多声的特长 ,显示了民族艺术的生机、活

力、风采和魅力 ,赢得了世人的喜爱和赞赏。

这一“古筝热”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 :古筝“飞入寻常百

姓家”,业余学习者雨后春笋般涌现 ,各式各样的“古筝艺术

学校”、“古筝培训班”遍地开花。而今 ,在数以百万计的业余

习筝者中 ,虽不乏中年和老年 ,但 90 %以上则是我们所要谈

及的青少年 ,即以女孩居多的中、小学的学生。这么众多的

青少年钟情古筝 ,雄辩地证明新时期以来古筝的研制和演奏

技法的改革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 ,古筝艺术已融汇于时代的

潮流 ,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 ;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物资生活、精

神生活的提高和素质教育的深入影响。但是 ,当我们透过热

热闹闹、趋之若鹜的景观 ,具体考察一下实际情况 ,就不难发

现 :约计 80 %的学筝者 ,或浅尝辄止 ,或半途而废 ,学习时间

一般不超过两年 ;还有 5 %左右 ,时断时续 ,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 ;而真正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学有造诣者 ,不足 15 %。这

固然与中小学教改尚不到位 ,学生负担仍然过重 ,作业压头 ,

无暇旁务等原因有关 ,但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缺乏兴趣 ,或兴

趣不持久。据笔者所知 ,青少年选择古筝 ,不外被动、主动和

协商三种情形 :被动者 ,即一切由家长作主 ,自己只有遵命、

服从而已 ,对古筝并无兴趣。俗话说 :“强扭的瓜不甜。”实乃

经验之谈。主动者 ,即一切由孩子自作主张。然而 ,其动机

多出于一种好奇之心 ,无深层底蕴 ,当他们与古筝接触一段

时间后 ,好奇心得到满足 ,新鲜感消失 ,则兴趣索然 ,再也提

不起精神和劲头来了。协商者 ,无论孩子率先提议 ,还是家

长率先提议 ,双方都能平心静气地商讨 ,取得一致意见后 ,方

共同作出决定。如此则孩子学筝前思想准备充足 ,对古筝及

学习古筝的意义有所认识 ,兴趣较持久 ,不轻易转移。当然 ,

这初始的兴趣 ,也潜藏着不稳定的因素 ,需要巩固和升华。

由上可见 ,加强对青少年学习古筝兴趣的培养和导引 ,乃是

一个颇具普遍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二、兴趣是学好古筝的原动力

兴趣是一种心理特征。广义地说 ,人们由于爱好某一事

物或活动而产生的愉悦情绪 ,由于关注某一事物或活动而产

生的积极探究倾向 ,由于肯定某一事物或活动而产生的主动

参与意识等 ,都属于兴趣。它不是人生固有的 ,而是后天形

成的 ,是人们各种生活需要激发而发展起来的。照生理学解

释 :作为人的神经中枢的大脑 ,是心理活动的主要场所。当

人们在社会现实中 ,受到某一事物或活动的刺激 ,神经系统

将信息传输给大脑 ,就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大脑皮层较迅速、

强烈的感受和反应 ,形成兴奋中心。兴趣即大脑皮层兴奋增

高的结果。生活需要是兴趣的基础 ,人的生活需要 ,既有物

质的 ,也有精神的 ,多种多样 ,这就决定了人的兴趣的多种多

样。这里所说的“古筝学习兴趣”,则基于精神的需要。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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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种狭义的兴趣。它是一种力求认识古筝 ,渴求掌握古筝演

奏技能和不断探求古筝艺术奥妙而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活

动。有人将这类狭义的兴趣称为“学习兴趣”,或“认识兴

趣”、“求知欲”等。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说 :“成功的秘诀是兴趣 ,

对少年儿童所从事的活动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兴趣一经形

成 ,它就会磁石般地吸引着少年儿童去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

某种活动。”[ 1 ] (P463 - 464) 这里强调的兴趣 ,其实就是狭义的学

习兴趣。对于学习来说 ,学习兴趣是种原动力 ,一旦青少年

的大脑皮层形成这样的兴奋中心 ,就会大大提高学习积极

性 ,集中精力、倾注热情参与学习过程 ,争取优异的成绩。学

习古筝亦然。读读名人传略 ,我们就会发现 ,古今中外许多

著名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大师的成功 ,都得益于兴趣。例

如 ,我们熟悉的聂耳 ,音乐兴趣从吹笛兴发 ,伴随他辉煌的一

生。研究表明 ,学习兴趣促进学习的巨大作用 ,还体现在它

有时能弥补智力发展的不足。如拉扎勒斯在语文教学中曾

实验将高中生按智能和兴趣分为两组 ,智能组学生的平均智

商 ( IQ)为 120 ,但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不感兴趣 ;兴趣组的

学生平均智商只有 107 ,但都喜欢阅读和写作。这两组学生

都必修阅读和写作同一门课程并接受同样的测试 ,一学期下

来 ,结果兴趣组的总成绩比智能组好。[ 2 ] (P279) 细究起来 ,青少

年的学习兴趣 ,是存在着层次差异的。综观学习兴趣的实际

表现 ,大都将其划分为有趣、乐趣、志趣三个层次。不同层次

的学习兴趣 ,对学习的驱动力也不一样。就学习古筝而言 :

有趣是指青少年一时被古筝独特的外型或古筝演奏的美妙

音响所吸引 ,油然生出一种好奇感 ,迫切渴望去摸一摸 ,弹一

弹 ,过上一把瘾。这是青少年普遍存在的感官受到刺激即自

然而然产生的“猎奇”心理。这种心理多处在较朦胧的自流

状态中 ,特点是为时短暂 ,不稳定 ;容易转移 ,不专一。前面

提到的自主选择学习古筝的青少年 ,学习兴趣大都处于有趣

这一低层次 ,如不及时进行培养和导引 ,欲望稍有满足 ,就会

消失或转移。乐趣是在有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特点是趋

向专一和稳定。这需要花大力气精心培养和导引。学习古

筝的青少年进入这一层次 ,初始的那种猎奇古筝外型和音响

的稚幼心理已淡化 ,代之而来的是对古筝深层艺术美的发

现、感悟和陶醉 ,恨不能尽快掌握古筝演奏技能 ,打开艺术殿

堂的大门 ,获得更多的艺术享受。此时 ,他们真正把学习古

筝视为一桩乐事 ,主动性、自觉性增强 ,不会轻易地放弃了。

从目前情况看 ,青少年学习古筝者 ,由有趣进入乐趣的尚属

少数。乐趣进一步升华 ,就是志趣 ,其特点是高度的专一性

和稳定性 ,强烈的创新欲和成就感。学习古筝的青少年臻达

这一最高层次 ,享受艺术美的愉悦往往伴随着坚强的信念、

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 ,一心一意追求全面掌握古筝演奏

技能基础上的艺术发展和美的创造。这时 ,他们偏嗜古筝已

爱不释手 ,甚至将其视为一种事业 ,乐于面对和克服学习、探

索中的艰难和挫折 ,力求有所建树。当然 ,学习古筝有志趣

者 ,为数更少 ,他们一般都有着良好的音乐秉赋 ,而对于广大

青少年 ,就不应强求了。

三、关键在于对学习兴趣的培养和导引

古筝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瑰宝 ,有着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和感染力 ,已走向世界 ,响遍五大洲 ,而大批选择古筝的青少

年却缺乏兴趣 ,或学习兴趣难以持久 ,问题何在 ? 笔者以为 ,

除第一部分涉及的原因外 ,尚有 :

(一)青少年本身 :1、阅历浅 ,理解力不足 ,对学习古筝缺

乏认识。陌生感势必造成与古筝的隔膜。2、幼稚不成熟 ,随

意性强 ,感情容易冲动 ,善变无长性。一时心血来潮选择了

古筝 ,三分钟热度一过就想搁在一边。

(二)学生家长 :1、无论强制独断型的 ,还是民主协商型

的 ,让子女学习古筝 ,出发点不一定完全正确 ,大都为了孩子

升学时能加点“特长分”,进重点学校 ,或为孩子寻求一条谋

生之路 ;即使希望孩子能经受艺术的陶冶 ,提高修养、净化情

操、开发智力者 ,也普遍要求过高 ,求之太切。因而 ,他们往

往不给孩子留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 ,见缝插针 ,逼着孩子一

遍遍地练 ,甚至机械地规定每天必须练习的次数 ,给孩子造

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产生厌烦乃至畏惧情绪 ,将有趣的活动

变成了精神负担。2、撒手放羊型的 ,则对孩子学习古筝概不

过问 ,使其兴趣自生自灭。

(三)教师 :1、学生来源多 ,而真正古筝专业出身的教师

紧缺。据报道 :北京市甘家口少年之家 ,学古筝的有四、五百

人 ,而教古筝的教师只四、五个 ,平均每位老师带百余学生 ,

只能十几人一班上大堂课 ,难作具体指导。2、教师队伍中不

乏鱼目混珠者 ,有的根本没有系统学过古筝 ,无法正确指导

学生训练 ,误人子弟。跟着这样的老师 ,基本功打不好不说 ,

不规范的演奏习惯一旦形成 ,纠正起来都很难 ,别说再继续

发展了。3、有的教师也存在责任心不强、教学内容陈旧、教

学方法欠科学、眼睛老盯着考级等缺撼。

我们找出问题的症结 ,关键是针对这些症结采取积极措

施 ,培养和导引青少年的古筝学习兴趣。对此 ,学生家长和

教师必须高度重视。

作为学生家长 ,应正确认识青少年学习古筝的意义 ,端

正支持孩子学习古筝的动机 ,降低期望值 ,杜绝强制行为 ,多

些关爱和鼓励。给孩子选教师尤为重要 ,一定要慎重调查了

解 ,以免孩子跟错人 ,走弯路。

作为教师 ,更应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 ,唱好主角戏 ,特别

要做到以下几点 :

(一)打造好个人的品牌。古筝教师是传授古筝演奏技

能、启开艺术殿堂大门、塑造青少年灵魂的实践主体。国家

教委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 1989 年 —2000 年》中明

确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的艺术教师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热爱艺术教育事业 ,为人师表 ,具有较为全面的本学科的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备较高的道德和文化素

质 ,掌握艺术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具有从事课堂艺术教学和

组织、辅导课外艺术教育的能力。”对此 ,古筝教师不能例外 ,

也必须在思想品德、学识能力、教学艺术诸方面努力打造自

己。因为只有思想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专业精通、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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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艺术高超的优秀教师 ,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爱戴和信

赖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 ;才能凭借自

己的威望和魅力产生的巨大感召力 ,有效地指导学生圆满完

成学习任务。加里宁曾说 :“可以大胆地说 ,如果教师很有威

信 ,那么这个教师的影响就会在某些学生身上永远留下痕

迹。”[ 3 ] (P177)事实确实如此 :在古筝教学中 ,学生跟着内心钦

佩的真心关爱他们的教师 ,总是舒畅愉快、兴致勃勃 ,学习劲

头十足。教师对学生的指教和诱导 ,很容易转化为他们的需

要与实际行动 ;即使是批评和忠告 ,也能激发他们进取的决

心和信心。有人曾以“你喜欢怎样的音乐教师 ? 你不喜欢怎

样的音乐教师 ?”为题进行中小学生调查 ,结果 :“学生喜欢的

音乐教师特征集中起来排在前六位的是 :教学方法灵活 (37.

2 %) ,幽默诙谐 (36. 8 %) ,唱得好 (33. 6 %) ,知识渊博 (31.

3 %) ,耐心平易近人 (29. 4 %) 和活泼大方 (27. 4 %) 。而学生

不喜欢的音乐教师特征更为集中一些 ,排在前六位的是 :脾

气坏、不耐心 (65. 5 %) ,讽刺人、打击人 (54. 1 %) ,教法少讲

课死板 (41. 5 %) ,不公平偏向 (38. 9 %) ,知识面窄 (26. 6 %)

罗嗦废话多 (24. 7 %) 。”[ 4 ] (P135) 这也提醒、警示古筝教师 ,应

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完善自己 ,让学生认同自己 ,喜欢自

己 ,乐于接受自己的指导和教诲。

(二)因材施教。中小学一般不开设古筝课 ,青少年学习

古筝 ,基本上都是利用课余时间。他们从六、七岁的娃娃到

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都有 ,起步时间不一 ,筝龄长短不同 ,能

力和水平参差不齐 ,再加上各自选择古筝的情况、性格、心理

素质、音乐秉赋等方面的差异 ,教学很难采取统一的固定的

模式。这就要求古筝教师 ,必须摸清学生的全面情况 ,做到

了如指掌 ,心中有数 ,并针对每人的实际 ,确定适宜的教学内

容 ,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 ,制订科学的培养计划。如七、八岁

的娃娃 ,非常幼稚 ,自控力差 ,随意性强 ;好玩 ,好动 ,好奇 ,好

胜 ;音乐知识贫乏 ,审美态度尚未形成 ,选择古筝往往出于新

鲜有趣 ,聚精会神学习古筝最多只能维持 20 分钟。对其施

教 ,课时应控制在 20 分钟之内 ,或穿插游戏将 50 分钟分为

两三个阶段 ;内容要少而精 ,循序渐进 ,每次都有新鲜感 ;枯

燥的基础训练应千方百计包装得生动、形象 ,富有趣味 ;练习

曲应短小 ,尽量改编启用一些儿歌 ,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

再如 :对家长强制选择古筝者 ,首先要多开导 ,使他们熟悉古

筝 ,了解古筝艺术的历史、现状及其巨大的艺术魅力 ,消除陌

生感、无可奈何的情绪和逆反心理 ,逐渐将注意力和学习兴

趣迁移、集中到古筝上来 ;其次是将学习古筝的意义及对个

体本身的价值渗透到各教学过程中去 ,深化其认识和理解 ,

进一步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而教学内容的设置 ,应

难易适度 ,要求不要过高 ,使其跳一跳能够摘到果子 ,经常品

味成功的快乐 ,有成就感 ;喜欢流行歌曲的 ,可酌情改编一些

作为练习曲 ,增强当代性和吸引力。总之 ,因材施教这一古

老的传统 ,今天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应在古筝教学中发扬

光大。

(三)使青少年感知和理解古筝的艺术美。对美的感知

和理解 ,是审美教育的核心 ,是审美的要点。指导青少年学

习古筝 ,是不折不扣的审美教育 ,亦应把感知和理解古筝优

雅、美妙的艺术美作为核心。就古筝艺术而言 ,所谓感知 ,即

听觉、神经系统和大脑对古筝演奏乐曲的直观感受和在此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的整体性把握 ;所谓理解 ,即以感性形

式对古筝演奏乐曲深层意蕴的整体性感悟和把握。青少年

只有具备一定的感知和理解能力 ,感知和理解到古筝的艺术

美 ,感情产生共鸣 ,身心得到愉悦 ,注意力被古筝深深吸引 ,

才能真正走出难奈的无趣 ,超越短暂的有趣 ,形成无穷的乐

趣 ,臻达崇高的志趣。而青少年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的能

力 ,先天的因素不能否认 ,但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对此 ,古筝

教师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究竟如何开启和提高青少年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美的

能力呢 ? 笔者认为 : 1、多听 ,使青少年具备有“音乐感的耳

朵”。马克思说 :“对于不懂音乐感的耳朵 ,最美的音乐也没

有意义。”[ 5 ]即充分指明了问题的必要性。所谓多听 ,既包括

广泛地听古筝演奏乃至各种音乐 ,极力拓宽听觉的感受领

域 ,领悟古筝艺术的特征及与其他音乐品类的异同之处 ;又

包括反复地听同一首古筝曲演奏或其他音乐 ,特别是古筝名

曲和正在习练的曲的名家演奏 ,增强音乐记忆力 ,有效地把

握瞬间即逝的流动音响 ,将听觉的印象综合起来构成整体。

如此广泛而又反复地聆听 ,加强了感性经验的积累 ,掌握了

古筝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的听觉印象 ,并且对相当数量的乐

曲特征有了较深的感性体验 ,就会逐步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古

筝艺术美。因为古筝艺术是纯粹的听觉艺术 ,它以特殊的有

组织的乐音在时间上的流动 ,展示艺术美 ,抒发思想感情 ,表

现生活的感受 ,要想感知和理解这些 ,只有靠耳朵聆听。没

有听觉的体验 ,就没有古筝的艺术美。总之 ,聆听是直接感

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美的途径 ,古筝艺术美首先为听觉所拥

有 ,在开启和提高古筝艺术美的感受和理解能力的过程中 ,

听觉占有主导地位。2、调动青少年的联想和想象力。古筝

艺术是表情艺术 ,有着内在的寓意和浑厚的意蕴。但是 ,古

筝发出的乐音 ,尽管有精心编织的可感的旋律、节奏、和声、

音色、调性等 ,却只是诉诸听觉 ,既无空间造型性看得见摸得

着 ,又无语义性与一定的概念或现实事物相对应 ;即使直接

摹仿的自然界的音响 ,如独奏曲《战台风》摹仿的风声、《骏马

奋蹄》摹仿的马蹄声等 ,都深寓着象征或暗示意义 ,不同于人

们会不假思索地感知到它的对象是什么的自然界真实的声

音。这就势必导致了古筝艺术感情内涵的朦胧模糊性和多

义性 ,也给深入感知和理解其艺术美带来了难度。我们经常

看到 ,有些人被古筝独特的乐音所吸引 ,但又听不出它所表

现的内容 ,大有不知所云之感 ,其原因就是 :在古筝艺术面

前 ,人们认识实践中遵循的单纯理性支配下的逻辑思维活动

失去了它的穿透洞察力。这时 ,冲破这一阻碍 ,沟通古筝语

言与其深远内涵的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借助于联想和想象 ,

将听觉、神经系统、大脑直接获得的信息、感受和审美经验转

化为视觉形象乃至触觉、嗅觉、味觉感知意象 ,然后理性思维

在通感派生的综合认知对象的基础上 ,去接近乐曲的本质 ,

把握艺术美。由此可见 ,联想和想象是开启古筝殿堂的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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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钥匙。古筝教师一定要千方百计将这把金钥匙交给青少

年 ,调动他们在对古筝艺术直接感知的基础上 ,在古筝乐音

留下的自由广阔的审美空间里 ,尽情飞腾自己的想象和联

想 ,构建可感的形象和意境 ,寻味不尽的内蕴 ,感受生命的律

动 ,领略更丰富多彩的艺术美。由于兴趣爱好、性格个性、情

感气质、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的不同 ,青少年们的联想和想

象存在着差异 ,教师应予允许和肯定 ,不强行统一于自己的

诠释 ,但亦应注意引导他们寻找各乐曲的审美指向 ,以免胡

思乱想 ,与古筝艺术风马牛不相及。3、给予必要的讲解和提

示。受年龄、能力、情感和认知水平的限制 ,加之古筝乐曲又

没有文字依据可循 ,青少年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美 ,远不如

有歌词的歌曲那么容易 ,总给人种距离感。要弥补这一缺

撼 ,缩短青少年与古筝艺术间的距离 ,古筝教师进行一些讲

解和提示是必要的。笔者认为 ,除对音乐基础知识、古筝艺

术特点、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的经验和途径概括介绍外 ,最

需要的是使青少年对所涉猎的各具体乐曲的背景材料、作者

的创作意图、本体结构、风格特征及流派归属等有具体了解。

并注意在他们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美的过程中 ,及时画龙点

睛地提示审美指向、重点难点、精彩片断和情感变幻以及音

乐要素的表现作用等。当然 ,这些讲解和提示 ,属于理性知

识 ,不能代替对古筝艺术美的感知和理解 ,但它却可使青少

年亲近古筝艺术 ,为他们感知和理解古筝艺术美提供参照 ;

而且 ,这些理性知识一旦融进具体的对古筝艺术美的感知和

理解的实践中去 ,也会发挥不可低估的驱动力。4、加强青少

年的文学艺术修养。虽然 ,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 ,都有自身

的独特性 ,但作为人类的生活和情感的艺术再现或表现 ,它

们又有共同性 ,不乏相通之处。就古筝艺术而言 :我们翻开

任何一部曲集 ,都会发现 ,许多曲子是根据古今诗词、戏曲、

小说、历史记载和传说等创造的 ,诸如《孔雀东南飞》、《春江

花月夜》、《苏武牧羊》、《汉宫秋月》、《林冲夜奔》、《哪吒闹

海》、《打虎上山》、《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其题材和内涵都和

文学艺术密切相关 ;电视中播放古筝名曲时 ,常常配上优美

的风景风俗画 ,把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 ,展示其非凡的艺术

魅力 ⋯⋯当代著名的指挥家阿巴多在谈到这类问题时说 :

“我认为了解音乐、绘画和文学的各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读到的书或看到的绘画中的某些东西之间是

有关系的 ,会在音乐上对我有所帮助。”[ 6 ] (P126 - 127) 既然如此 ,

加强青少年对文学、绘画、戏剧、电影、舞蹈、雕塑等等的了

解 ,很有必要。广博的文学艺术修养 ,不仅仅有助于青少年

进入直接相关的古筝乐曲的审美高层次 ,而且对古筝艺术美

的感知和理解能力的全面提高大有裨益。

(四)抓好基本训练 ,走好通往古筝艺术殿堂的第一步。

青少年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古筝 ,大都带有一定的专业训练色

彩。不论他们选择古筝出于何种目的 ,期待能熟练地演奏是

一致的 ,这与学校以审美为目标的音乐教育之侧重点不同。

正因为此 ,青少年学筝伊始 ,就想进行筝曲演奏 ,对基本训练

不感兴趣 ;而某些古筝教师 ,则往往迎合这一心理 ,减少了基

本训练 ,降低了要求 ,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岂不知基本训练

是通向古筝艺术殿堂的第一步 ,无法跨越 ,不下决心搞好 ,是

永远学不好古筝的。

古筝的基本训练 ,主要是识记和指法。识记 ,即读谱、背

谱 ,要求必须准确地辨识、感知古筝乐谱上的符号形式、表情

记号和演奏指法等一切标记 ,不得遗漏 ,并牢牢地贮存在大

脑中。这是正确熟练地演奏古筝乐曲的前提 ,实践证明 ,青

少年记忆力强 ,只要付出一定的劳动 ,都可以做到。而作为

古筝最基本的演奏技法的指法 ,掌握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

这是因为 :1、指法繁多。中国儿童考级委员会编《中国古筝

考级教程》所附《古筝弹奏技法标记符号总汇说明》即开列出

187 种[ 7 ] (P335 - 356) ,最常用的也有 40 种左右 ,全面掌握这些

指法 ,绝非一蹴而就之事。2、每种指法都有严格的要求 ,技

术性较强 ,只有反复练习 ,动作到位 ,精确稳定 ,才能产生最

佳效果。3、单项指法 ,需要合理地交换、联结 ,整合为相关联

的自然、和谐、流畅的系列 ,要做到得手应心 ,更需百倍努力。

总之 ,要熟练准确地掌握指法技巧 ,非下苦功不可。且不说

成为一位古筝专业演奏者 ,需如何呕心沥血 ,即使做一名爱

好者 ,要自如地操纵古筝 ,也得长期磨炼。但是 ,青少年对古

筝基本训练不感兴趣 ,实际上就是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练习古筝指法 ;某些古筝教师减少、降低了要求的 ,也正是

古筝指法的训练。这是违背学习规律的。要纠正这一偏差 ,

切切实实把青少年的注意力吸引到古筝指法训练上来 ,古筝

教师责无旁贷 :1、要千方百计使青少年明白 ,古筝指法虽然

仅仅是古筝艺术的表现手段 ,真正的古筝艺术也不以卖弄、

炫耀指法技巧为能事 ,但不讲求指法 ,古筝就无所谓艺术了。

古今中外器乐大师们都十分重视本专业的基本技能训练 ,他

们刻苦训练基本功的典型事例 ,亦可坚定青少年练好古筝基

本功的信念 ,鼓舞青少年抛弃急功近利的思想 ,踏踏实实、循

序渐进地习练古筝各种指法。同时 ,在传授具体指法及其整

合时 ,应认真进行示范 ,一丝不苟地予以指导 ,并结合相关的

练习曲及名曲鉴赏 ,让青少年进一步实际体会这些指法在艺

术表现中的作用。2、避免机械式的重复。练习是掌握古筝

指法技巧的必由之路 ,重复是必要的。但是 ,教师和家长绝

不能硬性地规定练习的时间和次数 ,强制青少年一遍又一遍

地作机械运动。否则 ,势必挫伤他们的兴趣和热情 ,形成精

神压力 ,使练习流于应付 ,不见长进 ,甚至不规范动作形成习

惯 ,严重影响以后的发展。青少年练习指法的手 ,不是机械 ,

其动作是受大脑神经中枢支配的 ,练习指法 ,与其说是训练

他们那双手 ,不如说是训练他们大脑神经中枢对手的动作进

行调控。因此 ,指导青少年练习古筝指法 ,要特别强调手脑

并用。只有他们的精力高度集中 ,大脑神经中枢根据各指法

要领、注意事项和练习情况 ,及时有效地指挥手的运作 ,严格

校正不规范之处 ,才能提高效率 ,取得预期的效果。单项指

法练习如此 ,复杂的指法整合更应如此。也只有练一遍有一

遍明显进步并得到肯定和鼓励时 ,青少年才会坚定信心 ,增

强兴趣 ,满怀热情地练下去。所以有人反复强调 :“一百次错

误的练习 ,不如一次正确的练习 ;一百次注意力不集中的练

习 ,不如一次注意力集中的练习 ;一百次不动脑子的练习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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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次动脑子的练习。”[ 8 ] (P94) 3、把指法训练与审美结合起

来。我们强调古筝指法重要 ,仅就古筝艺术美的表现手段而

言 ,绝不能将其当作学习古筝的最终目的 ,而“重技轻艺”,或

“先技术后审美”。如果古筝指法与审美分离 ,也就失去了它

的作用和价值。因此 ,指导古筝指法训练的过程 ,必须是与

审美紧密结合的过程。古筝教师应把每项指法技巧 ,都与它

的表现意义和审美内涵联系起来 ,使青少年切实从中认识、

感受和体验到美 ,激起更强烈的审美需要 ,主动、积极地进行

训练 ,在满足审美需要的追求中 ,掌握指法技巧。同时 ,应从

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出发 ,根据训练内容 ,结合专门训练某些

指法的练习曲 ,有针对性地选一些简短、优美的曲目或名曲

片断 ,增强训练的趣味性 ,力避单调、枯燥和呆板。古筝指法

练习 ,是经常不断的事 ,难以一役而毕其功 ,即使学有所成 ,

一日不练也手生 ,还应注意结合艺术实践 ,坚持不懈地练习 ,

进一步精益求精。当然 ,此时与初练时不同 ,演奏者已将侧

重点由技巧转移到艺术美的展现与创新上来了。

(五)让青少年走出封闭训练的小天地 ,常在家长和亲友

面前表演 ,并适当参加公开的演出、比赛和考级等。这些音

乐实践 ,可激发青少年的表演欲、竞争意识和荣誉感 ,调动他

们学习古筝的积极性 ,不仅有利于克服表演时的羞怯紧张心

理 ,锻炼胆量和应变力 ,而且有利于保持持久的学习兴趣。

以上关于“古筝热”中潜伏问题的思考 ,渗透着笔者教授

古筝的体会 ,偏狭浅陋之处 ,敬请方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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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中和一定

的对象之间。电影《平原游击队》里 ,李向阳进城后 ,在一家饭

馆与地下联络员接头 ,这时 , 在门外望风的游击队员高喊一

声 :“卖白薯 ,一毛钱两个。”接着 ,饭馆里来了两个汉奸。“卖

白薯 ,一毛钱两个。”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中 ,发生在

两个特定对象之间的交流 ,特定的语境产生了特殊的蕴涵意

义 ,“两个白薯”特指两个汉奸 ,离开了这个语境 ,这句话的含

义是单纯的。

(二)主观因素 :包括身份、职业、思想、修养等较为稳定的

主观因素和处境、心情等临时性主观因素。

身份、职业、思想、修养等对使用语言有深刻影响 ,正所谓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鲁迅的《孔乙己》中有这样的情节 :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

孔乙己睁大了眼睛说 :“你怎么凭空污人清白 ⋯⋯”孔乙己便

涨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 ,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 ⋯⋯

窃书 ! 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么 ?”

从孔乙己说的话的字面上理解 ,他只是在替自己辩护 ,但

结合人物的身份 ,作者在通过孔的话语表现他的穷酸 ,迂腐和

死要面子 ,这是其蕴涵意义。

其次 ,处境、心情等临时性主观因素也会对语言的蕴涵意

义产生影响。《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有这样的情节 :

袭人听了这话 ,又是恼 ,又是愧 ,待要说几句 ,又见宝玉已

经气得黄了脸 ,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 :“好妹妹 ,你出去逛逛

儿 ,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两字 ,自然是他和宝

玉了 ,不竟又添了醋意 ,冷笔几声道 :“我倒不知道 ,你们是谁 ?

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 ,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 ,也瞒不过我

去。%%不是我说 :正经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 ,也

不过和我似的 ,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 ?”

晴雯的话里本来就有很多话外意 ,她又将袭人说的“我们

“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这些都与人物当时的心情、处境有关。

虽然将语法修辞与语境分开讨论 ,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

修辞活动总是在语境中进行的 ,修辞的效果也只有在特定的

语境中才能显示出来 ,由修辞带来的符号意义背后深刻丰富

的蕴涵意义也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得到确切而完整的解释。这

一切都提醒我们理解和分析语义不能脱离语境 ,否则 ,语义就

可能是模糊的 ,不确定的。

[责任编辑 　木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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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wer. Russian SDP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the split to the union and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domestic politics.

Latin American SDPs not only have been in the power but also been off the power. Some SDPs have lost the power due to the at2
tract by the Newly liberalism. The Democratic Socialism over ally exists a decline trend in the Oceania and Asia , especially The

Japanese SDP and The Malaysia ADP have faced the danger of the fringe from the domestic politics.

Key words : The cold war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 Democratic Socialism.

View the Particularity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Social Historical Existence

(by WANG Zhao - feng)

Abstract :The social historical existence is social historical substance object , substantial action , functional relation , structure

and law so on. which is based on nature existence , media aspractice and constructed on the practice. It comprises of human , hu2
man practice , having a specialty of nature - like. The essence ordain of social historical existence deciding the social science re2
search method only have such particularities : There are much difference from object , thinking point , fundamental attribute , re2
sult validating to ideology compare with nature science ; It is either infiltrative 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and mature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 In the actual study , we can’t eliminate the paradox of subject and object confronting

each other ; The highest ambit and cor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kind of epistemology on society and history.

Key words : social historical existence ; particularity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 epistemology on society and history

ON the Production ,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 Capital (by ZHENG Dong - hua)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apital , decided by the production of it , adopts the double distribution mode under so2
cialist market economy , namely combining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capital together. The production ,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public capital reflect the basic state of public ownership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the public capital ; production ; circulation ; distribution

Criticization or Approval (by L I Jun)

Abstract : Contradiction in cultural mentality is shown in novels. The author’s special individual backgrounds influnce his lit2
erature expression. Complicated , untold feelings are expressed in the two typical cultural characters of Mr Zhu and Bai Jiaxuan ,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ulture ,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culture , a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iagers and culture.

Key words : culture ; feelings ; criticization ; approval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Literators of Family Chao and Su Shi (by L I Chao - jun)

Abstract :Family Chao was famous for its old and well - known literature tradition in Song Dynasty. Literators of the Fami2
ly , with Chao Bu - zhi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held an everdurimg friendship with Su Shi , the leading figure among men

of letters at that time. But then Chao Duan - yan was the first person among his family and Su Shi’s contemporaries who had

made friends with Su Shi. Chao Shui - zhi ,his son , also formed a friendship with Su Shi , which could be compared to Chao Bu

- zhi’s. Meanwhile , Chao Yong - zhi and Chao Zai - zhi of the family received Su Shi’s a lot of praise and assistance in literary

writing. The chance for Chao Bu - zhi to become one of Su Shi’s disciples derived from Chao Duan - you ,his father ,who was

one of Su Shi’s colleagues. These descendants of Family Chao and Family Su kept the friendship of their ancestor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above relationship for the study on Family Chao and its literature.

A study on the Problems in Upsurge of Callan’s Learning Chinese Zither (by LU Yun - lu ,L I Ting - ting)

Abstract :In the upsurge of callan’s learning Chinese zither presently , it is roughly counted that eighty percent of the learn2
ers either have an anticlimax begining or give up halfway. This is most involved in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

callan , paterfamilias , teacher and so on , especially in callan’s lacking or unabiding interests. Interests are motivity for Chinese

zither learners to learn it well. There are three layers for interest , namely divertingness , joy , inclination. As leading actor in cul2
tivating and leading callan’s interests in learning Chinese zither , the zither teachers should have good feat and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in order that they can ap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Chinese zither art fully , and should do

well in fingering training so the learners can break away from close mode in exercitation.

Key words :callan ; the upsurge of learning Chinese zither ; interest ; cultivating and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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