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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

发展至今
,

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
,

因其历史悠久
,

称为
“

古筝
” 。

早在战国时代
,

古

筝便在秦地一带流行
,

所以又有
“

秦筝
”

之称
。

在后来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
,

古筝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
,

在技法上

有了创新突破
,

摇
、

轮
、

刮
、

琶
、

揉
、

颇
、

按
、

滑
,

就是经过概括

的弹筝八法
。

摇指就是演奏技法中的独特技巧之一
。

本文仅

就摇指
,

谈谈自己在学习中的体会
,

以求于在古筝弹奏技术

上的进一步提高
。

摇指在弹筝艺术史上
,

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

有关摇指

技法的记载
,

依据 目前所见资料提供
,

唯《弦索十三套 即

弦索备考 》 年手抄本 前言中记有
“

所授皆指法
,

并

无谱册
。 ”

因此
,

老师传艺
,

大都是口传心授
。

这说明《弦索

备考 》在当时虽然只是手抄本
,

却有划时代意义
。

在这本曲

集的第三集《海青 》一曲中
,

亦有摇指指法的标记
。

这至少

可以说明 摇指技法早在清代就已经流传了
,

而它产生的年

代大概还要久远一些
。

《弦索 十 二套 》第一集右手指法符号一节中
,

称摇指为
“

轮
” ,

即 大指先劈后托
,

很快地
、

连续不断地劈托
。

旧谱简

作
“

合
” ,

《弦索备考 》称
“

撮
” ,

简作
“

一
” 。

筝教育家曹正

先生所著《古筝弹奏法 》中解释为
“

大指向外弹弦的姿势
,

在弹筝指法名称中叫
‘

托
’

大指向里弹弦的姿势
,

在弹筝

指法名称中叫
‘

劈
’ ”

综 上所述 摇指广义的解释应为 某指的正
、

反组合往

复动作
、

快速地
、

连续不断地奏出
,

成音点线
。

下面就摇指在音乐作品中广泛应用的情况
,

作一分类

概括和说明

为运动轴心
,

发音连贯
,

富于歌唱性
。

武林筝的大指摇技巧

是以小臂为运动轴心 发音坚实明亮 具有展音效果
。

食指摇
。

食指向内弹弦叫
“

抹
”

向外弹弦叫
“

挑
” 。

食

指先向内再向外再向内在一根弦上反复抹挑就是食指摇
。

高自成先生在《回忆我的古筝艺术生涯 》一文中曾谈到山

东派筝的另一代表人王殿玉老师
。

他的演奏流利动听
、

音色

优美
。

他使用的食指密摇奏法丰富了山东派筝的表现力
。

遗

憾的是
,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

这种手法未能流传下来
。 】

年
,

筝演奏家尹其颖同志在他改编的筝独奏曲《瑶族舞曲 》

中
,

开创用食指摇奏技巧
,

他的摇指方法是 右手掌根部支

撑在岳山侧部位为扎桩点
,

大指尖顶住食指肚
,

用食指指甲

在某弦位上作抹挑的快速组合动作
,

而掌根部的扎桩点随

乐曲旋律的上下行变化进行移动
。

这种奏法
,

在五十年代是

很新颖的
,

曾引起筝界的广泛注意
,

它启发了演奏家们用摇

指手法表现筝曲中歌唱性
、

连贯性的抒情旋律
,

填补了筝技

的空白
,

具有开拓作用
,

为后来大幅度地应用摇指技巧奠定

了基础
。

年到 年 北京
、

天津的筝手相继开始运用食

指摇奏技巧
。

李婉芬
、

王莉各自将王惠然的琵琶曲《彝族舞

曲 》改编为筝曲
,

其中
“

姑娘漫舞
”

一段用食指摇奏代替了

琵琶的轮指效果
,

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段旋律的意境
。

天津

的史兆元创作的筝曲《拉萨之春 》也大最采用了这种技巧
,

效果甚佳
。

一
、

以用指来区分并命名摇指

通常使用的有两种

大指摇 大指向外弹叫
“

托
” ,

向内弹叫
“

劈
” ,

先向外

再向内再外在 一根弦 上托劈反复进行
,

就是摇指
。

大指摇在

各派中有不同的风格 齐鲁筝的大指
“

密摇
”

技巧
,

是以大

指小关节为运动轴心
,

发音清脆
,

节奏均匀
,

颗粒性强
,

适宜

农班活彼
、

欢快的情绪
。

中州筝的大指
“

大摇
”

技巧
,

是以腕

二
、

以弹奏的弦音多少来区分摇指
。

主要有两种 有单音摇指和旋律摇指
。

单音摇指
,

就是在一根弦 上摇弹
。

由于时值不同
,

又可

分为长摇和短摇
。

在乐曲进行中
,

使用一个单音
,

往往很不满足
,

这时就

用短摇的手法
,

以加强力度和满足情绪上的要求
,

其时值在

一拍以下
,

速度较快
。

在现在创作乐曲中
,

使用最广 且富有

效果的单音摇指
,

大都是作为延长音出现的
。

因为弹拨乐器

的发音特点 只能渐弱而无法渐强
,

为要使乐音渐强 时值

自如
,

就必须以单音长摇的手法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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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摇指
,

就是用摇指弹旋律
,

一个乐句
,

一个乐段
,

一首乐曲
,

一摇到底
。

在摇的过程中要变换弦音
、

变化姿势
、

变动位置
,

所以较难掌握
。

边摇边换弦
,

相当于琵琶和三弦

演奏技巧的左右手配合的效果
。

在琵琶或三弦上
,

右手只管

轮或摄
,

左手按弦控制音高
,

双手分工又合作 而在筝上
,

摇

弹和控制音高 都要靠右手一个手指去完成 不管用大指还

是用食指
,

都必须合乎乐曲旋律连续不断的要求
。

三
、

从音乐效果来区分摇指

可分为抒情性摇指
、

爆发性摇指
、

装饰性摇指等
。

抒情性摇指
,

对音的控制要特别注意
,

每个音力度上

的变化
、

手指着弦程度
、

弹弦点距离岳山的远近
,

都要随着

音乐的要求而变化
,

一般来说
,

触弦点深
,

离岳山近则强 触

弦点浅
,

离岳山远则弱
,

摇指的颗粒密度大则强
,

颗粒密度

小则弱
。

摇指是以点连成线的
,

线的强弱变化
,

必须体现在

对每一点的控制上
,

奏出的每一点
,

必须使人感到是一条线

的组成部分
,

而不是零散的互无关系的点
。

爆发性摇指
,

在音符上常标记强音符号
,

有个
“

音头
”

的效果
。

装饰性摇指
,

在摇指的前面加一连串音阶上行 或下

行 式的装饰音
,

从而使摇指更加有力
、

突出
。

四
、

各派不同的摇指技法

河南筝派 在老一辈演奏家中
,

河南派筝的代表人物

之一曹东扶先生的摇指技巧很突出
,

应用也较多
。

他的摇指

技法是 右手无名指扎桩于岳山
,

由小臂带动大指
,

在弦 上

作快速的托劈往复组合动作
。

山东筝派 山东派的代表人之一赵玉斋先生
,

他的演

奏特点是粗犷质朴
、

热情奔放
。

其摇指技法为 右手四指扎

桩
,

用大指的末关节作快速的托劈组合动作
。

这种摇指方

法
,

应用自如灵活
、

音色结实饱满
。

赵玉斋先生在 年创

作的筝曲《庆丰年 》中
,

虽然只应用了一拍时值的摇指技

巧
,

但在当时来讲
,

已是难度较大的技巧之一
。

山东派的另一位代表人高自成先生
,

他的演奏风格内

在细腻
。

摇指方法也是用大指末关节作快速的托劈组合动

作 但起板往往是用劈开始的
,

所以应是
“

劈托
”

组合动作
。

他的摇指干净利落
。

他在五十年代编曲的《凤翔歌变奏曲 》

就应用了这种摇指方法
。

浙江筝派 浙江派筝的代表人物王翼之先生
,

其演奏

清晰
、

古朴
、

厚重
。

他的摇指方法为 四指扎桩于岳山边为支

点
,

右手食指捏住大指假指甲
,

由小臂带动作快速的托劈组

合动作
。

这种摇指曾在浙江传统乐曲《将军令 》的长音中使

用
。

以上在四个方面介绍了摇指的基本技巧
。

摇指是筝演

奏右手的重要技巧
,

尤其在现代创作乐曲中必不可少
,

那下

面就介绍一下 由摇指技术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技巧 —扫

摇
。

它是古筝摇指技巧派生出的特殊技法
,

在现代创编的筝

曲里
,

起装饰
、

润色
、

突出旋律
、

塑造情绪激烈的音乐形象以

及丰富主题色彩的作用
。

扫摇是模拟琵琶扫拂技巧的结果 颇有气势
,

大大丰富

了筝的表现力
。

它是在大指摇弹的基础上
,

有规律地加进中

指扫摇
。

扫与摇的交替
,

或一对一
、

或一对只弹出
,

因为是四

个指法组成
,

所以又叫汇组指法
。

扫摇在古筝演奏中属于常

见的技巧之一
,

现就我在学习扫摇中的一些体会作一些阐

述及扫摇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扫摇的练习方法
。

在学习或演奏过程中
,

问题往往是扫与摇不能有机结

合
、

中指扫弦角度不佳
、

阻力大
、

声音不均匀 大指摇弦发音

硬
、

杂音重 扫
、

摇前后脱节不协调
。

我认为此种技巧在筝曲

运用中有一个共同点
,

多数用在乐曲进行的高潮强奏之中
,

速度快
、

力度强
,

那就要求我们在练习中注意这两个问题
,

否则不会取得满意的效果
。

平时中指的弹弦法则是勾
,

中

指向里弹弦 连勾是中指从外向里由下而上
,

依次连续拨

弦
。

中指扫弦的法则与前者有不同之处
,

扫弦即中指向里同

时弹出两三根
,

甚至根据需要而弹更多根弦称之为扫
。

勾与

扫从音响效果上是不同的
,

相对讲
,

前者发音为点 后者发

音为片
,

前者发音清楚
,

有颗粒性
,

后者发音成片
,

音混
。

在

扫摇技巧中大指摇弦
,

与一般情况下大
、

食两指的摇也是有

区别的
。

一般性摇指
,

根据音乐情绪要求点可疏可密
,

密疏

相间
,

不受点多少的限制 扫摇技巧中摇指摇出的点子是有

规定数的
,

一个扫摇技巧的完成
,

或一对一
、

或一对三
,

组成

有规律的音组
。

了解了扫摇技巧的技法特点
,

那我们在练习

时可根据以下方法进行
。

初学时中指可先弹一根弦
,

这样中

指的负担暂时减轻
,

第一步先解决好中指勾弦与大指摇协

调一致
,

保证勾与摇连贯弹出
,

中间不脱节 并且有意识将

侧重面放在大指摇上
,

换句话说就是以摇为主
,

勾在其中
,

最后达到以摇为主
,

扫在其中
。

扫摇技巧的运用多出现在旋

律音上
,

所以要不断变换音弦位置
,

要保持大指摇弦在整个

乐句完成过程中不出错
、

不间断是较难的
。

弦有粗细软硬之

分
,

震动频率不一
,

在低音区扫摇触弦面稍深一些
,

力度大

一些
,

相对而言
,

中高音区则要浅一些
,

力度适量
,

这样才能

使其扫摇发音效果连续流畅
。

在达到上面要求后
,

再将中指

从开始只弹一根弦逐渐过渡到扫弦
,

只需注意一个问题
,

即

中指勾弦变扫弦的动作方法
,

由一弦改为二
、

三弦
,

那阻力

由小变大
,

这就要求解决好中指触弦的角度
,

要求指尖与弦

面小于 度
,

形成扇面
,

中指动作有意识偏左侧
,

击弦以减

少阻力
,

就可出扫的效果
。

以上是我在学习扫摇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

但还有不足
,

需进一步探求
。

总之
,

扫摇技巧和练习掌握过程
,

需要正确

的方法和科学态度相结合
,

才能达到训练效果
。

综上所述
,

可见摇指在筝演奏技巧中
,

有着丰富的表现

力
。

在传统曲目
,

尤其在现代创作乐曲中必不可少
,

摇指在

弹筝技术中所占的地位
,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

凡弹筝

者
,

必须认真钻研和训练摇指
,

方能不断地提高演奏的水

平
。

古筝这个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乐器 会陶冶人的情

操
,

会净化人的心灵
,

以其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

族特色
,

会被更多的人所喜爱
。

展望未来
,

筝将成为全人类

的音乐财富
,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
,

筝也必将为世界各国人民

所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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