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

相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中国古书

籍中对筝有最早的记载
,

应属战国策中的齐策
, “

临淄甚富而实
,

其 民无不吹竿
、

鼓

瑟
、

罄筑
、

弹筝
。 ”

古人曾用
“

弹筝奋逸响
,

新声妙人神
” 、 “

坐客满筵都不语
,

一行

哀雁十三声
”

的生动诗句
,

描绘了筝在演奏中给人带来的艺术上所达到的令人神弛

的境地
。

这也充分说明筝是由本身发出的
“

铮
、

铮
,

音响而命名的
。

古筝的演奏是用内心的感受和发 自内心的情感来表达乐曲思想内容的
。

如何才

能做到用
“

心
’

来演奏 只有踏踏实实地提升演奏技巧和文化内涵后才能真正地做到

读位乐曲
、

领悟古曲中的神韵
。

技巧是其一
,

文化要先行
。

一
、

攀握正确的演奏技巧是提升弹书水平的首要问肠

演奏古筝并非只是把筝弹响那么简单
,

曲子弹熟练也不能算是会弹古筝了
。

我

们在掌握了基础知识
、

弹奏姿势
、

指法运用
、

演奏仪态等初学内容后
,

就应该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
,

认真仔细地注意弹奏时练习正确的指尖触弦
,

音色的纯正
,

处理

好放松和紧张的关系
,

提高弹拨速度
,

不同效果的吟
、

揉
、

按
、

滑技巧等方法
。

如 在演奏轻快流畅的乐曲 或乐段
、

乐句 时
,

要注惫腕部的放松
,

运用指尖的力
,

用 甲片尖端触弦
,

动作要小而快
,

才能使其发声轻巧
、

音色明亮
、

富有弹性
,

犹

如
“

大珠小珠落玉盘
。

在演奏强有力的乐曲时
,

应注惫甲片触弦面要稍大一点 指尖

的爆发力可借助于手臂的力
,

触弦点适宜选择在离前岳山 弦枕 左右处
,

才能发

音饱满结实
,

又不会因为强奏而发嗓声
。

再如 在演奏优美如歌的旋律时
,

左手的颇音应是振幅小而匀的美化型颐音
。

在

演奏哀伤的旋律时
,

左手的顺音应密而紧
。

如果是悲愤的内容
,

左手的颇音应是振

幅大
、

频率快
,

颐音效果带有棱角等等
。

总之
,

应该在调整
、

纠正弹奏方法方面下大功夫
。

这样
,

才有利于在今后的学

习 中解决高难度技巧
,

才能
“

艺高胆大
”

地做到得心应手的演奏乐曲
。

二
、

全面学习综合知识是提升演奏水平的关扭问厄

古筝音乐是一种有着丰厚中国文化底蕴的艺术
,

它除了要有与其音乐一样的音乐

色彩
、

音乐织体等内涵外
,

还更播要有韵味
、

有风格
、

有惫境
。

要想真正地学好古

筝
,

就要在掌握好基本弹奏技术的同时
,

在提高文化家质和艺术修养上下功夫
。

古筝可 以说是所有中国民族乐器中风格特点最丰富的乐器了
。

它有粉粗犷高亢

的中州筝风格
,

优美如歌的齐 筝风格 清越流杨的潮州筝风格
,

韵味悠长的客家

筝风格 还有武林筝风格
、

蒙古筝风格
、

闽南筝风格等传统筝风格
,

当今的古筝音

乐更是百花齐放
、

美不胜收
。

当代古筝宗师曹正先生曾用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来形

容古筝风格流派的丰富多彩
。

众多的风格流派有粉丰畜的音乐语言
,

如果不能了解

各流派的地城特点
、

人文特点
、

语言特点等
,

就没法掌握好各种风格的乐曲
。

就像

没有一定的音乐知识
,

就不知道什么是
“

八板体系 的六十八板的传统民间音乐的

基本格局一样
。

“



淤仁

三
、

《商山流水 》解析

《高山流水 》这首乐曲
,

是古筝传统曲目中最具知名度及

最为代表性的曲目之一
,

在浙江
、

山东
、

河南
、

武林筝曲中都

有 《高山流水 》
,

其中浙江的 《高山流水 》是演奏难度比较高

的
,

在全国考绩曲目中列为第四级
,

实际上要演奏好这首作品需

要时间的积东
,

不断地练习挖掘其中之愈境内涵的一首乐曲
。

主要不是在技巧方面
,

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在音乐的木西很深
。

第一段
“

高山
”

中
,

技巧上面主要是对双八度指法的掌

握
,

为的是多一点水声
,

把山
、

水的形象表现出来
,

而且古筝

是件弹拨乐器
,

如果没有摇指是无法表现长音的
。

在这段音

乐中
,

要求把音
“

拉 得很长
,

要把弦在无形中提起来
,

不但

要在手指方法上加以控制
,

还要用气息来贯穿
,

因此在演奏中

播要把心情控制得沉稳
,

这样才能表现出空灵悠远的感觉
。

中间段落的指法技巧上很简单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速度的

把握
,

不要太慢
,

要让音乐有种流动的感觉
,

旋律多以加花为

主
,

多一点流水的响声
,

在演赛上随时调整速度
。

如果感到开始

的速度起慢了
,

一定要在后面的演奏中提上来
。

另一方面
,

在乐

曲的音乐处理上要有很多的情绪变化
,

时而柔和 时而流畅

时而跳肠 时而活泼
,

总之是在变化中流动的音乐段落
,

例如其

中有几小节
,

可以把它处理成右手中指加重音
,

向下压弹
,

左手

不断的上下滑音 听上去的感觉就像是把石子丢在水中
,

在水中

形成一层层的水波
,

这样的音乐形象是生动且有神韵
。

乐曲最后的流水一段
,

是这首乐曲最难演奏的一段
。

首

先是在刮赛中要把旋律音弹清楚
,

在技巧和指法运用上要注

惫二指的用力
,

在刮奏时要轻
,

在旋律音时要用力把音勾出

来 左手的上滑音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

还要注意右手在刮奏

时不要断
,

将水流不断
,

生生不息的意境通过技术的运用

表现出来
。

另外就是在音乐处理方面
,

要把水的形态用你的

手指和气息表现出来
。

在谱面上强弱标记的提醒下
,

同时也

要有 自己的处理和控制
。

水在大 自然中的万千变化
,

有小溪

流水的醉肠
,

有大江东去的磅礴
,

有瀑布倾斜的奔腾
。

这就

俪要在这段上往意情绪变化的把握
。

四
、

《离山流水 》的 境

则灵
,

水有山则秀
” ,

在吟听 《高山流水 》古曲时
,

你会欣

赏到山和水的奇妙组合和奇特的意境
。

乐曲深沉
、

雄浑
、

含蓄
、

流畅
。

意境丰富 既表现了高山层

峦迭嶂的雄浑
、

浩大
,

又表现了山峰的秀丽
、

清幽
,

还表现了高

山清冷奇峰突现的奇境 既表现了流水幽涧滴泉的优雅
、

山泉潺

潺的惬意
,

又表现了激流飞添的壮观
、

浩大
,

还表现了山水注人

江河的博大气势 ⋯⋯丰富的意境是高山流水的一大特色
。

在大山里
,

四面的山景奇特 山上树木葱笼
,

不同的

树种在这大山里和谐相处
,

彼此枝繁叶茂
,

像是相约一起

蓬勃升天
。

四下里山峰交错耸立
,

远处的山峰一片幽蓝 近

处的山峰一片墨绿
。

山峦盛嶂
,

幽远精深
。

深山里树木特

殊的清香沁人肺腑
。

不一会儿
,

山间以起了稀疏的
、

薄薄

的雾气
,

男气徐徐上升
,

升腾的雾气弥漫 了整个山间
,

阳

光被雾气阻隔在云层之上
,

山里迷雾茫茫
。

转过一个山 口
,

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寻声走去
,

来到一

条山溪前
。

溪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光
,

好像一条闪光的缎

带
,

从天上双然而下
。

在大山顶上
,

天地如此巨大
,

蓝天铺

展得很远很远
,

蓝天的下面群峰耸立
,

巍峨挺拔
。

峰峦起伏

的山腰
,

一片片松软
、

洁白的浮云在轻轻地
、

慢慢地双移
,

从云雾的空隙处
,

可以看见山下绿色的 田野
,

看见田野上散

布着的微小的村庄
,

看见像白色飘带一样伸向远方的河流
。

山间传来流水的轰鸣
,

陡峭的悬崖上一注大水倾泄而

下
,

巨大的添布飞挂在山体中间
,

欢快的流水冲进宽宽的

谷底
,

腾起亿万个透明的水珠
,

溅起大片水雾
。

阳光下
,

水

珠和水雾变幻着奇妙的色彩 同时又给谷底翠上一层抹不

掉的膝胧 ⋯ ⋯好一个人间仙境
。

这首乐曲对于演奏者来说是一首难度较高的乐曲
。

虽

然只有考级四级曲 目的程度
,

但是真正达到高山流水的流

畅与缠绵
,

也需要长时间的精心磨练和思考
,

才能将其演奏

得美妙生动
。

《高山流水 》时常是借描写 自然景物
,

而实际上则是触

景生情 奏出百姓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对感情的抒发 着重

从情
、

愈上附丽着标题的光彩旋律
,

寻找知心
、

知音
、

知 己

从中体会它对人性的启辰 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友情和爱
,

似

高山流水那样源远流长
,

永远沁人肺腑
。

筝琴之声
,

源远流和
,

恰似高山流水
,

泪泪涂涂
,

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