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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运

近十年来古筝左手演奏技术
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摘 要 文章以谱例为说明
,

着重 回顾 了近十年来古筝左 手演奏技巧 的发展 与创新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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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古筝左手演奏技术发展与创新的历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许多筝家在古筝左手演奏技术的创新上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为 世纪 年代
,

古筝家赵玉斋创作的《庆丰年 》
、

徐涤生等创作的《春涧流泉 》等古筝独奏曲 第二阶段为 世纪

年代
,

以项斯华
、

王 昌元等为代表的古筝家
,

对古筝左手的发展与创新作出了诸多的贡献
。

赵曼琴创立的左手快速指

序
,

使双手各指尤其是无名指广泛运用到古筝技术表现中
,

对古筝演奏快速段落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三阶段为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的近十年
,

何占豪
、

王建民
、

徐晓琳
、

饶余燕等作曲家为古筝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
,

他们从作曲的角度对古

筝的演奏技术 也包括左手演奏技术 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尝试
。

目前
,

国内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古筝演奏技法方面的文章
,

对古筝演奏起到了促进作用
。

但对于近十年来古筝的左

手演奏技法研究
,

至今还未见有专门的理论著述
。

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
,

我努力在古筝左手演奏技术方面做一些理论

研究和演奏实践
,

通过请教导师和筝界的师长
,

收集了近十年来已出版的 余首古筝新作品
,

在乐谱分析和演奏实践方

面进行了反复的探索
,

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一些观点
。

二
、

古筝左手演奏技术的发展创新特点

近十年来古筝左手演奏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古筝左右手的基本演奏技巧
。

古筝的演奏技巧主要分右手技法和左手技法
。

右手的主要技法有 托
、

劈
、

勾
、

剔
、

抹
、

挑
、

摘
、

打
、

花
、

撮
、

轮
、

摇等
。

左手的主要技法有 吟
、

颤
、

揉
、

按
、

推
、

滑
、

点
、

泛等

借鉴其它乐器技法形成的左手新技巧
。

古筝与其它乐器的不 同之处是它表现长线条的持续音难
,

表现短 的颗粒

性的点易 所以在轮指和弹轮这一技巧上
,

古筝借鉴了琵琶的手法 , 在双抹和摇指这两个技巧上
,

借鉴了扬琴的技法 在

琶音等技术上
,

借鉴了竖琴和钢琴的弹法
,

形成了古筝的新技巧

在古筝自身的传统演奏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左手新技巧
。

如 左手分指
、

快速勾托
、

抹托等
。

具有创新性的左手演奏技术
。

近十年来最为突出的左手技巧改变了古筝原有
“

右主左辅
”

的地位
,

左手和右手已

基本趋于平衡 尤其在演奏技巧方面
,

并且左手还兼负着移柱
、

按弦
、

在琴码左侧弹装饰音的功能
。

从技术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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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手摇指
、

轮指
,

使左右手的音色达到 了统一
,

在表现长线条音乐时有更多音域表现空间
。

如 《云岭音画 》
、

《敦煌

唐人舞 》
、

《云岭音画 》

例

春春兰拳三三三三三 我三兰三三羊三三羊三三裹到生拿三三
‘‘ ,

早卫。。早卫刀刀 刀卫互互早卫刀刀 门门卫卫卫卫卫卫刀刀
洲洲卜伟褚渗 刊卜一一

——
, 份一 ——一一二奋一一一 — , 淤一 ——一一 归‘

—一一争奋母 二 ——一一州州 ,,
一

一』拓一一
叫

一
一 一一一刁卜—一一

——

场场进茸卜二二蜂二二毛匕二二票 幸 生 幸二二手上

一一一手 二
目目

二些些具卫之之 卫每每 ⋯征业业习卫门
望望裂兰兰兰 三岸一一一日日

二油 ,,

澳澳少生一一一一竺匕匕

冲士一一一弓弓弓弓弓弓弓弓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例

‘敦煌唐人舞 》

曰 几 尸
, 一一口 洲

,

一一 ‘ ,

厂厂习斤 阮 州 目月 户, , ‘, 月 『 口 , 咨
, 门、 护 肠 月 晌尸 氏 口 毛
、、 洲 一一 口 一 一一

目目 尹尹

目目目目 ,

‘ 、 , 口 , ‘, 口 泛
一一 ,

日州 户 尸 圣 峭 尸 犷 丫
产 卜 肠 尸 , 尸

,

习

洛 「 一 】 曰 , ,

子子卜卡一斗一州 州巴一朴一日日日 刁 一尹一 , 十一书一
一一

——
一一月月

溜溜‘ —一斗一二一一 一

一
一 一 、、、 丹一一卡一一一日一一一

一气 一一叫曰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华匕二一 石阵一一
、

卜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本

一一
兰二半 卜士二二二 封 年匕幸 月月

②左手快速指序
,

大大提高了古筝的演奏速度
,

把原本不经常使用的无名指训练成与其它手指一样的速度
、

力度演

奏
。

如 溟山 》

例

溟山 》

③左手演奏泛音这一技巧的运用
,

让右手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它所要表现的意境
。

如《云岭音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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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音画 》

④左手大指按弦
,

加快了右手变化音的速度
,

使十二平均律的音高更加准确
,

这也是古筝演奏西洋乐曲的一个重大

突破
。

如《霍拉舞曲 》

例

《霍拉舞曲 》

⑤由于定弦位 的改变
,

左手演奏的跨度也有所改变
,

从而更有 目的的训练了左手的弦位转换 如《幻想曲 》

例

《幻想曲》

确确进毒 兰兰 习二共匕 牛华 六六七钻月目阵阵
日日日 一 口 二二

一 、洲 , 喇喇

⋯⋯⋯ ⋯⋯
‘ 口

琴琴叼端幸牛件井津津二阵与洲毕毕毛津林泪毕毕寻毋并津津习洲科丰淤淤

臼 仔 脚, 月月 卫 、 一一 一一
」月 ‘、 一一

二
户 尸 一 一一

二
曰 丫 一一

, 翻庵 归 了口 尸 吐 廿 口 尸尸 、 , , 一一
、‘ 一一 一一 一一 碑产产

目目 一一 白曰山 曰 ——

⋯
口口

口 口 口 口 一 口 ‘‘‘‘

“二
匕 尸 一一 压 尸 山 一一 丫 一一 颐 月 一一「 尸 一一 , 。 尸 尸 尸 一一

, ‘ 妇 尸 口 子 尸 含 御 县 尸 牌 一一 口 阴 一一 一一

二
, 勺 口一一「 引引民 尸

产 阮 飞 尸

二
已 ‘ 一一 一一 一一 州 ‘ 口 口 廿一 月

尸 户, 甘 甘 嫂 口 苦 七司‘ 」」口 卜, , 卫 ‘ ‘ 」」 , 一一 曰‘ 一一 尸, 飞 勺 一一 上曰‘ 一一 护竺

⑥左手移柱的次数很多
,

它不仅改变了古筝的定弦
,

也使和声更加多样
,

乐曲的表现得以拓展 如《霍拉舞曲 》和《云

岭音画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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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曰 口 , 一

阿
二亏

, 门 , 名 一
、‘ 月 、

日日日

二二二于一 ‘ 。 产释荞荞荞
‘ 卜 。 乙 口 ‘ 曰 峋 日 。尸 口 、

, 。 洛 一 ,

二
回

’

民 ‘口曰 习 ,

一二望卜一十节一洲闷书叫阵斗斗一招卜
一 卜恤 户 一
一 卜 抽 、

从音响效果方面看

①左手在琴码左侧弹奏
,

为古筝增添了另一种和声效果
,

衬托出了强弱跌宕
、

错落有致的音响
。

如《溟山 》

例

互〕 〔 〕 〔延

卫卫圳睡之三进兰
二二
七才进士二二 一年月声书确卜卜比目二生兰兰

一

七司一牛甲一一二

丛匕州月月

一一一
一 一

—一
州州沪沪 一日 一一 一一一 一十尸一 一一一月 一一

一一
一十产一气 , 一一一

耳耳二气气州‘ 十 , , 一沛尸一一下一 ———————
皇皇圳琦与坦遗 习兰造 二二习巴出红 与出出红 与巴出红 才生幸月月

②运用了左手在琴码左侧刮奏技巧
,

使音响效果出现了神秘气氛的谊染
,

仿佛回到了古代
,

不和谐的音响等待解决
,

使乐句的稳定感得以充分体现
。

如《长相思 》

例

③《西域随想 》中乐曲的风格是定弦加 以改变
,

八度基本上跨越 了七根弦
,

左手时而演奏主旋律
,

时而作为打节拍的

伴奏音型 出现
,

使和声有 了更多的变化
。

例

甘 户之 、

二
刁尸 自月 ‘ ‘ 已

、

匕
, 门、 肠 山 , 日 尸 尸 , 甘 一一 ‘ 月 一一
、、 , 啥

、

二
甘 一一 夕 日 目 一一

尹尹叼叼

“ “ 尸 尸尸
人人 人

二
厂厂

‘ 卜 口 一勺 , 一一】 一一 , 、 口、
井 臼刀 曰曰一, ‘ 曰曰一,

曰 曰曰 , 曰日 曰曰 曰 , ‘ 夕
产 肠 叫 , 叫叫叫叫一 , ,, 叫 ,, 一 叫 , 一 口 口 口 一

一 ‘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习 曰 刁刁

以 、 、 一

「「 盯 口 ‘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月
, 门几 、 户 价 承 」」 「 一一 一一 一一 尸尸
、、甘 声 、 、 一一 一一一

‘ 、 饭 悦 匕

二
匕 巨 巨

,

一 一 二
州 面 面

,, 山
、

目

⋯
‘‘

州 日

从音色平衡方面看

①左手带上 了义甲后
,

双手音色达到平衡
,

力度和速度已基本一致
。

如《秋望 》

例

②左手演奏两个或三个声部
,

使它的和声效果更加丰富 也让听众在听觉上有一种美妙的立体感和交叉感
。

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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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谣 》

例

习甘 钾 丫夕 鱼 一 ‘ 口

二
口

夕
’

二 , 一
。 卜 一 口 门 一 尸 曰

,, 户, 州
’

勇 目 厂 曰 , 尸 「 尸 口 「 「
、、、甘 一 一 , 丫 一 州 了 , 甲 ‘ 户 厅 目目

甘 肚明一 , 一一
阿

,

致 。 , 一一 一一
尸尸尸阅 竹

’

‘‘ 苦
、‘ 气 一一 一一一

一一犷产产产卜卜节君产产冬冬书君产产犷犷
“ 口 ,民 几 一一 一一

,

二
目训臼 叫

产
,

血 肠 ‘ , 一 ‘ ,

湘 叫 一一 吸 ‘

③左手与右手在演奏十个音的琶音组时音色更加统一
、

和谐
。

如《树格 》

例

曰 一 如
‘二

‘ , 一一一 一一 曳
百百 口 ,, 口 户户 一一 一 口

晋一一目目卜

——目目 酥酥全一一

——臼臼希一一

于于日日卜一一一门门叁叁
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 卜卜卜卜

告 、 门门 一 、、 , 卜 户
叼,,【 ‘‘口 月月

⋯⋯
, ‘ 气 一

日日口 一 』』 司司, 舀 ,,‘ ,,‘ 】 一 ‘

⋯
, 一

,,‘ 吮 ,, 峋 口口泛 」」 日日日 妈妈 一 ,, 」」

阵阵三聋聋隆三三三目目车三三到书卜寒茸茸 「 一 一一

④左手与右手在快速指序上音色更统一
、

均匀
。

如《溟山 》

例

甘 臼 跳
护尸

’ 碑啥 、

盯 ”妇 , 月 竹 ,

洲
, 门 , 湘 拓拓 洲 ,

一一
、、 口 一一

一

甲甲

⋯⋯
州州护护护

肠肠 一 ,
‘ 卜 一 ‘ 一 一 ‘ 户 月 但 一 闷 户 一

只只产搁厂芬二肠如七纷书毕毕肆
一

与与 口 户 且

二
尸 尸

【 了 , 百 『 丁 , 万 甘 月月
“ 勺 一 卜 目

一
一 山 山 曰 ‘ ‘ ‘ 川 ‘ ‘ ‘ 曰‘ 曰 ‘ 山口 暇 , ,

‘‘ 甘 一 厂 尸 一一执知一耳 ”儿 阳 一一日
门、 妙 州 峭 一

、‘ 一一

心心 子子 肠

肠肠

“ 一 月 一 “ 月 一 「 户 了 曰冲冲 了 一 尸 护 ‘ ‘ 月
井 一

’

习 口 尸 一 口 一 牌
,

」一 目口 一 曰 一 尸 一 尸 一
尹

’ ,

甘丫 目目 叫 山 勺 勺 曰 , 呜 二 〕〕 山 月 百 卜
口

’

」 ‘ 曰‘ ‘ ’

山 曰巨 」」「 巴竺 , ‘山一 一一仁 , 旦 , 卜 ‘ 二 曰山 曰 口一日 曰 砚 ,

从视觉效果方面看

《幻想曲 》
、

《签筷引 》
、

《西域随想 》
、

《黄陵随想 》中的左手分别在琴盖
、

琴身
、

琴弦等不同位置上拍击使古筝的音响效

果成功地模仿了打击乐器
,

使演奏者的表现得以更好的发挥
,

舞台效果夸张
,

表现力也更加丰富
,

从而也使观众在视觉上

焕然一新
,

增加了古筝音乐的新奇感和吸引力
。

例

甘 甘 ‘ 舌

胡胡卜‘山分一

一一
刁 一一氏 、 一 日 的的

,,, 一一

二
诊诊‘〕 减

、‘ 叫 匕 勺勺 曰 曰 口日 『 民月 川 口 己夕 目目

寻寻 砂 砂 甚甚 砂

二二
’

尸尸尸尸尸尸
‘ 卜 一 ‘ 、 、 、 、 ‘

二
‘ 白白白

井 口 ‘ 尸 ‘ 】尸 ‘ 口 一一 产 匕
,

,

协 口 , 协 口 峨 一 日 日日
刁

、

刁 、 毛门

二
曰

从其它方面看

现今与右手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左手不仅仅有延长余音或作韵的功能
,

它还能独立完成许多弹弦的新技巧
,

例如

左手刮奏
、

左手琶音
、

左手轮指
、

左手摇指
、

左手泛音
、

左手音型化伴奏等等
。

因此
,

它既满足了增强演奏力度的需求
,

也

使得左手技术表现有了质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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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左 手音型化伴奏

左手刮奏
‘性、,、口、

左手琶音

三
、

研究左手演奏技术的现实必要性

左手演奏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克服古筝演奏中左右手发展的不平衡
。

以往的训练方法
,

演奏者在弹奏右手

技法时显得得心应手
、

游刃有余
,

而左手的弹奏远不如右手灵活了
,

这便是古筝演奏中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

因此
,

开发左

手的使用
,

使左手弹奏同右手一样 的完成快速高难度的弹奏技巧
,

成为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左手演奏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古筝左手演奏技术功能
。

在传统的古筝演奏中
,

左手技术以按弦

为主
,

活动于琴码左侧
,

承担音乐 的润饰任务
,

始终扮演着对右手的弹奏起到
“

饰
”和

“

补 ”的角色
,

即发挥着装饰和补声作

用
。

建国以来
,

左手不仅仅只在琴码左侧起到辅助作用
,

或是在右侧弹伴奏音型
,

而是与右手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

表现

能力更具有独立意义
,

从而使古筝增添了时代的魅力
。

从技术层面上讲
,

左手演奏技术更趋向于全面
,

重要性愈加突出
,

其直接影响大致有三方面 一是古筝的取音能力得到增强
。

二是取音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动态化
。

三是左
、

右手组合型

技法大量涌现出来
。

近十年来
,

左手技巧通过左手摇指
、

三摇
、

快速指序等弹奏技法的运用
,

使双手完全能够灵活 自如地

完成高难度的乐曲
。

左手演奏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增强古筝演奏的艺术魅力
。

古筝演奏是创造性的艺术表现过程
。

演奏技术和

音乐表现是相互依存的
,

古筝演奏技术是音乐表现力的前提和基础
,

它的表现力应不断通过演奏技术的创新予 以充分体

现
。

正是由于近十年来左手演奏技术的创新性运用
,

增强 了古筝音乐的整体魅力
,

丰富了古筝的听觉
、

视觉效果
,

促进了

古筝艺术的发展
。

左手新技术对演奏者提 出了新的演奏技术要求
。

近十年来古筝左手演奏的创新性技术确实给古筝艺术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

左手摇指
、

轮指 的大量运用
,

克服 了

作为弹拨乐器的古筝表现点的音容易
、

表现线的音难的弊端
,

而且也使乐曲的难度增加
,

欣赏性增强
。

但是
,

它表现长线

条时需要克服力度不均匀的问题
,

我们可以运用手心 的伸缩来克服它
。

在传统的弹法中
,

手心 的伸张和收缩似乎一直不被重视
。

尤其是左手习惯于运用臂
、

腕的力量
,

靠手心张力所带

来的平衡
,

牵动手指进行演奏
。

这种平衡的弹法 在弹奏指序简单
、

指法对称
、

速度缓慢的旋律时
,

对于力度
、

音色
、

以及

控制速度稳定等方面是有一定益处的 但是
,

若用这种弹法演奏指序复杂
、

手法丰富
、

速度很快的旋律时
,

情况就不一样

了
。

手心难免产生一种向内和向外相持的张力
,

这种张力如果不被消除
,

随时都会给演奏带来障碍
。

正确的方法是 采

用半握拳手形
,

充分发挥各指关节
,

伸屈肌的灵活性外
,

还必须使手心尽量放松
,

动作小
,

使之赋予伸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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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演奏泛音使右手可 以腾出时间
,

更从容地去表现它所要表现的意境
,

而且并不影响左手泛音的音色
。

它的

方法是 小指捂弦
,

大指弹弦
,

然后左手再揉弦 左手的拍击技巧也是近年来 出现的一种新技巧
,

它使古筝成功地模仿了

打击乐器
,

也使乐曲有了更多形式的变化
,

人们从听觉上耳 目一新 左手的快速指序技巧使左手的演奏速度大大加快
,

并

训练了无名指的独立性
,

加强 了基本功的训练 左手独立演奏双声部乃至多声部
,

要求演奏者头脑里有清晰的纵向思维
,

使每个声部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

定弦造成的风格变化
。

传统筝曲和九十年代之前的筝曲的音阶排列
,

大多是以五声音阶定弦的
。

例

调 《柳亲娘 》

近十年来筝曲的音阶排列
,

大多是以十二平均律
、

不规则定弦等定弦
。

根据乐 曲的需要
,

创新的古筝曲目其中

包含多种的可能性
,

如五声音阶与七声音阶的交替
,

多调的衔接
,

调式特性音及变音的运用等

例

《幻想曲 》

曰 比

⋯
阿 妞丫

⋯
』

, 洲几 二 叭
、‘ 马

习习
““ 盛》》

‘ 卜 柑二 ‘

口 二产产 ‘刀刀

二

四
、

古筝左手演奏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
,

古筝的左右手技术随着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必然会更趋于完善和成熟 另一方面
,

由于古筝的结构

是以琴码为界而划分为两个不对等的区域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古筝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对称美
。

首先
,

在古筝的教学与训练中必须要求左手与右手同时进行训练
,

即右手能弹奏的技巧
,

左手也必须能弹奏
,

并且在

速度
、

力度以及熟练程度上达到一定的要求

其次
,

左手的
“
以韵补声 ”是靠左手在琴码左侧以吟

、

揉
、

滑
、

颇等技法表现出来的
,

这是古筝自身魅力
、

也是古筝音乐

灵魂之所在
,

这个特点应该得到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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