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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指原是古筝常用的基本技法之一
,

在琵琶上被广泛的采用
,

还是近十年来的事
。

琵琶

上 的
“

摇指
”

与
“

轮指
”
及 “ 弹挑

” ,

并列为琵琶的 “
三大基本技能

” ,

因而受到琵琶演奏

专业工作者的特别重视
。

一
、

在基本演奏方法上
, “

摇指
”

与
“
轮 ” 及 “

弹挑
”
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琵琶上右手的演奏历来讲究 点
、

面
、

角
、

速
、

力的变化
。

点 即指甲在弦上触弦点的位置
、

高低
。

面 即在触弦时指甲面积的大小
。

角 指甲在触弦时与弦的垂直方向所形成的夹角
。

速 指甲在触弦前的速度快慢
。

力 指甲在触弦时所使用的力度大小
。

由于以上几点的变化而产生各种各样完全不相同的色彩
。

而摇指与轮及弹挑在基本的技

术要求上是完全不相同的
。

①首先两者在演奏时的指甲用锋面不同
。

无论是轮或弹挑在正常训练的情况下大都是使用指甲的
“

中锋
”

去技触
,

如图 而

很少用侧锋或边锋去触弦
,

只有大拇指为特殊情况除外
。

另外轮与弹挑一般是采用指甲面去

弹弦
,

而少用底面演奏
。

如图 但是摇指在演奏时则必须采用指甲的侧锋触弦
。

又因为

在演奏摇指时
,

是使指甲在弦上作来回的弹

抹动作
,

所以在作弹时是用指面的下侧锋过

弦
,

而在抹进时使用手指底面的 上 侧 锋 过

弦
。

因为用锋的不同所以摇指产生与轮及弹

挑完全不 同的发音色彩
。

②摇指轮及弹挑在发力的动作不相同
。

舍 指 甲 吸图一 ,

图

在演奏弹挑与轮指时手指主要通过指关节的屈伸动作完成指甲弹弦 的 过 程
,

无 论是弹

挑
、

轮指在整个演奏过程 中手腕的摆动
、

手臂的旋转
,

总是处在次要的配合地位
,

依靠手指

的屈伸是发音的主要发力源
。

摇指则正好与以上二者相反
。

在摇的过程中
,

基本不需要手指的屈伸动作
,

而手腕的摆

动
、

小臂的旋转则是完成全部动作的关键
,

处于整个演奏中的主导地位
,

指甲与手指在演奏



过程 中充当如月琴与柳琴中的拨片作用
。

二
、

摇指的基本技术训练

摇指依演奏方法上 的不同
,

可以分为依托摇指和悬臂摇指两类
。

①依托摇指因依托 的姿势不 同又可分为手腕依托摇指和前臂依托摇指

手腕依托摇指
。

基本演奏要领 手腕部或者大拇指的指掌肌肉部依靠在琴的面板上
,

整个手掌向上抬起

呈半握拳状
,

演奏时手指为 自然弯曲
,

依靠手腕的支持使手掌与前臂作急速的摆动后带动手

指拨弦发音
。

右手 的前臂应 向右前方稍稍突出
,

以便于手掌的摇动
。

同时在演奏时
,

琴身应

向左前方倾斜成 度左右的夹角
。

手腕依托摇指基本方法与古筝的摇指方法相同
。

手腕依托挖指可以单独用食指
、

中指
、

无名指进行
。

但是在双弦摇指时更为方便
。

双弦

摇指是指同时在两条弦上进行摇指
,

双弦摇指大多采用食
、

中指同时进行
,

演奏时食指摇里面

的弦
,

中指摇外面 的弦
,

这种方法容易练习
。

手腕依托摇指因摆动时幅度较小
,

因而发音时点较密集而连贯
,

音色柔和
,

一般适合富

于 歌唱性的旋律
,

或者须进行双弦摇指时使用
。

前臂依托摇指
。

基本演奏要领 前臂依靠在琴体的边沿
,

一般是在音箱最突出部份偏上的位置
。

手腕 自

然突出
、

手掌与手指呈半握拳状
。

依靠前臂的旋转和手腕的摆动
,

从而带动手指拨动琴弦
。

在演奏时
、

琴体也 向外倾斜
。

角
,

以便使手指容易拨弦发音
。

前臂依托摇指
,

主要用于食指
、

中指单独演奏的旋律性曲调
。

因这种摇指方法指甲入弦

较深
、

摆动的幅度大
,

所以发音宏亮
,

特别适合 在第三
,

第四弦上进行演奏
。

另外
,

由子其基本手型与弹挑
、

轮指的手型接近
,

在一些快的弹挑变摇指或轮指与摇指

之间的转换
,

使用时很方便
。

②悬臂摇指
。

基本演奏要领 手臂自然下垂
,

与弹挑的基本姿势相 同
,

手掌呈半握拳状
、

手腕关节稍

突出
,

使手腕与前臂形成
“

度左右的夹角
。

演奏时 以前臂的旋转
、

带动手腕的摆动而使手

指拨弦发音
。

为使发音密集
、

手腕的摆动幅度应加 以控制
,

同时为了使手指触弦良好
、

一般手

腕部位要抬高超过前曹
、

琴体也应向左外侧倾斜成
。

左右
,

以便于手指的演奏
。

悬臂摇指常各指单独使用
,

由子演奏时发音细密
,

指 甲入弦适 中
,

所以发 音 明 亮 而清

脆
,

特别适合在第一二弦的高音把位上演奏
。

虽从方法的不同
,

摇指可分手腕依托
、

前臂依托及悬臂摇指
。

但不论何种摇指
、

在演奏

时
,

其触弦感应集 中于手指端
,

演奏的手指各关节应保持一定的力度
,

以使手指有坚实有力

的感觉
。

在来回拨弦时
,

应使用指甲上下两侧锋 或上下两边锋 尽量做到发音清脆明亮
。

三
、

摇指在实际演奏中应用

如何在实际演奏中去灵活应用摇指这一技术
、

主要的原则应是
,

从乐曲情感 的 需 要 出

发
,

同时结合演奏者对各技术的熟练程度
,

以及每个人的生理条件及习惯而适当进行选择
。

根据本人在教学实际的体会

①手腕依托摇指
。

因演奏时需完全改变轮及弹挑的基本手型
、

发音时点子密而连贯
、

音色较为柔和伏美
,

所以
,

常在弹奏速度慢
,

音量变化幅度不大
,

富歌唱性的旋律时使用
。

如独奏曲《彝族励曲 》第一段的滚双弦



悠扬地

靡篡窿
、

曲中的旋律原来是用快速度的弹挑 《滚指 演奏
,

如改用手腕依托的双弦摇指
,

则更能

表达到乐曲所要求的优美而悠扬的情趣
。

又如独奏曲《草原小英雄 》第三段《党的阳光照心间 》

拳粱蒙葱⋯二霉李月呈布琴于雄奏夏鑫夔子一

如用手腕依托 的中指摇指
、

使发音颗粒清晰
、

音色明亮
,

更富于激情的效果
。

以上两段摇指方法虽然相同
,

但所要求的效果则完全不一样
,

在《彝族舞曲 》中摇指演

奏时
,

应稍远离缚手
,

这样使发音更柔和松软
。

而在《草原小英雄 》的摇指
,

演奏时手指部

位应靠近缚手约 一 公分处
,

这时所产生的音更明亮而富于激情
。

②前臂依托摇指的应用
。

主要运用于三
、

四弦的摇指
。

如在古典《十面埋伏 》中的第一段 《列营 》
,

标题为 军

鼓 》之后乐谱为

肇育司
丫 ·

在传统的指法上注明为大拇指单独摇
,

现采用前臂依托的食指单独摇双弦
,

使发音更坚

实浑厚
,

表达了战前的鼓号齐鸣的壮观场面
。

另外
,

较慢速的前臂依托摇指代替夹弹进行演奏
,

使乐曲变得更明快而轻巧
,

这也是时

常使用的方法
,

如在独奏曲《天山之春 》的结束乐句中

如续葬摆摹甸二攀笋盆乒挂蒙」

乐 曲中的原来指法定为快速夹弹
,

如果改为慢速的摇指进行演奏
,

则更能表达轻快
、

活

拨
、

生动的音乐情趣
。

①悬臂摇指的应用
。

悬臂摇指是广泛运用的摇指手法
,

因演奏时基本不需调整原来轮指及弹挑的手型
,

尤其

在轮指或弹挑与摇指的快速度的转换过程中很方便
,

更由于其发音清脆明亮
,

所 以经常在大

段的旋律中
,

尤以在旋律的高潮进行 中使用
。

如在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中被大量的使用
,

第四段《党的关怀记心间 》全部使用悬臂摇指进行演奏
,

更增加了乐 曲中怀念
、

向往的音乐

形象
,

另外
,

为了突出乐曲的高潮
,

在乐曲前部份
,

第三段《在寒夜中前进开 》头部份的摇

指
,

采用前臂依托摇指
,

乐谱为 第四段乐谱略

悦户 , , 生 ,

因是在第三弦上开始的摇指
,

采用前臂依托摇
,

当旋律进入到下面的曲调时
,

则采用手

碗依托摇指
,

曲谱为



轶胃牟鑫窦叁寡癣拳拳
“ ·

使乐 曲成为从低音到高音的音色对比
、

同时
,

为第四段高潮时使用悬臂摇指作为铺垫准备
。

音色上形成从阴暗面逐步变成明亮的变化
。

总之
,

摇指的应用
,

根据乐曲所表达的情感需要去选择适合 的指法
。

为了使乐 曲的表现更完整全面
,

每一位琵琶演奏者
,

都应能熟练地掌握各种不同的摇指

技巧
、

以能得心应手地去表达乐曲中
、

各种情感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