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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业余古筝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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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古筝教学也从专业学府不断向社会普及 ,

因此如何提高业余古筝教学这个话题也就显得愈加重要。笔者通过近几年的古筝教学工作经历对本话题进行论述 ,分别从流

派风格、文化背景和表现力及筝乐发展趋势这几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提出了如何更好的提高和促进业余古筝教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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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大学毕业后便来到了义乌工商学院从事教学。当

时学院没有开设音乐专业 ,更没有正规的音乐课程。后

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指导下 ,组建了古筝队。时

光飞逝 ,转眼已是六年的时间。如今古筝队已被纳入艺

术团 ,伴随其一起成长。在一个团结谐和的集体中音乐

带给了队员们许多的快乐和享受 ,这种愉悦的心情也真

真切切传递给了我。现今 ,排练学习和演出机会在不断

增多 ,筝乐的演奏方式也在愈加追求视、听觉享受。因

此在教学上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此 ,将近几年

在古筝教学上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分享。

二、业余古筝教学上的几点思考

随着筝乐教育的社会普及和发展趋势的不断变化 ,

结合古筝教学的本身。笔者主要从让学生熟悉自身流

派演奏风格与文化背景、教师教授过程中除基本功外更

应强调音色与表现力、教师应把握筝乐发展趋势进行教

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1、教学中应让学生先熟悉自身流派的演奏风格与

文化背景。在上大学期间 ,本人随老教授学习的是古筝

流派当中的山东筝派。现今 ,队里的孩子们在我的课堂

上也随我一同在学习此筝派的弹奏。记得老教授曾经

教导 :两千多年来 ,古筝的流传范围已遍及祖国各地乃

至海外。在传播与传承的过程中 ,因地域环境、政治经

济、语言化及民俗民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与各

地民间音乐的融合 ,逐渐派生和形成了各种具有不同音

韵、演奏技巧和浓郁地方色彩的流派、曲目等。不同地

区的古筝流派 ,正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性格和文化特点。

现今中国古筝艺术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潮州筝等九

个流派。这些流派的存在不仅体现在同一派别艺术家

的聚集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每一流派所特有的演奏技

法、艺术风格等方面 ,充分显示了我国古筝艺术发展的

繁荣景象。

由于各派古筝艺术多是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

而形成的 ,所以 ,山东筝派也同样与山东琴书和山东琴曲

这两种当地民间音乐形式产生了碰撞 ,在其独有的乐器

特点基础上借鉴、依附以上两者的一些音乐元素发展起

来。山东琴书和山东琴曲都是以古筝作为伴奏乐器 ,惟

一有所不同的是 ,在前者中 ,古筝一开始并没有被当作伴

奏乐器出现在其中 ,而是后来添加进去的。古筝在长期

的伴奏过程中 ,经过不断的磨练和完善 ,形成了一套可以

独立演奏的古筝乐曲 ,并逐渐从琴书的伴奏体系中走出

来 ,成为一件独奏乐器。而在后者中 ,古筝自始至终占据

主奏乐器的地位 ,素有“无筝不成乐”的说法。

山东筝过去多用的是十五弦 ,外边低音部分用的是

七根老弦 ,里边是八根子弦 ,俗称“七老八少”。山东筝

派在继承了山东琴书和山东琴曲特点的同时 ,结合自身

音乐表现的需要而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演奏技法。右手

技法主要有 :摇、托、勾、刮等 ,左手技法主要有 :滑、颤、

按等。演奏时 ,大指使用频繁 ,刚健有力。即令是“花

指”,也是以大指连“托”演奏的下花指为多 ;而左手的吟

揉按滑刚柔并蓄 ,铿锵、深沉。一如山东人的个性耿直、

朴实 ,通过语言和音乐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古筝的演

奏与它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山东筝曲的总体风格

是刚健豪迈的 ,所以与其相对应的演奏技法也要突出刚

劲、有力的特点。而与大指相比较 ,中指和食指的演奏

力度都比较小 ,因此 ,中指和食指在演奏中一般都是作

为大指的配合而运用的。此外 ,山东筝的颤弦也具有自

己的特色 ,相对其它筝派而言 ,它的幅度和力度都比较

大。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 :一是山东派的传统用筝是

丝弦筝 ,由于其弹性较大 ,所以需要左手大幅度颤弦 ,二

是山东派筝曲刚健豪放的特点决定了颤弦幅度和力度

要大 ,因此山东筝左手颤弦对幅度和力度的要求成为此

派颤弦技术的一大特点。由此可见 ,要弹奏好不同流派

的古筝必须先了解该流派的特点和文化背景。

2、教学过程中除基本功外更应强调音色与表现力。

要想学好古筝 ,基本功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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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其音色与表现力。很多教师在教授过程当中一味

的追求学生的基本功 ,从而忽视了在演奏过程当中更为

重要的音色与表现力。能够演奏出完美的音色是每个

演奏者的梦想。因为一首乐曲音色的好坏会直接影响

到乐曲整体的演奏效果。同样 ,好的音色也会有助于演

奏者情感的表达。而音色的好坏 ,除了乐器本身是否优

良之外 ,还与演奏者的演奏方式和对音乐作品的感悟能

力有关。因此每个演奏者都希望可以把古筝的音色发

挥到极致 ,从这点上来说 ,音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

好的音色首先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用心去演奏出来

的 ,单靠机械的用手指勾勾琴弦发出来的只能称之为

“响声”。这样弹出来的声音也是或虚或躁 ,让人很难记

住。好的音色应该来源于身体各个部位的紧密配合 ,是

在身体放松的科学的状态下弹奏出来的。弹奏古筝时 ,

手部、肩部、肘部任何一个部位的肌肉紧张都会影响到

音色的发挥 ,这样弹奏起来只会让音色虚而不实 ,弹久

了还会出现肌肉酸痛 ,越是快速的地方越是明显 ,并且

出现力不从心 ,跟不上节奏的情况 ,这就和科学的弹琴

方法相违背了。科学的弹奏方法应该是 :协调运用身体

各部位。演奏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双臂自然下垂 ,肩部放

平 ,把手臂当成通道 ,让力量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手臂

到达指尖。再是手腕要保持放松 ,手腕僵化 ,就会导致

重量下不去 ,弹奏出来的音色就会干巴巴。所以 ,手腕

要有高度的灵活性 ,切忌僵硬、紧张 ,要懂得适时调节。

如何调节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让手腕略高 ,让力量可以

畅通无阻地通向指尖 ,从而保证声音的质量。当然 ,不

同的音色对手腕也提出不同的要求 ,演奏时需要灵活运

用。最后 ,还要把握指尖触弦的分寸感。演奏者根据不

同的声音要求用不同的触弦方法 ,想好用多大的力量、

多快的速度触弦。总之 ,指尖要配合作品要表达的含

义 ,以求做到与作品的艺术感觉相符合 ,这样才能称之

为好的音色。此外。应注意讲解乐曲的意境 ,培养学生

的表现能力。有赏乐人如此说 :“我听不懂音乐”。其

实 ,并非是他没有感受到由音高、节奏和声及音色、力

度、速度等音乐的形式美 ,往往指的是音乐所表现的丰

富内容难以领悟明白

古筝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 ,是一种时间的艺术 ,它

是抽象的。但是 ,每部作品却又是在表现作者的内心感

受 ,有表现欢快的 ,有表现忧伤的 ⋯⋯所以 ,教师在培养

他们乐感方面的教学过程中 ,重点应放在音乐语言上 ,

尽力将无形的东西形象具体化 ,以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

品 ,体会音乐作品的内在意境 ,以达到教学要求。在教

师的启发下 ,学生们用心、用情去表演乐曲的内涵 ,才能

进入角色 ,才能将乐曲的色彩、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

来。从而使学生在不断地通过对作品的旋律、节拍、速

度、力度等处理的训练中逐步感受到音乐作品的魅力 ,

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表现力、对作品的分析鉴定能力。只

有这样 ,才能把古筝音乐艺术更加完美的展现。

3、教师应把握筝乐发展趋势进行教学。从推动筝乐

普及和提高演奏效果上看 ,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

授的古筝教学方式和演奏中单一的弹奏姿势 ,将会被更

适合于大众品位的方式代替。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乐

于接受女子“十二乐坊”,其中古筝演奏者常静的站姿弹

筝给人以清新之感 ,主要原因在于其音乐表现力、演奏方

式与许多青年观众热衷的流行音乐进行了有机结合。20

世纪末出现的“时尚新民乐”,给以往严肃的传统民乐带

来了冲击 ,演奏中附之以各种肢体语言和变化的姿势 ,容

易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演奏的可观赏性和音乐的表

现力都更强。可见 ,古筝音乐以往严肃单一的演奏方式 ,

将逐步向适应观众爱好和需求的方式上进行转变。当

然 ,求新不能求俗。古筝作为高雅的民族音乐 ,应当挖掘

古筝音乐的深刻内涵 ,推崇具备现代和声素材且又并不

脱离民族弹拨乐形式的曲目。在内容、形式、表现手法上

借鉴吸收现代音乐文化的合理元素和先进理念。比如

《汉江韵》、《丰收锣鼓》、《剪靛花》等 ,这些曲目既保持了民

族小调的风格 ,又不失雅俗共赏 ,单旋律从五声音阶加花

变奏为六声音阶、七声音阶 ,给听众一种新的听觉享受。

另外 ,方式上追求观众的视听觉享受 ,强调的是视觉和听

觉两方面都必须兼顾。视觉上突出姿势的优美与协调、

舞美的配合和身体的律动等 ;听觉上要求演奏者深刻领

悟筝曲要表达的情感和意境 ,并结合自己的心理体验 ,用

精湛的技法演奏出扣人心弦、感染力强的筝乐。古筝的

魅力在于靠再现音乐内容感染人 ,形式只是为音乐内容

服务的。因此 ,切忌片面追求姿势上的哗众取宠 ,必须做

到姿势、技法、乐感等的全面结合 ,才能真正演奏出适应

观众视听觉需求的优美筝乐。

可以预见 ,古筝演奏家和作曲家们将会突破传统五

声定弦的束缚。另辟蹊径探寻古筝艺术创新之路。尤

其表现在创新定弦法和促进筝曲在调性、和声、曲式结

构上有新变化。作曲家们将会博采众长 ,广泛汲取古今

中外音乐创作的优秀成果 ,以造就自己的艺术个性 ,创

作出独具特色的 ,能对欣赏者产生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

品。目前我国已经涌现出以谭盾、唐建平等为代表的一

批民族器乐作曲家 ,他们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

有机结合 ,洋为中用 ,东西交融 ,谱写出《春秋》、《卧虎藏

龙》等一些不拘泥于传统民乐形式和效果的崭新乐曲。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交流的增多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民族

音乐上的互学互进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一些大型乐团

的演出中 ,将会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民乐和西洋音乐同台

献技、交相辉映的情景 ,并且在乐器的构造及外形上将

来也有可能会出现中西融合的方式。

三、总结

音乐教师在艺术团队里同样是一名团员 ,在排练中

和学生们一同进步 ,一同成长。学生的演奏水平也有很

大的提高 ,最令人感到可喜的是作为教师 ,工作热情逐

渐高涨 ,工作状态进入良性循环 ,音乐课堂教学的情况

大有好转。经常能听到孩子们课后说要好好珍惜这样

的学习机会。这种愉悦的心情真真切切传递给了我 ,也

让我这个音乐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感到无比的幸福与

快乐 ! 艺无止境 ,法无定则。筝乐教学需要进一步完善

教学评价体制 ,以便保证研究性课题活动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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