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筝演李
中影 向普色的

几个方面
文 冯娟娟

各种乐器棍据自身不周的特

征
,

有着不周的音质
、

音色
,

这
种声昔上的不同品质

,

反映出吝

种不同的结构
,

不同演奏方法所
形成的独特的声昔个性

。

古筝是

我国民族弹拨乐器之一
。

它有着

憋⋯久的历史
,

早在战国时期
,

筝

就已经流行于秦国
。

长期以来
,

筝

之所以能够受到人 民群众的喜

爱
,

大概就是被古筝那优美的旋

律
,

动听的昔色所级引厂如何运

月古筝技巧
,

逆古筝艺术表现得

更完美
” ,

费以为这是每价演奏者
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

就古筝演奏中音色的几个方面 下面是本人在二十几年的学习与演奏中的认识与体

会
,

愿就正于各位专家
。

一
、

自然放松的精神状态

演奏时的手是靠大脑支配的 精神紧张就会出现听觉麻木
、

手僵等失控现象 也就

无法投入到音乐表现中去
。

精神放松以后 整个胳膊从肩
、

臂
、

肘
、

腕到手部都要放松

力点在指尖
。

力量应通过大臂
、

小臂手腕直通到指尖 从指尖爆发出来 这样的声音是

集中的 而又是松弛的 具有颗粒性
。

相反
,

有的人用力很大 很多都停在肩部
、

臂部

这样弹起来既累而且发出的声音又很僵
。

因此 不放松是造成音乐不佳的致命要害
。

二
、

触弦部位和方法的正确运用

右手弹弦时从筝的前梁到筝码 弹弦的活动范围比较大 因此
,

在演奏中就要在不

同的弦段上选择不同的音色 明与暗 刚与柔
,

清脆与浑厚 以丰富表现的手段
。

一般

来说 靠近前梁 一 公分处
,

发音明亮 音质较刚 前梁与筝码的二分之一处音色较

暗 发音柔和
。

要根据音乐表现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变化
,

切忌僵化在一个点上
。

不同的触弦方法产生不同的音色 古筝弹奏的基本触弦方法有两种
,

即夹弹法和提

弹法
。

由于夹弹法是无名指或小指扎桩放在琴弦上 那么
,

手指弹弦的方向是从斜向上到

斜下方 角度呈 度 其发音厚实音质饱满
。

多用于传统曲目中
,

感情色彩比较高亢
、

悲壮
。

提弹法是无依托 悬手指
,

手指的弹弦方向是从斜下方到斜上方
,

角度呈 度
,

其

发音清脆明亮 音质纯正干净
。

它是快速练习的重要弹法
,

多用于现代筝曲中
。

三
、

根据乐曲感情色彩处理音色

不同的乐曲表现需要不同的音色 这就需要演奏者在演奏上正确选择弹弦方法 及

时变换触弦的部位角度
,

触弦的速度与力度 指甲吃弦的深浅
。

以用不同的音色 自如

表现乐曲
。

,
、

强有力的感情色彩

比如在演奏《英雄们战胜大渡河 》时
,

一开始的双手和弦弹奏后 左手的扫弦
、

大

幅度的刮奏以伴右手的长摇
。

困可。 丁丫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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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需要有磅礴的气势 强烈的音响 这就需要把力量高度地集中 要有爆发力

声音要饱满瓷实
。

这时右手触弦部位宜选择在离前梁 一 公分的地方 因为这个部位

琴体共鸣效果比较饱满 弹奏时 义甲弹片触弦面宜大一些
,

力度上可借助一些臂力

甚至全身的力量 但主要的力量仍在指尖
。

尽管力度很强 但不超过音量的饱和点 一

超过饱和点 出来的就是噪音 而不是乐音了
。

左手在拌和弦音程时与右手接近一些 以达到与右手共同的音色
。

左手扫弦时 避

免噪杂音 宜在弦的中部 使扫弦带有浑厚的共鸣声
,

这样才能起到烘托气势的作用
,

加之左手上行和下行的重复刮奏 更增添了
”

大渡河水浪滔天
‘ ’

之势
。

、

纤巧的感情色彩

比如 《香山射鼓 》一曲中 演奏由慢渐快的片段

,‘

内一
。

稍快
与

‘ 、 、 、

。 压 、五 舀 , 舀 。 几
巴止已 竺兰皇 上 。 竺 生

叫

叁里

厂
、

咨 外
」通里 工

里

塑堕
’‘

“

诸如这类的乐曲或乐曲片段很多
,

乐曲不仅要求速度很快 而且要求华丽
、

清脆
、

轻巧 明快的音色
。

这时弹奏的部位一般也在离前梁 一 公分的地方 但义 甲弹片触

弦的面要小 用弹片的尖端弹奏
,

腕部放松
『

使手指富有弹性
,

全部用指尖力量
,

触弦

要快 动作要尽可能小
,

使弹出来的音明亮
,

而且有颗粒性 犹如
‘ ’

大珠小珠落玉盘
’

之感
。

、

柔美的感情色彩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

在很多现代乐曲或乐曲的片断中
,

旋律悠扬
、

典雅
、

动听
。

比如 《彝族舞曲》中的
’‘

阿妹漫舞
’‘

一段就要求弹奏出的音色一定要柔和 优美
,

如歌

一般
。

这时弹弦的部位就要稍远离前梁 在筝码与前梁的中部 触弦一定要柔和 缓慢

一些 弹奏出的每个音都要讲究
、

仔细 不要有棱角 这时不完全是指力 可以用一些

臂力 腕力 动作可以稍大一些 但落点却是要轻柔的
。

再配上左手按滑音的巧妙运用

就可使乐曲弹奏得十分美妙
、

动听
。

、

刮奏色彩的处理

刮奏又称历音
,

是筝最常用的技巧之一 很有特点 由于筝是五声音阶乐器 所以

不论刮奏是上行或下行 速度快慢效果都比较和谐优美
。

它不仅善于表现各种流水声

而且还擅长表现欢腾
、

热烈的气氛
。

刮奏时动作路线是走弧线 而不宜走直线 因为弧

线有触弦点位的变化
,

因此走弧线富于音色变化
。

双手交替上行刮奏或是下行刮奏其轨

生自独单手右九圆扁
而孙断

‘、、,

口王迹轨其行下或行上奏工白的独单手左状
、右“左

王迹

奏上行或下行与左手的方向相反
。

弹奏刮奏时 除了音色变化外再加上密度
、

速度
、

强

度的变化 就能更细致地
『

更形象地表现各种不同的音乐效果
。

四
、

左手对音色的影响

古筝左手吟
、

揉
、

滑
、

按的传统技巧美化了音色 丰富了音色的变化
,

富有独特的

韵味 为古筝之最大特色
。

左手按弦位置的恰当与否 对技巧的表现起决定作用
,

决不

可忽视
。

理想的按弦位置在筝码左侧 一 公分之间这是根据弦的张力和左手按弦的适

度决定的
。

如果小于 公分
,

琴弦张力大 弦紧按不下去不仅起不到美化音色反而适

得其反
。

如果按弦位置超过 公分
,

琴弦张力松弛 左手按弦时
,

手指指甲触及到了

筝板
,

而且不能保证吟揉按音的准确音高与音色
。

按弦位置的准确
、

自如左手技巧才能

得到充分的表现
。

按弦动作的快慢以及按弦点的改变
,

对音色也有很大的关系
,

一般情况是按弦

动作快
,

音色也就硬实明亮 按弦动作慢

音色也就比较轻柔
。

按弦点靠近琴码端
,

声音硬 响亮 按弦点远离琴码端 声音

就比较轻
、

散
。

在演奏南
、

北派筝曲时 就

应区别对待
。

南派筝一般较幽雅
、

柔美含

蓄
、

注重内在感情的表现 效果性的东西

比较少
,

左手揉弦变化比较多 细腻
。

北

派筝一般比较粗犷 豪放
,

效果性东西较

多 乐曲起伏较大
,

弹按力度较大 气氛

比较强烈
,

按弦一般较急较深 效果较南

派尖硬些
。

掌握这区别与特点 左手的揉

按弦就能更好表现其风格
。

左手在弹奏伴奏型时
『

以浑厚音色为

佳 因为它是给主旋律起衬托作用的 每

个音应该既厚实 而又富有弹性 进而也

增强左右手音色的对比度
。

五
、

义 甲

常言道
‘ ’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 ’‘

义甲的材料质量
,

外形规格
,

厚薄尺寸 工

艺水平都极大地影响着演奏出的音质音

色
。

这个问题往往不被人重视
。

义甲厚发出的音闷
,

薄了发音漂 义

甲过大过宽 弹奏阻力大 摩擦大
,

发出

的声音不干净 噪音重 义 甲过小过窄 弹

奏力度不足
,

声音尖硬不厚实
。

好的义 甲材质坚实又富有弹性 厚度

适度 触弦面小又能承受大力度的压力

制作精细光洁度好
。

义甲的材料以琅唱片

为上乘材料 义甲的长度因人而异
,

戴到

手指上后 下端长度以不超过手指的第一

关节为合适
。

目前较为先进合理的琅猖义

甲 大指的甲面两面都是呈弧形 食指
、

中

指 无名指则是一面呈弧形 弹弦面 一

面呈平形 贴紧指肚一面
。

弧形是中间

厚
,

两边薄 这样的设计
,

义甲的触弦面

小而发音厚实明亮 弹奏阻力小而音质纯

净柔美
,

实际演奏效果好
。

古筝演奏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之一 也

要求演奏者加强各方面的学习与修养
。

它

不仅要求演奏者有娴熟的技艺 而且还要

求演奏者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

文化水

平
,

文学修养
,

审美能力和表演美学知识
。

这些因素决定着演奏者的表现能力
。

古筝

演奏者要对 自己所演奏的题材勤于思考

反复磨练
,

随时给自己提出新的课题 新

的要求
,

使我们的演奏 日臻完美
。

作者 简介 冯娟娟
,

年生
,

现在宜 昌

市歌舞剧 团工作
,

二级演奏家
。

美与时代 下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