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现代古筝演奏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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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筝 ,又名古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之一。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古
筝演奏技巧也在不断的变化 ,筝乐的创作呈现出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在古筝演奏技巧迅速发展的时代 ,古筝新技法
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关键词 ]筝 　演奏技法 　风格 　展望

一、现代古筝演奏技法发展
近代以来 ,随着筝专业教育的发展 ,新的筝专业人才的不断涌现 ;各专业团体的频繁演出 ,民间传统的筝曲的整理 ,出版 ;古筝

界专业人士学术研讨和各流派地域间的相互交流等 ,使古筝艺术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古筝新技法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一 )指序的变化
筝乐右手传统技法主要是大指、食指、中指三指的运用。无论是托、劈、勾、挑 ,还是撮、摇等诸多指法 ,其核心原则都是 :以大指

为轴心 ,五声音列八度内的勾搭技法为特点的技巧规律。古筝的技法随着时代的发展 ,借鉴吸收了其他乐器的技法来丰富自身的
表现力。现代筝乐常常根据旋律进行的规律安排用指顺序 ,手指不在局限与右手的大指、食指、中指三指 ,而是双手并用 ,强调手指
的独立性。如 :《井岗山上太阳红 》

(二 )对其他乐器演奏技法的借鉴
1、借鉴琵琶技法的轮指
古筝与其他乐器的不同之处之一是它表现长条的持续音难 ,表现短的颗粒性的音难。所以在轮指和弹轮这一技巧上 ,古筝借

鉴了琵琶的手法形成了古筝的新技巧轮指。它是运用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等依次在同一根弦上进行快速演奏使音连绵不断。
如 :《彝族舞曲 》

1 =D 王中山改编
自由地、慢起渐快

2、琶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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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借鉴了竖琴和钢琴的弹法 ,形成的新技巧。现代筝乐曲中的琶音演奏已超出了三、四个音的局限 ,特别是在左手连续起个
音弹奏 ,要求指间音色、力点平衡、连贯。如 :《雪山春晓 》

(三 )左手技法的发展与运用
古筝自秦朝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期间古筝左手技法的演变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变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左手

技法成为古筝技法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80、90年代以来 ,古筝左手新技法层出不穷 ,而这些技法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左手解放 ,
全面参与取音演奏。左手技法的发展是现代筝乐技法创新的发展的重要体现。如 :《东海渔歌 》

1 = C张 燕曲
汹涌澎湃地

二、古筝技法的发展对古筝音乐风格的影响
音乐风格的形成有多处因素构成。古筝曲流派是以地域特征来划分的 ,它们有各自的生长环境和音乐文化背景 ,同时还有不

同的演奏技巧特征。而这些特色技巧不仅突出筝曲流派的风格特征 ,还成为每一流派的重要标志。近年来 ,随着筝曲的创作与发
展 ,演奏技巧也在突飞猛进的前进。然而 ,古筝曲在传承过程中 ,出现南北筝曲风格模糊、音韵单一的现象 ,究其原因与演奏技巧的
运用不无关系。尤其是一些风格性较强的技巧 ,被 20世纪 80年代的新技巧所取代 ,使古筝曲的个性特征被抹杀。

传统筝曲的音乐风格是“音 ”、“韵 ”相结合 ,平衡发展的音乐风格。从技术角度讲 ,是在左手的润饰技法和右手的取音技法支
持下形成的 ,这一风格的技术核心是右手以取为主 ,左手以韵为主 ,琴码两侧演奏技术平衡发展。而反观今天的筝曲 ,我们看到琴
码右侧的演奏技术成为筝曲的主要技术指标。由此形成现代筝曲风格的基本技术 ,也就是说现代古筝音乐风格的形成是以取音能
力的加强为主导。左手技术的发展尽管带来了古筝技术发展的新思路 ,但他在参与取音的同时也弱化了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
统筝曲的风格为单音多韵 ,而现代筝曲的风格则为多音少韵。

三、对古筝技法前景的展望
近几十年中 ,由于弹筝者的增多和对古筝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演奏技法上已有了很大发展 ———从单手 (右手 )弹奏到双手同时

弹奏 ,从摇指的出现到快速指序的应用 ,无一不增添古筝这一传统乐器的魅力 ,使其具有时代特点 ,顺应了时代要求。尽管如此 ,但
从乐器演奏的发展角度来看 ,古筝演奏技法的发展还不够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 :

(一 )手指间技法的发展不平衡
古人弹筝把小指列为“禁指 ”,意思是弹筝时不能使用小指。而古筝技法流传到今天 ,现代筝的演奏者仍没有重视对小指的启

用 ,小指一直处于辅助性的地位 ,如大指摇指时 ,小指扎桩作为支撑点 ,起到平衡手指的作用 ,或者偶尔用于拨弦 ,小指始终没有正
式地参与弹奏的行列 ,而成为“闲指 ”。

如何在筝乐演奏中很好的运用小指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 )左右手技法发展的不平衡
古筝传统的“音韵体系 ”使得古筝演奏者多只训练右手弹奏的基本功 ,左手只做吟、揉、滑、颤的练习 ,这样一来便造成了左右

手的技法发展不平衡。有些演奏者 ,在弹奏右手技法时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左手的弹奏 ,就不如右手那样自如了 ,一旦
遇到左手弹奏时 ,演奏速度也明显下降 ,这便是古筝演奏中历来把弹奏技法重点放在右手而忽略对左手弹奏能力训练的结果。

当然 ,左手在演奏中也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 ,传统乐曲中的“以韵补声 ”就是靠左手在琴码左侧以吟、揉、滑、颤 (下转 2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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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表分析可以看出 ,体育人口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
高于非体育人口组 ,这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一致。在 SCL - 90九
项因子中 ,其中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精神病性、体育人
口总体均分明显低于非体育人口 ,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05)。抑郁因子、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有着非常显著
性差异 ( P < 0. 01)。在强迫、偏执、敌对、恐怖因子中 ,体育人口
总体均分低于非体育人口 ,但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综上
分析 ,表明体育锻炼对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精神病性的
康复起到积极作用。另外 ,通过对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心理
反应异常分析显示 ,体育人口组大学生心理反应异常者 296
人 ,占总体的 7. 7% ,非体育人口心理反应异常者 1072人 ,占总
体的 28% ,经独立样本比例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P < 0. 05)。此
结果也间接表明了体育锻炼对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的积极作用。

3. 4. 2体育心理疗法的优点
为了推广体育心理疗法 ,本文分析了体育作为调节治疗心

理疾病乎段的几大优点。
人们易接受。绝大多数心理患者不承认自己有心理障碍 ,

也不愿意到心理咨询机构去接受治疗 ,但对体育疗法易接受。
因为人们在接受治疗时 ,没有病人的感觉 ,能避免周围人的议
论 ,在愉快的活动中得到治疗。

见效快。体育疗法不但能调节心理 ,而且也能有效的改善
生理机能水平 ,达到用生理来帮助心理的治愈。

无副作用反弹小。通过体育乎段调节治疗 ,复发的可能性
少 ,一般没有什么危险。

便于自我调节、治疗。体育手段方便易行 ,不受医疗条件、
环境的限制 ,也无需花费财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现有心
理咨询人员、设备不足。体育心理疗法经过实践证明 ,正逐步
得到承认和推广。

可持续性进行 ,其他药物疗法或咨询方法总有中断的时
候。

3. 4. 3不同运动量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通过“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 ”以及运动等级量表 ,将受试者

分为 3组 ,大运动量组、中运动量组和小运动量组进行比较分
析。中运动量组在总均分上低于大运动量组 ,但两者无显著性
差异 ,其中恐惧因子总体均分高于大运动量组 ,但两者无显著
性差异 ( P > 0. 05)。强迫症状、敌对二因子 ,大运动量组总体均
分高于中运动量组 ,两者具有显著的差异 ( P < 0. 05) ,抑郁、躯
体化、人际关系、焦虑、偏执、精神病性因子 ,大运动量组均分高
于中运动量 ,但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中运动量组
SCL - 90各症状因子均分都低于小运动量组 ,其中抑郁、焦虑、
强迫、偏执因子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躯体化、恐怖、人际、
精神病性因子中运动组均分低于小运动组 ,但两者无显著性差
异 ( P > 0. 05) ,敌对因子中运动组均分高于小运动组 ,两者亦无
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综上结果显示 ,中等运动量体育锻炼更有利于高校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

4结论与建议
4. 1结论
苏州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 ,令人担

忧。其中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躯体化是当前苏州高职
院校学生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主要症状。苏州高职院校学
生心理健康指标在人际关系敏感 ,焦虑因子存在性别显著性差
异。

体育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优于非体育人口 ,尤其对躯体
化、抑郁、焦虑、精神病性、人际关系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中
等运动量体育锻炼取得最佳心理效益。

4. 2建议
4. 2. 1完善机构
完善苏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对苏州高职院校学

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 ,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培养大学
生的健康情绪 ,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

4. 2. 2合理引导
体育运动能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且心理健康水平随

锻炼年限的增长而递增 ,我们建议高职院校应引导大学生坚持
积极的体育锻炼 ,选择适宜自己的中等运动量。来调解自己的
心理疾病。

4. 2. 3对症选项
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对人们心理健康因子影响不同 ,建议

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 ,对症下药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4. 2.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健全体育选项课制度 ,合理培养

学生不同项目兴趣 ,落实俱乐部管理与建设 ,使学生真正能够
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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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99页 )技法表现出来的 ,这正是古筝比其它乐器更具魅力之所在。然而 ,这一优势又使古筝的技法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

因此 ,开发左等手的使用 ,使左手的弹奏如同右手的弹奏一样 ,能够灵活自如地完成快速高难度的弹奏技巧 ,成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 ,在古筝的教学与训练中必须要求左右手同时进行训练 ,也就是右手能弹奏的技法 ,左手也必须能弹奏 ,并且在速度、力度

以及熟练程度上有一定的要求。其次 ,左手的“以韵补声 ”的特点 ,不仅应该保持 ,而且应该发扬 ,不能因为重视弹奏技巧就丢掉原
有的特点 ,忽视了古筝演奏的韵味。

我们应该保持左手原有润饰技术的同时 ,坚持发展右手取音技术 ,使“音 ”“韵 ”相结合的传统风格得到更高层次的实现。那
时 ,我国古老的筝曲艺术定将迎来它的另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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