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古筝传统流派蒲奏技术
、

昔乐风格上的差异以及现

代以增加自彩层次为主的技术三方面出发
,

论及 音色塑造

在古筝早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在古筝早期教育中还应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

自费教育能力
,

并将
“

世五查性
”

教育

法引入教学
。

因而训练卓越的听辨能力
、

培养学生的自我

学习能力是当前古筝早期教育的核心目标和桐本任务

古筝经历 了两千多个春秋的洗礼
,

仍然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

它那浓郁的民间韵味
、

别具一格的演奏技法
,

使其成为当今中国

的
“

民族乐器之王
” 。

古筝艺术的空前繁荣与从事古筝教育工作

者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

而在古筝教育事业中
,

早期教育显得

尤为重要
。

作为一位古筝专业教师
,

结合多年教学经验
,

我对古

筝早期教育的体会是 对学生实施审美教育
,

提高音乐欣赏能力

和创新能力
,

注重其情感表述和个性塑造对于促进学生筝艺的全

面和谐发展
、

造就未来古筝人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一
、

笔者在分析和总结古筝艺术历史
、

五大流派的音乐风格

差异以及现代以增加色彩层次为主的技术技巧时
,

发现培养学生

的听辨能力和音色塑造在古筝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
。

众所周知
,

听力是音乐感知的前提和条件
,

音乐艺术的发展

决定其不总是单一音响结构
,

而是立体
、

多层面交织的
。

在以往

的教学中
,

人们往往注重学习技能技巧
,

却忽略了让学生学会倾

听内心和外部世界真实的声音
,

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学习的正常

进行
,

也不利于学生在今后艺术道路上的发展
。

因此提高学生的

听觉能力
、

欣赏水平
,

对其演奏有显而易见的帮助
。

在早期古筝

教学中应两者同时兼顾
,

缺一不可
。

筝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年
,

在近三千年的发展

中
,

筝乐逐步形成了河南
、

山东
、

浙江
、

潮州及客家五大流派
。

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
,

各流派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地域性风

格特征
,

在音乐的表达方式上各有不同
。

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
、

界定这个派那个派呢 首先是各派均有自己的几十首具有独特风

格的独奏曲
,

第二点
,

各派均有自己的独特的演奏技法 第三点
,

各派的音色要求不一样
。

如河南等派
,

是运用摇
、

颤
、

滑
、

剔
、

拂
、

揉弹间奏
、

速滑等进行演奏
。

一代宗师曹东扶先生继承和发

展了
“

河南板头曲
” ,

他把板头曲所表达的内容
、

情感归纳为喜
、

怒
、

哀
、

乐
、

刚
、

柔
、

明
、

暗
、

外
、

虚
、

美
、

渐强
、

渐弱
、

含蓄

等诸方面 山东筝派在韵律上加入戏韵
,

常运用反向的托劈
,

大

指小关节的摇指
,

经常出现大撮
、

大反撮
、

勾托加大反撮 浙江

筝派是昊越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分支
,

浙派独特的技法有 长

摇
、

扫摇
、

快四点
、

快夹弹等
,

注重意境的表达
、

情操的陶冶
,

技法灵活
,

具有寓多样于统一的艺术效果 潮州筝派尤以变化多

端的左手吟
、

揉
、

按
、

滑著称
,

还有其独特的
“

老虎开牙
”

的按

音手法
,

音色上古朴
、

清淡
、

淡中见
“

浓
”

见
“

古
”

客家筝派的

源头是中原地区的传统音乐
,

保留了诸多中原古乐的特征
。

其总

体特征 古朴典雅
、

注重韵味
,

重音下滑
,

很飘
,

其独特演奏特

点为 一节而过的花指和程式化的变奏手法等
。

现代筝曲加强了演奏技艺和难度
,

将新演奏技巧融人乐曲

中
,

音色
、

力度
、

速度
、

转调等方面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

如赵玉

斋 世纪 年代创作的 《庆丰年 》一曲
,

首次出现了
“

双手抓

筝
”

的形式 王昌元在 世纪 年代中期创作 《战台风 》一曲

时
,

使用了
“

扫弦
” 、 “

扫摇
”

等技法 赵曼琴先生在 世纪

年代创立了快速指序体系 其后王中山在
“

快速指序技术
”

的原

始基础上又发展成了
“

双手摇指技术
” 、 “

轮指技术
” 。

这都为现

代筝曲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

既然古筝演奏有如此丰富

的韵味和不断扩展的技法
,

在古筝教育中
,

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

三个问题 一
、

什么是美的声音 二
、

如何获得美的声音 三
、

怎样美得有特点 前两点在古筝教育中尤为重要
。

大家知道
,

音色的分类按其性质分为可协调性的和不可协调

性的两种
。

可协调性的音色有圆润明亮的
、

浑厚的
、

轻柔的 不

可协调性的音色是尖细的
、

沙哑的
、

紧压的
。

但不可协调性的音

色具有向可协调性音色转变的可能和倾向 尖细的可变为明亮

的
、

轻柔的 沙哑的可变为浑厚的
、

轻柔的 紧压的可变为浑厚
、

明亮
、

轻柔的
。

上述

—
音色改变的倾向

,

可

以通过训练使音色

逐渐得到统一
。

所以

在古筝早期教育中
,

灌输音色美的概念

尤为重 要
。

俗话说
“

先人为主
” 。

凡事总

有因果关联
,

错误的

培 养教育导致不 良

的个性 而 良好的培

养教育会带来优异

美与时代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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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

笔者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音乐本身就是

以听觉经验为基础的
。

音乐教育应完全立足于听
,

当学生听到了
、

听懂了
,

就会产生一种表现欲
,

进而努力习琴
。

学会有效的倾听
,

领会了时值
、

音高
、

音质
、

和声与音响的浓度
、

分句及旋律的进

行
、

曲式等
,

学生自身就成了善于表现的乐器
。

马友友的母亲卢

雅文女士在《我的儿子马友友 》一书中就要求马友友要学会善于

聆听
。

因此在早期古筝教育中训练听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

笔者

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学生能经常聆听优秀演奏家的表演唱

片
,

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音乐会现场
,

感受音乐的魅力 采取的措

施之二是训练学生能辨别出圆润的音与
“

扁
” “

尖
”

音的能力
。

一

开始并不要求弹奏得非常好
,

但却要求做到把每个音都弹得圆

润
,

不必苛求速度
。

由于古筝触弦多采用戴义甲的形式
,

在学琴

开始过程中
,

触弦的角度
、

时间
、

力度和重量的关系都非常讲究
,

初学者很不易掌握
,

如果让初学的人能听出正确的发音
,

就会更

加容易接受大量枯燥的练习
。

采取的措施之三是训练学生能听出

和判断出什么样的声音是美的
,

并告知学生
,

音乐中也时常有乐

音伴随噪音的辅助
,

可以产生另一种声音美的效果
。

如古筝曲《战

台风 》
、

唤呐曲 《百鸟朝凤 》
、

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都不同程度

地在演奏技法上使用了噪音
。

很多中国戏曲音乐中的锣
、

鼓
、

钱

等噪音乐器的使用
,

也是音乐中乐音和噪音共同使用的例子
。

二
、

本着一切从音乐出发的原则
,

力求在教育过程中寻求适

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

古筝演奏早期教育中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

积极思考
,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助

教育
。

古筝教育家曹东扶先生认为
, “

学我者生
,

似我者死
” , “

名

家无专师
” 。

每个艺术作品传递的都是一个信息
,

而演奏家就是

传递这个信息的使者
,

广大群众需要的是从意境营造
、

情操陶治
、

技法表现等各方面都富于创造性的演奏
,

希望演奏家各有自己的

精彩
,

这样就需要培养有头脑
、

有个性
、

高情商的演奏家
。

那么
,

在早期古筝教育中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
。

在学习古筝技能的过程中
,

一种是继承
,

另一种是发现和描

述
。

而人生来就具备这两种天赋
,

只要用恰当的方法去开发这方

面的潜能
,

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笔者在进行古筝教学期间
,

曾对两个古筝班采取不同的教学

方法
,

尝试创造性教学
。

如在学习《渔舟唱晚 》时第一句 鱼

丝 卫 一 夕 —日

甲班唱谱后
,

笔者按谱面弹出
,

然后把每一句教给学生
,

学

生所弹与笔者一模一样
。

再看乙班
,

笔者先讲授古筝每一个音都可以有几种弹法
,

如

可以弹成
,

也可以弹做 速滑到
,

还可以弹成 的上滑音
,

或者 的前倚音到
,

也可以直接弹奏
,

就像小姑娘头上的饰物
,

可以是红色
、

蓝色或粉色
,

每一种颜色都是很美丽的
,

也可以让

头发不夹任何饰物
,

这也很好
,

关键在于装饰物在头发上能否让

她显得更美丽
。

同样道理
,

音的表达也是如此
,

在练习时你可以

尝试任何一种音的状态
,

能否使用的关键在于音的连接是否能够

听上去显得更美
,

更加与乐曲的意境相融合
。

笔者把谱子写在黑

板上
,

同样是第一句
,

不写上任何的装饰音
,

让学生尝试用上述

方法弹奏
,

结果每个学生弹出来的谱面效果各不相同
,

学生在课

堂上思想更加集中
,

主动性更强
,

并能写出自己的演奏谱
。

笔者

将每一个同学的演奏谱试弹一遍
,

肯定学生的努力并指出一些问

题
,

使其演奏更加具有古筝味
,

这样创造性音乐教学的目的就己

达到
。

通过对甲乙两班的教学对比
,

笔者发现培养学生的自助教育

实际上比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要费心思得多
,

每一句都要经过苦心

设计
。

但是通过这种教学
,

对于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有提高

的
。

其益处是 第一
,

让学生明白古筝的每一个音都有不同的表

达方法
,

每一个乐句都可以有不同的乐思 第二
,

让学生用自己

的方式去找 自己喜欢的音
,

他不会完全把某个人
、

某本书的观点

当作权威
,

机械地接受下来
。

另外
,

笔者还在小组课上尝试让每一个学生 自选
、

自拟曲目
,

尝试谱曲
。

开始时随便让学生写几小节
,

写完后先让他唱给大家

听
,

然后再弹
。

很多学生发现
,

谱写曲子是件快乐的事
,

等他们

写完后
,

笔者再对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加以指正
,

并使其作品更具

古筝特色
。

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主动介入音乐教学
,

增强 自信心
,

从而提高学习古筝的兴趣
。

通过教学实践
,

笔者认为让学生发现知识比给学生灌输知识

更为有效
。

在甲班上
,

学生学习古筝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方法
,

学

生所弹的作品表现出来是千篇一律的
,

由于来得容易去得也容

易
,

尽管当时表现出来是容易的
,

但孤立地记谱很快就会遗忘
,

学生经常是弹一首忘一首
。

而乙班的同学是自己去尝试各种音的

变化
、

发现知识
,

就会形成通过有效手段去研究学习的习惯
。

教育的目的决不是看孩子能记忆多少
,

而是看他运用规则来

组织有效方法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

即演奏时实际把握和驾驭音乐

的能力
。

在运用中学习音乐知识
,

至少有三个好处 一是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
,

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
,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兴趣 二是

使已学的知识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掌撮 三是使这些知识在一定条

件下转化为新的知识
。

研究
“

古筝早期教育问题
”

的课题
,

对于当前古筝艺术的繁

荣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

笔者希望未来的古筝人才除了掌握必

需的技能
、

知识外
,

还应具有较高的独立意识和创造力
。

音乐教

育在本质上除了传递知识外
,

更应该是培养大量具有自由创造力

的音乐人
,

因而在古筝早期教育中
,

训练卓越的听辨能力
、

培养

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是当前古筝早期教育的核心 目标和根本任

务
。

笔者坚信
,

只要我们重视古筝早期教育
,

采用适当科学的教

学方法
,

并遵循客观规律
,

循序渐进
,

必定会培养出更多的古筝

人才
,

使我国民族的古筝音乐艺术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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