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筝是我 国的传统乐器
,

至今已有两千余

年的历史
,

因此也叫古筝
。

古筝演奏者在长

期的实践中
,

充分运用和发展古筝多弦和五

声音阶排列特点
,

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独特

的演奏技法
。

其中
“

花指
”

技巧
,

最能体现古

筝乐器的艺术特色
。

所谓
“

花指
”

即运用弹奏技巧装饰
、

润色

旋律的技法
。

通常称之
“

加花
” 。

它与有关各

音及左手技法构成了
“

花指
”

音型的统一体
。

如加花音繁多
,

就是平常所说的
“

划 弦
” ,

“

划弦
”

是
“

花指
”

的一种扩展手法
。

者明确
。

在筝曲中将加花之音写出
,

使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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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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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扶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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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的只写出
“

花指音型
” ,

演奏者根

据 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去处理
。

如

一
渔 舞 唱 晚

“ 花指
”

的记谱与演奏

。 ⋯⋯常常 被 演 奏 成

。

因筝流传区域和传授

者的不同 演奏者使用的

筝 主要指弦数的多少

和演奏习惯的差异 及其

所表现的乐曲
,

风格的需

要导致
“

花指
”

在记谱与演

奏上各有不同
。

从传统乐曲部分材料

中见到下列几种
“

花指
”

记

谱

一
、

在需要演奏
“

花

从上述几种记谱形式

可以看出花指演奏比较灵

活‘
但应切忌乱加

,

以免

流于庸俗
。

演 奏 时 应 生

动
,

不能死板
,

所谓筝演

奏要求
“

抑扬跌宕
,

清浊

协调
”

就是这个道理
。

至

于花指的记谱
,

我认为

凡需
“

花指
”

之处最好写出

来
,

有的可写出
“

花指音

型
” ,

便于演奏者进行再

指
”

处
,

用符号表示
。

有的明确记出加花从

何音开始 有的用
“

飞
”
米 “ 义表示

,

给演奏

者留有发挥的余地
。

如

风
‘

翔 歌

二
张鹤鸣传谱

应通
“

·

⋯一般应演奏成 一之尸
奋

飞‘

攀
降 香 牌

, 兰
高自成传谱

竺二呈 塑塑
‘
二

‘

“ 一般应演奏成 鲤丝一

创作
。

花指的扩展技法
“

划线
”

有的称之
“

刮

奏
” ,

其技法名称及不统一
,

据我所 知 有

下列几种
。

关于
“

沥
” 。

在 《弦索备考 》中称之拇指

连托数弦为
“

沥
” ,

我省古筝演奏家金灼甫先

生认为 连托数弦为
“

涟
” ,

而
“

挑
”

的连用指
、

法为
“

沥
” 。

关于
“

沸
” 。

有人认为
“

沸
”

是
“

托
”

的连用

指法
。

而金灼南认为
“
以中指连

‘

勾
’

或 食

指连
‘

抹
’

更多弦
,

其音由低急骤转高
,

势如

鼎沸
,

故亦名为沸
” 。

关于
“

滚
” 。

在曹安和
,

简其 华 译 谱 的

《弦索十三套 》中认为 大指由 内 向 外 连



传谱
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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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犷

乐曲开始以优美的主题描述了山明水秀

的景色画面
,

然后逐渐过渡到切分节奏的花

指 见一所示
,

刻划了置身景内的愉快

心情
。

寒 鸦 戏 水

一 潮州音乐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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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

多弦或中指连
“

剔
”

数弦
,

叫做
“

滚
”

而

金灼南认为 以中指连
“

剔
”

数弦
,

以食指连
“

挑
”

更多的弦
,

其音是 由高急骤转低
,

势如

滚珠 ,

称之
“

滚
” 。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关于
“

沥
” 、

“

沸
” 、 “

滚
” ,

其含意和奏法均有不同
。

目前

是否 已有统一看法
,

几

笔者现无可靠资料
,

因

而
,

提出以下见解
,

供研究商讨
。

所谓
“

沥
” ,

即形容水流声
。

用连托 肉

甲并用 技法较为确切
,

实有水 声 沥 沥 之

感
。

因连
“

挑
”

或连
“

剔
”

是单用指 甲
,

它与

连
“

托
”

相比不甚贴切
。

显然
,

认为
“

托
”

的连

用技法为
“

沸
”

更不妥
,

从实际演奏效果来看

连
“

抹
” ,

连
“

勾
”

却如金灼南所说
“

其音由

低急骤转高
,

势如鼎沸
” 。

连
“

抹
” ,

连
“

勾
”

实

有水腾涌之势
,

故称
“

沸
”

为妥
。 《弦索十三

套 》中认为
“

大指连
‘

托
’

多弦
,

或中指连
“

剔
”

数弦叫做滚
”

⋯⋯
。

由上述连托数弦为
“

沥
” ,

不应称之
“

滚
” ,

而食指连 “
挑

” ,

或中

指连
“

剔
”

数弦却如金灼南所说
“

其音 由高

急骤转低
,

势如滚珠
。 ”

快速演奏实似大水

奔流
,

其势如滚
,

笔者认为
“

滚
”

解释为连
“

挑
” ,

连
“

剔
”

技法为妥
。

“

沥
” 、 “

沸
” 、 “

滚
” ,

技法充分显示了古

筝的多弦和五声音阶特点
。

由于演奏方法的

不同
,

形成 了不同的音乐效果
,

从演奏方法

来看可分为 由里 向外肉甲 并 用 奏 法 即 为
“

沥
” , 与由外向里 肉甲并用奏法即为

“

沸
”

如单用指甲演奏为
“

滚
” 。

据此
“

花指
”

分成二

大类
“

上花指
” “

花
”

音为上行
,

和
“
下

花指
” “

花
”

音为下行
。

亘
代

些旦二 鱼

。

下 一宁 ‘ 缪
。

“

花指
”

与
“

勾
“ “

搭
”

相结合
,

以活泼
、

生

动的音乐形象表现了寒鸦在水中嬉戏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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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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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指
”
的裹现力与形式

“ 花指
”

在乐曲中运用较为广泛
,

以各种

不同的组合形式表现各种情绪
。

一
、

表现轻松
、

活泼
、

愉快 情 感 的
。

如

一酬一到弓 夕

厂一

一。 、 亘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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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所示只写出了
“

花指音型
” ,

实际

在演奏中都加上花
。

这种花指是 与
“

勾
” ,

“

托
” , “

劈
”

相结合
,

同时左手使用
“

点
”

的技

法
,

描述了夕阳西下
,

荡舟而归 的 畅 快 心

情
。

汉 宫 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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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茹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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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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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热烈
、

欢腾情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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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犷
呜

、
牙

曲中
“

下花指
”

与
“

勾搭
”“

按
”“

吟
”

等技法

相结合
,

使其乐曲更有压抑
、

沉思之情
。

闺 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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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跳中加入花音 ,

喜悦
、

欢腾情绪
。

百 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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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人逢佳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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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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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川了、、

」羹里 幼 缪 。

此 曲中的花指与其左手的一些技法 特

别是按
、

吟
、

揉 充分表现古代妇女那种悲

哀怨恨之情
。

四
、

表现
、

模拟 自然现象
。

如 对水声的描绘
。

春江花月夜中的渔歌唱晚 筝部

夕
廿 七

· ·

一
。 万 。 二 二

二 。

董攀 一

厂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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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曲加之左手
“

按
”

的技法与连续
“

花指
”

相结合
,

描述了百鸟争鸣的喧闹情景
。

三
、

表现深沉
、

思虑
、

哀怨情感的也用
“

花指
”

润色旋律
。

。

“

花指
”

的演奏
,

鼓
”

等
。

从上述几方面
,

有时模拟
“

风声
” 、 “

锣

说明了
“

花指
”

的表现力



些技法 如
“

勾搭
, , 、 “

撮
” 、 “

劈
, , 、 “

厂一 入

《上河调 》

《满江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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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
、

音量
、

转调装置
,

特别是音域增宽
,

促使花指技法有了新的发展
。

古筝在演奏上突破与发展主要有两点

一是突破了三指 即拇
、

食
、

中指 弹奏方

法
,

左右手均用四指弹筝 二是左手从一般

的抚弦中解放出来
,

同右手一样
,

即
“

双 手

演奏
” 。

由于这一双手演奏技巧的应用
,

也使

花指出现了许多新的组合形式
。

进一步丰富

了筝的表现力
。

“

花指
”

的独特艺术风格为许多作曲家所

重视
,

他们模仿筝上的花指音型
,

运用这一

具有 民族特征的艺术手法
,

创造了新颖的艺

术形象
。

如钢琴独奏
“

夕阳箫鼓
”

黎英海编

曲 第七段中
,

运用了传统花指中
“

弱 拍 花

指
”

造成了生动
、

活泼的音乐气氛
,

保 持 了

原曲的风格特色
。

谱例请见
“

音乐 创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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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协奏曲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何占

豪
、

陈钢曲 在音乐语言
、

曲式结构及音乐

风格上都有一些其他小提琴协奏曲所没有的

创新之处
。

它巧妙地运用了我国戏曲 伴 奏
、

民族器乐曲中特有的表情手段
,

其中包括古

筝花指技法的运用

《红娘巧辩 》

它的 下
,的一

抹
”

及

弓色
、

支撑 呀
鳌与其

下

卜

臣拍或
处理

了
落
下
下

处在

这类

东等

下
下
下
下

仑
”

音

节奏
下

呀
缤
弓

音的

起来
·

亏
下
下
下

了
下
了
夕

缤
下

。显

月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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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龟,口口月

二 望 二 卿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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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遍一
董 兰 夏夔

, ,

《小开门 》 、 沪尹

一
、、

彭 二些 彭 刘
《风翔歌 》

与

毛
对于古筝

“

花指
”

技法的研究探讨
,

不但

有利于发展新筝曲的创作
,

而且对一般民族

器乐曲的创作手法也会起到丰富作用
。

值得

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
。

姜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