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演奏指法符号规范浅议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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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在我国民族乐器的百花园里
,

古筝是一

枝艳丽奇葩
,

声音优美动听
,

表现力丰富
,

深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

其演奏技巧繁难
,

韵味多变
,

色彩浓郁
,

风格独特
。

为便于学

习和演奏
,

在曲谱上标注相应的指法符号
,

是至关重要的
。

古筝历来是各家各派 自成体系
,

指法符

号没有统一的名称和记法
,

甚至有的只是 口

传心授
,

就更无所谈及了
。

近半个 世 纪 以

来
,

特别是解放以后
,

由于音乐艺术院校普

遍开设了古筝专业
,

各地筝家不断进行学术

交流 , 尤其在 年
, 于西安召开的全国音

乐艺术院校古筝教材会议上 ,

论及了指法符

号的统一问题
,

才使得现行的指法符号基本

趋于大同小异
。

但是
,

近年在出版的一些筝曲中
,

出现

了一种指法用两种乃至多种符号来标记的现

象
,

加上新的演奏技巧符号不断出现 ,

除了

给演奏者造成一定的不便之外
,

同时也不利

于作曲家掌握古筝的乐器法
,

来谱写乐曲
。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

势必在“ 定程度 仁

有碍于古筝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

现在我国古

筝的演奏技巧
,

可以说巳发展到了有史以来

的较高阶段
,

并以其完整的
、

绚丽的艺术形

象独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

因此
,

全国从事古

筝教学
、

演奏和研究的同志
,

共同来进一步

改进
、

补充
、

完善
、

统一 巳行的指法符号
,

使之规范化
,

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

初 年 清代家族文人荣裔所编 是

他和隆公
、

祥公向赫公学习了鸯琶
、

三弦与

胡琴上的奏法
,

又从福公学得了古筝的奏法

之后才编成此书的
’

。

书中的十三套乐曲均和
·

古筝分谱
,

其旋律复杂 , 演奏技巧艰深
,

非一

般技艺者所能操弄
。

民族音乐理论家曹安和
、

简其华二位先
’

生 , 于 年将 《弦索备考 》中十三套乐曲

译成五线谱及简谱 , 以 《弦索十三套 》为书

名
,

分三集刊印问世 , 对琵琶
、

三弦和古筝

几件乐器所涉及到的演奏技巧
,

均标有详细
」

指法符号
。

古筝上使用的减字试指法符号在

右手方面有涪
、

挑

—托

—摸
—灯

—

“ 、 ”

抓
“ 毛
“ 水

,

琳 二二
爪 口

“
、

水厂
拍认

一
“ ,

“ ”

在左幼面有
上潇音一

·

修
,

下亥奋 —
‘

此水 《弦索备考 》中还有 “ 勾搭 ”

大指连托数弦等指法符号
。

二

古筝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

就 现有资
料来看

, 《弦索备考 》当是一 部 较 早标有

指法符号的著作了
。

这部著作 由 十 九世纪

现在筝界通用的线条式指法符号
,

既简
单易记

, 又富于形象性
,

真是 “ 托州 有托之
、

态
, “抹 ” 有抹之势

, “ 勾 ” 有 勾 之意
,

“滑颇 ” 有其姿
,

可谓是一个特大的飞跃 殊

不知这套符号的诞生
,

来之非易
。

据曹正先生

回忆 早在 年间
,

曹先生于徐州

业余教筝时
,

深感演奏符号之不便
,

经过长期



思考
,

决定在原减字符号的基础上予以大胆

如取地改进
。

“ ” ,

取 “ 毛 ” 的 下 半 部 简 化 为
“ 勾 ” 的上半部

‘

简 化为
“

甲户

等
。

后
,

年曹正先生到南京国立音乐院任教

见杨荫浏与曹安和二位先生在记录古琴 互史碧几
,

业理些

托
,,, 甲 ’ 大

汉汉
一

—
,,一 报

’

如如如
少少

““

排排 一翻翻踌踌两耳葬城万—一 一二二二
卜卜 习习 七七」」

曲时
,

用 “ 目
、

二 ” 代表大指的 “ 毛
、

尸 ” ,

挂托 人指旬并饭胜助气

用 “ 、
·

” 代表食指的 “ 木
、 ” ,

用

、 ” 代表中指的 “ 勺
、

另 ” , 用 “ 、 ”

卜
表 名指的 “ 丁

、

朽 ” ,

便取其所长
,

对古筝指

法符号再次进行改进
。

因传统筝曲不用指名

演奏
,

曹正先生便舍弃大指的 “ 口
、

。”

名指的 门
”
取而代之 ,

并在这些基本指法

符号的基础 派生出其它一些指法符号来
。

在 年以前
,

曹正先生所编古筝教材中均

用的是这些符号
。

至于左手的韵味符号
,

虽自

成休系
,

但也是经过不断地反复改进而成
。

后来
,

曹正先生在 年出版的 《古筝弹奏

法为 卜
一

赵

集 》中
, 蒸

先生在 年出版的 《筝曲选

出了这套线条式指法符号
。

因

而
,

应该说这套符号是前辈音乐家长期苦心

揣磨
,

不断反复改进的结果
,

在古筝的发展

史上是一大贡献
。

随着普乐事业的发展
,

这些年筝坛上
一

也

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

但慰 由于各方面原

因
, 、

在揖法符号的标记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

纷乱性
。

古筝作为独立的一门艺术 具有 , 定范

围的国际性
,

号应该规范化
,

术是有利的
。

且发源地在中国
,

其指法符

如此则对普及和发展审筝么

舌筝砍奏指法符号的设士,

则加以考虑 一 简单易行 ,

应从以下寮
‘

二 便刁
几

三 富有形象性
。

亿记

下面以曹正
、

赵玉斋先生 巳发表的 《古

筝弹奏法 》
、

《筝曲选集 》中的一套指法符

号为墓础
, ”
再汇集各筝家常用指法符号草拟

下表
‘

, 仪供研讨 , 黔贾墉簿爵箭耐

、、 一
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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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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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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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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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

说
‘‘

样样样样姿姿
飞飞

,
右乎中招长皿向里书

”

橄弥 城 忿行说
‘

傲吮门

柑
弹弹弹弹典

典典 蛾雌 右乎中拍月幼欣获
,

荆 , 对, 石未幼抹
,,

、、 三扣绝绝 许一招孩上申夜 三拍钦义峨泣班行禅决
一一

目摺花花 在
,

杖技上名申食大 摺依次们扭行做
确确确确物豆豆 石中食大指板拭勇出挑吸的格勿孩二二

八八八 效果万万 在拄的左方淞

浪浪 用健托该飞洲漪奋成次肉恻脚 伪幻睛或

娜娜 月以飞健 , 勺劫欲朋叫确 拟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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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决决

狱狱狱狱 纹教 少禅晓自呀足 价格尽刹
··

如 龟 列盛成协 ,
,

刘典成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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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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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阳协
,

探探 右牛琳泊 左牛在苹阅左洲碑上下砚感盆动

矛矛
‘‘ 上寻奋奋 右步弹技白左手左姆砖如随举脑下搜喊

,

砍示钱欲月自肠吸
口众众

‘‘ 瓜户户户

向上对至人二理均卜三杖
,,

了了
,,

泊场奋奋 右‘‘
十件舫

,

将余曹过捅持时住的一朴姊璐魁刃
、、

、 ’

爪丽丽 云杭左栖蜘玲沁如后场成祠材禅材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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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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