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学视窗

世界性的古筝热潮
,

的确令人鼓舞
。

但也必须看到国内古筝教育
市场 中的杂乱无章的现象

。

面对这种形势
,

中国古筝界人士将如何接受

这种挑战
,

这是值得每位古筝教育者思考的问题
。 彝

古筝教学需要规范化
文 姿银兰

教 育 是 基础
古筝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大好形势与古筝教育是

分不开的
。

古筝的教育是根本
,

一位人门的学生
,

必
须接受正确的基础教育

,

基础扎实才能提高
。

没有
基础何以成大厦 错误的基础教育只 能毁 了学生
影响孩子的一生

。

就眼前的古筝界 包括海外在内
而言

,

基础教学并不规范
,

可 以说是五花八门
,

有
的人居然现买现卖

,

什么是正确的
、

不正确的都不
能告诉学生

。

教学上不规范
,

就不能引导学生走上
正确 的轨道

,

就不能把握当今世界性的古筝技术及
表演艺术

。

古筝教育界人士
,

必须挑起这个历史重
任

,

围绕确立并逐步完善古筝理论化
、

科学化
、

系

统化教学体系的 目标
,

在古筝事业 中起到指导性的

作用
。

确立教学体系是项艰巨长期的工程
,

应从我们
这代人做起

,

逐渐积累
,

日臻完善
。

中国 的古筝教
育家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

并有不少理论文章
、

教程问世
,

这是形成教学
体系 的基础

。

但作为一个体系 的建设还远远不够
,

特别是在观点上还不尽相同
,

尚未统一
。

乐 器 的 规 范
规范古筝教学首先要规范乐器

,

乐器是工具
。

科学的工具可 以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

教学和演奏也
是同理

。

所谓科学性就是人体机能
,

物理力学及音
响等理论的综合运用

。

近 年来
,

古筝生产厂家竞
争非常激烈

。

品种繁杂
,

规格混乱
,

粗制滥造
,

没
有统一标准

,

导致初学者对筝体概念在认识上产生

模糊
。

哪些规格需要统一呢 我认为五个方面是基础
性 弦距

丫

定调
、

琴码
、

岳山
、

筝体高度
。

弦距 基于手指 的角度和机能处于最佳状态
来确定的

。

每人情况不同 指长与指短不同
,

大人
与小孩不同

,

假指甲的形状不同
、

长短与性质不同
,

演奏手法不相同等等
,

都与弦的受作用力及指力充
分发挥有着直接的关系

。

二十世纪五
、

六十年代
,

弦
距 以 或以上 为多

,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
普遍用的是 弦筝或 弦筝

,

弦距也就宽一些
,

七
十年代开始转为

,

这时
、

弦筝已不能

满足乐 曲的需要
,

此时已改为 弦筝
,

进人 世
纪 年代以来

,

相继出现了 弦筝和 弦筝
,

拓
宽了古筝的音域

,

弦距也开始转为
,

近年来

大量作品是需要 弦筝来演奏的
,

当然筝的宽度也
增加了 公分

,

这些古筝的弦距是不是最佳弦距
对于现在少年儿童学生占大多数来说

,

我认为 弦
筝还是 比较适合于他们

,

因为他们的手小弦距太大
,

八度的大撮就会有问题
。

定调 基本调 的定位是通过 弦的合理张力来
达到最佳音色的效果

,

这点十分重要
。

对于这个问

题
,

从事古筝研制的单位 已有了科学的数据
,

对于
基本调定调

,

大多数人都定为 调
,

当然也有定
调

,

或 调的
,

我采用的是 调
,

这样移调要方便
些

。

筝马 筝马的高度一般来说跟岳山有直接关
系

,

而岳山 的高度又影响筝的音色
,

演奏者的手型
,

力点
,

摇指等等
。

我认为筝马和岳山一定要采用好
木质做

,

而且马脚一定要够宽
,

才能很稳地站在面
板上

,

筝马不宜过高
,

过高的筝马会导致音高上不
去

,

过低 的筝马音色很暗
,

现在市场上有相 当多的

琴行里的古筝存在弦码子不合适的情况
,

有许多人
在问我为什么弹一遍 《战台风 》下来音都会跑弦

,

问

题关键在于筝马 的木质和马脚不够稳
,

另一因素是
岳山太高

,

琴弦也容易跑
。

我认为 左右的高度
指琴与地面高度 是合理的

、

科学的 马子应从
一 比较好一些 岳山高度应在 左右

比较合理 马脚应在 一 较为科学
。

马
子及岳山高度

,

筝体的高度等各个部位的数据可贯
彻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原则
,

因为这是形态
与质量的问题

,

不属基础教学范畴
。

演奏 理论
演奏理论指基础理论

。

古筝的理论书不多
,

且
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写

。

有些筝书
,

多是一些指法和

传统曲谱
,

阐述论点少 二 事实上
,

这种档次已不能
满足现代古筝的发展和要求

。

当今古筝的演奏方法
比较多

,

大体可分两大类 一类是民间传统手法
,

沿
袭的 一类是在传统的手法基础上

,

吸收某些 中西
乐器的演奏手法发展的

。

在现代古筝弹法方面
,

后
者 比例高些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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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演奏手法多以夹弹法为其特征
,

即 中
、

食
指用手的第三关节运动

,

假指 甲戴在指肚上触弦
,

大指用腕关节处运动假指 甲触弦
。

这种弹法坚实有
力

,

注重的是音色丰满
、

厚实
,

肩
、

臂
、

肘
、

腕活
动幅度较小

,

表演动作较为拘谨
,

适合于弹奏传统
曲目

,

如 《渔舟唱晚 》
、

河南和山东的 《高山流水 》
、

《和番 》
、

《院落 》等等曲 目
,

如果演奏现代曲 目
,

这
种手法就不太合适

,

现代 曲 目技巧性很高
,

用第三
关节去完成快速点子和颗粒性很强的乐段是不能的

。

改进后 的演奏手法
,

多以悬腕弹法为主
,

手形呈半
圆型

,

用每个手指的第一
、

二关节运动
,

要求肩
、

肘
、

腕
、

放松
、

触弦要快
,

这样弹奏出来的音色较为柔
和

、

飘逸
、

速度快
,

动作的连贯性及活动幅度可大
、

可小
。

两者各有千秋
,

值得总结
,

也可理论化
。

古筝的指 甲是直接影响音色的关键部分
。

指 甲

的材料
、

形状
、

厚薄
、

捆绑法
、

触弦的角度
,

面积
、

时间
,

缓冲点等等都与音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

演奏
者的坐姿

,

位置
、

高度
、

大臂与肩 的角度
,

运用臂
的方法

,

导 向
、

手型
、

指腕
、

肘
、

肩 四大关节部位
的连动关系 与配合等等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依
据

,

使演奏者有个 目标可循
。

合理
,

安排是否得当
,

是不是有针对性
,

能否达到

预期训练 目的
,

有个科学性的 问题
。

从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开始

,

古筝 已逐渐采用练习 曲辅助教学
。

二
十余年来

,

音乐院校的老师根据 自己 的教学需要编
写了不少练习 曲

,

在辅助教学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可惜未有机会集中起来研究和交流 另一方面可能
类 同者多

,

层次不丰富 基础性的多
,

高难技术的

少
,

学生吃不饱
,

不满足
。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

我
们可从现有的水平着眼

,

把技法分成若干个独立的
整体编成练习 曲

,

使学生练起来不致枯燥乏味
,

我

们就有余地选择在实践 中被证实是科学的并按循序
渐进的原则编入教材

,

逐步实现系统化
。

编写练习 曲应注意视奏的训练
。

目前学生的视
奏能力普遍跟不上实践的要求

,

反映 比较慢
。

我认
为一方面与定调有很大的关系 在五线谱上用 调
概念弹 调位置 另外

,

独奏曲较多采用 调和
调

,

多调训练比较少
,

这就限制 了学生对十二个调
概念全方位认识

,

即有偏调倾向
。

教材其四个是重奏曲
。

重奏曲对提高学生合作
能力极其重要

。

以多种形式
,

不同乐器组合
,

来训
练学生在乐 队中

“

独当一面
”

的能力
。

教材 的 建设
当前的教材远跟不上形势

。

根基较厚实的是传
统筝曲教材

。

在全国
,

有九个流派的传统筝曲可供
选择

,

曲 目丰富
、

地方风格鲜 明
,

是古筝事业 的宝
贵财富

。

演奏版本繁多
,

尚须整理
,

可挑选 出一批
有代表性的结合教学用的曲 目

,

作为全国性的范谱
。

一些名 曲
,

应有多种演奏版本
,

提供学生 了解
、

参
考

、

研究
。

曲 目最好附有作品分析
,

提出艺术要求
,

这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
。

这样
,

传统曲教
材才能逐步实现理论化和系统化

。

教材其二是创作曲 目
。

只有不断创作新曲
,

古
筝艺术才能发展

,

是我们 的主攻 目标
。

过去的筝曲
多是演奏者为演 出需要而不是按教材的要求来创作
的

。

大概筝有多少手法
,

皆尽数编人乐曲之中
,

乐
曲的类同性 比较突出

,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

独
奏曲多以改编

、

编曲
、

移植为主
,

创作的主题比较
少

。

随着古筝技术的发展和少儿普及教育的广泛和
深人

,

现有 的创作筝曲已显得贫乏
,

跟不上时代的

需要
。

像二十世纪六
、

七十年代的 《战台风 》
,

在当
时算是技术难度较高的筝曲

,

人们甚至以它作为衡
量最高水准的尺寸

。

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七
、

八岁的少儿就能上台演奏了
,

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

这些少儿进人附中到本科
,

我们将拿什么乐曲教他
们 这个危机感不能不令我们担忧

。

我想可分两条
路走 一是提倡有创作能力 的演奏家

、

教育家大量
创作

,

不分形式
、

档次
、

不一定一首乐 曲都要包含
所有的技法

,

以达到训练某种技法为 自的
,

这类乐
曲将来可按其层 次编人教材 二是与作曲家配合

,

写出有较高水平的独奏曲
、

重奏曲
、

协奏曲等
,

体
现当代古筝的技术和艺术水平

。

总之
,

创作要提倡
数量

、

质量并举 的方针
。

教材其三是练习 曲
。

练习 曲是提高演奏技术的

重要手段
,

体现科学育才的思想
。

练习曲编写是否

统 一 大 纲
当务之急是在现有 的古筝水平基础上统一大

纲
。

大纲是教学的纲领
。

它涉及到练习 曲的深浅度
、

技术的掌握
、

乐曲艺术标准的认识
,

乐曲的风格
、

流
派

、

代表性
,

教学方法是否循序渐进等等问题
。

我
建议最好能开个全国性的教学教材会议来研究

,

解
决

。

在教学大纲中
,

关于创作乐曲与传统乐曲的 比

例
,

我认为应根据年龄
、

琴龄的不同层次来安排
。

学
龄前的幼儿期可安排 或

,

即前者为创
作乐曲

,

后者为传统乐曲 下面相同 小学生阶段
可为 中学阶段可为 大学阶段可为
或 的 比例来制定

。

有人认为古筝的技术主要是
速度和力度

,

这种看法不够全面
。

古筝的左手颤
、

按
、

揉
、

滑
、

吟也是一门技术
,

古筝的艺术深度也
体现在这里

。

不是说你的速度快
、

力度大
,

你就是
好的

。

比如一位少年古筝手
,

演奏 《战台风 》觉得
得心应手

,

而演奏 《秦桑曲 》
,

它的艺术质量就不那
么容易表现出来

。

为什么 因为像 《战台风 》这类
乐 曲的技术在少年这个年龄层次中

,

只要通过磨炼
是不难做到 的

,

而像 《秦桑曲 》这类乐曲并非你技
术完成就能弹出它 的 内涵

,

这里还有修养 的问题
,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
。

古筝艺术
、

演奏技术正处在飞快发展之中
。

新
创作的曲 目不断增加

,

可以把现有的经过教学实践
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乐 曲汇集起来

,

进行分类
,

按
层次由浅到深编人大纲

。

现阶段的大纲只能体现现
阶段的水平

。

我建议 四年修订一次
,

这样反复进行
下去

,

使教学逐渐向规范化
、

科学化靠拢
,

逐步确
立并完善理论化

、

科学化
、

系统化
、

规范化的古筝
教学体系

。

日
作者 甘肃省艺术学校古筝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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