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鹭

犬态
,

这样一来一回
,

既使手保持 了 放松的

占实
。

解
。

一
、

正确的演奏姿势

弹奏古筝时
,

首先要注意坐凳的

高度要因人而异
。

一般以演奏者的腰

部高度与第一根弦基本平行
,

这样的

高度能使演奏者保持一个轻松 自如的

坐姿
。

如果琴凳过高
,

容易造成驼背

琴凳过低
,

容易造成高抬肘
。

无论琴凳

过高或过低
,

都会导致手部的肌肉僵

硬
、

紧张
。

演奏者的腿 自然弯曲
,

左脚稍前

于右脚
,

两脚成外八字形。 两肩 自然

放松
,

手臂下垂
,

手呈半握拳状
。

坐于

琴凳约三分之二处
,

不宜坐满琴凳
,

以

免影响肢体的活动 。
身体可根据旋律

的起伏配之 以 自然的动作
,

通过神情

表达乐曲 的 内容
,

使神情与弹奏完美

地融合在一起
。

二
、

科学的弹奏方法

任何一门 乐器在弹奏时都会要求

注意
“

放松
” ,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

性
,

因而这里所指的
“

放松
”

其实是
“

相

对放松
”

的概念
。

一紧一松
,

松弛有序
。

太紧张固然是不行
,

手会僵硬得无法

弹奏
,

但绝对的放松也是不对的
,

指尖

会发不出声音
,

更谈不上强弱对比和

音乐的表现力 了 。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学生提出过这样 的 问题
,

对

于
“

相对放松
”

这个尺度掌握不好
,

要
么手很紧

,

但太有力度〔音色 自然不好
听 要么手放松了

,

手指却发不出声

音
。

其实在弹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

来训练手
,

就是尽可能地使手能弹出最高

就是拥有弹奏各种高难度乐 曲 的能力
。

进

从慢开始
,

逐渐加速
,

一步一个脚印
,

要明

各种指法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

如果基本

就更谈不上 了
,

那样就是 内心再有音乐感

也不能表现出来
。 当 然

,

进行
’‘

技能
”

的训练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
,

它要求演奏

者要能持之 以恒
,

要有一个平和 的心态
,

练习 时思想必须要集中
,

头脑一定要

清醒
,

精力 一定要充沛
。

思想集中是学习音乐成功的支柱
,

思想集中练习一个

小时
,

比思想涣散
、

身体疲倦练 习 四 个小时要好得多
,

在疲惫时的练 习 ,

手指

就好像在琴弦上混 日 子
,

解决不了 什么 问题
。

四
、

完善的技巧训练

技巧不同于技能
,

它和智力 有关而不是体力 方面 的 问题
,

它是脑力 方面
的学 习 而不是体力 方面的学习

。

技巧指的是节奏
、

节拍
、

力度
、

强弱
、

快慢等
。

只有对这些项 目 能有敏锐的理解
,

并能很好地运用 到 乐 曲 中去
,

才称得上有

高度的技巧
。

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而只有技能的话
,

那就象机器人在弹奏
,

有

些机器的构造能按照人的设计表现出来
。

譬如 自动钢琴
,

它能按照设计它 的

人的要求弹奏 出所有的音
,

达到速度和力度的要求
。

演奏者在弹奏乐 曲时一

定要用 头脑去思考
,

去分析 乐 曲 的 曲式结构
、

节奏特点
、

速度控制
、

音色 的好

坏
、

强弱 的对比等等
,

只有把这些要求都在乐 曲 中体现出来
,

乐 曲才称得上是

有灵魂的
,

音乐才能打动人心
,

扣人心弦
。

五
、

完美的音乐表现力

如果掌握 了极高超的技能和技巧
,

但演奏者没有内在 的感情
,

那表现出

来的音乐就会缺乏艺术力量
。

怎样来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力 呢 , 首先要培养

学生的理解力
,

启发学生的感情
,

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
。

长期以来人们对音乐

表演和教学存在一种认识误区
,

总认为音乐表演指的就是单纯的技巧展现
,

音乐教学就是训练学生的技能
,

从而导致了 音乐表演与音乐教学的盲 目技术

化
。

美国 音乐杂志 》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

专业音乐家 的训练
”

的文章
,

文章写

道
“

所有的音乐家
,

不管是什么专业
,

如果他们的技能是建筑在坚实的文化

基础之上的
,

一般说来
,

将会在他们 自己 的领域中有更好的把握
,

并且能够更

好地去理解音乐
” 。

可见
,

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 了 音乐表现力 的高低
。

演

奏者应该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
,

博览群书
,

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
。

要培养学

生的理解力和鉴赏力
,

可以结合技能训练
,

结合音乐作品
,

让学生从 了 解作 曲

家和作品 的创作背景入手
,

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
在了解创作背景的过程

,

必然会涉及到文学
、

历史
、

哲学
、

美学
、

社会等等若干方面的知识
。

总之
,

要想高质量地弹奏一首筝曲
,

首先要求演奏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技

能和技巧
,

同 时要多 方位获取知识
,

并能观察体验身边的一切人和事
,

力求获

得理解情感的能力
,

这样弹奏出来的 乐 曲既能打动 自 己
,

更能感动别
‘

人
,

引起

大家的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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