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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古筝
“

摇指
” 、 “

轮指
” 技法

丈 李庆丰

古筝弹奏技法中的
“

摇指
”

和
“

轮指
”

以及
“

轮抹
” 、

快速

勾托
“

轮奏
”

等等 其 目的都是将古筝弹奏中的点变成线
,

使单

音成为连绵不断
、

力度相 同的长音
,

起到延长乐音
、

增强音乐表

现力的作用
。

一
、 “

摇指
”

和
“

轮指
”

的技法特点

摇指

古筝
“

摇指
”

种类很多
,

但像
“

食指摇
’ 、 “

中指摇
”

等技法
,

因未有乐曲流传下来 所 以人们很少在乐 曲中使用
。

目前使用 最

多的还是
“

大指摇
” 。

大指摇因弹奏方便
、

容易掌握
、

力度变化大
、

不改变整体弹奏手型
,

而多被人们使用
。

“

摇指
”

指法符号
,

一般常有 种表示
,

即
、

丛 卜弋 、 吞
,

在乐谱中大都根据作曲家或演奏家的用 指习惯而定
。

“

大指摇
’

一般分为
“
扎桩摇

“

和
“

悬腕摇
”

两种
,

技法的运

用基本根据乐 曲速度快慢
、

节奏萦简而定
。

如乐 曲 《战台风 》的

慢板
,

多用 扎桩摇
,

其原因是音符时值长
, “

扎桩
”

可增强乐 曲

演奏的稳定性
。

再如乐 曲 《井冈 山上太阳红 》的快板
,

多用悬腕

摇
,

待乐 曲进人慢板后
,

则是两种摇指技法结合使用
。

时值长的

音符用 “

扎桩
” ,

时值短的用 “

悬腕
,

两种技法可根据乐 曲特点

灵活运用
。

图

图

“

摇指
” 的弹 技法

手型呈半握拳状
,

各指关节不可瘪
。

食指指尖的左侧或指

尖上峰顶住大指指 甲中部
,

以大臂快速带动前臂和手腕产生惯性
,

使力盆注人指尖 手腕与前臂平行
,

指尖在弹弦时角度为劈
“ , ”

大于 气 托
“ ”

小于
。 。

图

“

扎桩摇
”

的方法同上
,

所不同的是小指在岳山外侧
“

扎

桩
”

能稳定并控制大指的摇动幅度
。

摇指的音符密集
,

能长时间

保持统一的音色
, “

扎桩
”

手腕相对于
“

悬腕
’

要稍低一些 图
。

轮指
“ ‘

轮指
’

技法是借鉴琵琶轮指而成的古筝新的演奏技法
。

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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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穿犷食一

是由 个或 个手指以同 向顺序轮奏或异向循环轮奏的方式依次

弹奏同一根弦
,

称之为
‘

轮
’

或者
‘

轮指
’ ” 。

古筝
“

轮指
” 的方向与琵琶相反

,

琵琶轮指向外
,

古筝
“

轮

指
’
向内

。

古筝
“

轮指
’

手型呈半握拳状
,

各指关节不可瘪
,

二
、

三
、

四指指尖与弦角度大于
,

大指小于
,

手腕向左侧弯曲
,

一指一位 圈
。

例如长摇
,

先从四分音符开始
,

然后全音符
、

八分音符
、

十六分

音符
,

再后换弦
、

短摇等等手段
,

其 目的都是巩固摇指技巧
,

以

便在乐曲中得心应手地使用
。

古筝
“

轮指
时

具有单手弹奏两声部
,

以及弹奏四声部的能力
。

由于古筝的弹轮组合形式多
,

又能与弹摇配合
,

既可弹奏长音旋

律在上方
,

单音旋律在下方的二声部乐曲
,

也可弹奏单音旋律在

上方
,

长音旋律在下方的二声部乐曲
,

并且两个声部可以上下行

交叉进行
。

古筝的
“

轮指
”

在指序形式上丰富多彩
,

在演奏效果与表现

力上也是其他指法无法替代 的
。 “

能掌握一种轮指指序组合就可

以在乐 曲 中应用 了
,

如能掌握多种轮指技巧
,

则可根据乐 曲不

同表现需要
,

灵活地选择使用 不同轮指技法
,

从而达到较为完

美的效果
。 ”

“

摇指
’

练习必须坚持每天花 小时的练习时间
,

这样坚

持 一 个月
,

你的摇指水平基本上就能达到一定水准了
。

技巧的训练 贵在坚持
。

即使是一个成熟的演奏家
,

也不可

轻易丢弃基本功的练习
,

这样才可以保持演奏时的竞技状态
。

轮指
“

轮指
”

练习 由于
“

轮指
”

是由 个手指统一完成的
,

所以说
,

力度均匀是轮指训练的重中之重
,

有些方面可按摇指练

习 中
、 、 、

条的方法进行
。

四指顺序轮 指序有两种
,

符号为
“

一
”

四 三 二 一

①四 三 二 一
,

如 冈 闪 叩叩叩。 邸 , 户邓 , 冈 阵

二
、 “

摇指
” 、 “

轮指
”

进阶练习

摇指

无论是
“

悬腕摇
”

还是
“
扎桩摇

” ,

初学阶段都必须放慢

练习
。 “

慢练可以使头脑向肌肉发出正确的命令
,

并检查肌肉的反

应和动作结果是否正确
。

慢练到一定程度
,

快即成为下意识的动

作反应
。 ”

慢练的同时
,

要注意力度均匀
、

声音扎实
、

颗粒清晰
,

体会臂与腕在松弛状态下的惯性运动
。

食指顶住大指时
,

不可过分用力也不可过分放松
。

过分

用力易造成手腕任硬
,

过分放松
,

大指指甲顶住大食指时用力要

适中
。

多体会力 集中在指尖上的感觉
。

如果一弹弦就紧张
,

可

做空悬摆动练习
。

经过多次的实音和空悬练习
,

即可找到放松
、

惯

性和力 集中在指尖上的感觉
。

当
“

摇指
”

很协调摆动起来后
,

即可做换弦练习
。

摇指

练习和换弦练习均以劈指开始
,

指 甲角度要正面触弦
,

下指不可

太深
。

换弦时不可有音头或换弦碰撞杂音
,

而破坏旋律的歌唱性
。

一 二 三 四

②一 二 三 四
,

如 卜哪 哪 阵申 闪 , 详甲, 阵
上述两种指序还各有三种演绎指序

第一种 三 二 一 四

二 一 四 三

一 四 三 二

第二种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二

四 一 二 三

四指循环轮 四指循环轮
,

以六音为一轮
。

其符号标记为由
,

四指顺序轮有五种演绎指序

三 二 一 二 三 四

仪 二 一 二 三 四 三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一

三 四 三 二 一 二

在演奏中
,

可根据旋律变化选择较为适宜的指序进行演奏
。

古筝
“

摇指
“

和
“

轮指
”

的弹奏方法 在练习 中贵在体会和

用心
,

理论只能起到指导作用
,

要掌握好这两种弹奏方法
,

还要

不断地实践
,

多听
、

多感受
,

才能找到适应 自身运动规津的技术

方法
。

撰写此文
,

惫在与筝人共同为古筝事业添砖加瓦
,

有不妥

之处
,

还望指正
。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
,

摇指基本上可 自由移动换弦时
,

则要求我们 向深层次做渐强或减弱练习
、

加音头强音爆发性练习

以及无音头的优美抒情性的练习
。

各种时值和节奏的练习
,

也是摇指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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