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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古筝作品风格的诸多因素中
,

除了作品

自身的旋律形态
,

最为重要的就是各种演奏技法的

选择与运用
。

对于技法的探寻 不仅仅是对作品的深

入研究
,

同时
,

对古筝演奏艺术也会提供有益的帮

助 近 年来
,

随着现代筝曲创作的发展
,

一些古筝传

统技法为了适应新的表现需要 已经出现新的变化
,

其中
, “

大指摇
”

就是现代筝曲中使用较多的一种技

法
。

为了进行比较和分析
,

本文拟对这种技法的特点

及其在传统筝曲和现代筝曲中的运用
,

作一简要介

绍
。

一
、 “

大指摇
”

的种类及奏法

“

大指摇
” ,

通俗地讲
,

就是大指在琴弦上来回地

连续拨弦
,

即 “

托
” 、 “

劈
” 。

部衡 片的曲作者
。

代表 作有 、敖包相会 》
、

《我们象神奇的骏马 》 内蒙古广播电台
、

电视台用此曲为开始曲

等歌曲

仁
·

甘珠尔扎布 。一 年代是内蒙古歌舞团舞蹈编导
。

代表作有 《筷子舞 》
、

咤钢铁工人舞 》等
。

已 图额 日 达斡尔族
,

国家二级作曲 全国音协会员
,

内蒙音协理事
。

一 年任内蒙文工团 歌

舞剧团 乐队队长
,

乐队首席提琴
,

代表作有歌剧音乐 《选女婿 》
、

舞蹈音乐 《春天来了 》
。

刚特木尔 最早的舞蹈演员之一
,

全国舞协会员
。

小歌舞剧 宝慰问袋 》的编导之一
,

舞蹈 《布里亚特婚

礼 》
、

《衡毡舞 溶 的编导之一
。

花晶石 女
,

汉族 内蒙文工团早期舞蹈演员
。

舞蹈 《路人的海恨洛
、

舞剧 《蒙汉一家 》的编导之一
。

王宪忠 汉 内蒙文工团早期舞蹈演员
。

《撰毡舞 》的编导之一
。

德米德 达斡尔族
,

中国音协内蒙分会会员
,

大提琴组首席
。

代表作有歌剧音乐 《拐棍 》
、

歌曲 《保卫世

界和平 》等多首
。

陈克胜 汉 乐队指挥
,

内蒙音协会员
,

《牛奶站舞 》的作曲者
。

内蒙古艺术学校的音乐教员
。

却金孔布 马头琴演奏家
。

是 自学成材的作曲者
。

代表作有歌曲 《心爱的牛 》
、

《百母百子 》
、

民乐曲 《阿

斯尔 》等多首
。

文工团 多年来在向民族民间学习的同时
,

先后翰送了大批干部到北京
、

上海
、

天津
、

沈阳等地的艺术

院校和艺术表演团体进行学 习深造 还邀请中央
、

外省
、

市兄弟文艺团体及外国的专家来团讲学辅导 并有

计划地选派人员去国外考察
、

学习
,

以提离演职员的艺术修养和技术水平
,

推动民族歌舞事业的蓬勃发展
。

当前
,

内蒙古歌舞团在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热心带领和精心培养下
,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

这些年轻新秀正

肩 负着创作和演出任务
,

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上
。

定能继承和发扬 老文工团的优良传统
,

为内蒙古的文化艺术

事业贡献 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

阶 ,

—
月 年合件到文工团的同志还有

,

包玉 山 那德木德
、

恩和森
、

松来
、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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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珠尔扎布
、

刚特木尔 苏宁
、

苏伊尔太
、

桑都仍 , 女同志 大乌 日娜
、

斯琴塔 日哈
、

莫日根高娃
、

斯琴
、

小乌日娜 影

片 肖装原上的人们 》中饰莎仁高娃
、

赛西
、

阿拉坦其其格
、

敖登高娃
、

德力格尔玛
、

呼和格 日勒 汉族有连

昌绪
、

金作浦
、

金绍良 常锁柱等均系乐队成员
,

赵淑霞
、

金铭
、

花晶石等女同志均系舞蹈演员 桥本 女
,

舞蹈演 员 日本人 明太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有 耶拉
、

通福
、

图布信
、

塔娜 女
、

特木其勒
、

巴图额

只
飞

德米德等
二 年代支边 夹 出约同志 杜 龙植 作曲

、

辛沪光 女
,

作曲
、

胡彩瑶 女小提琴
,

上海音乐学院毕业
,

片 郊升 年证效僻川 示队 首席丸 裘峨章 音乐理论
,

任教员
、

肖安南 小提琴教员
、

蔡妮 女
,

上海音

分学院翻 琴 子毕甘
,

曾扣 才 独 有
、

伴奏
。

尚有多人待查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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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辣
、

活泼的情趣
。

在河南传统乐曲中则常用
“

大关节摇
” 。

例一 《高山流水 》

今亏

口
介婚、,

、

大指的小关节摇 亦可称为 小摇 ,’

大指的小关节摇是用右手四指扎桩 也可不扎

桩 用大指的末关节做快速的托劈 或劈托
、

大指大关节摇 ‘亦可称为
“

大摇

右手名指扎桩于岳山
,

用小臂带动大指大关节

在弦上做快速的托劈
。

、

大指
“

长摇 ”

右手小指扎桩
,

食指肚靠在大指肚上起扶助作

用
,

大指甲尖在一条弦上作较长时间的快速托劈
。

此

外
,

由这种摇法所派生出来的还有
“

扫摇
” 、 “

短摇
” 、

“

扣摇
” 。

扫摇 以摇指为基础
,

在所需的某音上加中指扫

弦
,

中指勾三根弦
。

短摇 较
“

长摇
”

的时值短
,

频率也稍慢
,

有一

定的点数
。

扣摇 即左手拇
、

食二指紧扣弦
,

在琴码与右手

触弦处之间先由左向右
,

而后由右向左将动
,

同时右

手做大指摇
。

、

大指悬腕摇

悬腕摇是右手无扎桩依托 以腕部为轴
,

大指
、

食指合捏大指假指甲作托劈运动

二
、 “

大指摇 ” 在演安中的运用及特色
、

在传统乐曲 中的运用

在演奏传统乐曲时
,

应注意运用各流派特有的

摇指方法
,

由于不同的触弦方法可产生不同的音色

与韵味
,

从而形成不同的特色
。

因而
“

大指摇 ”
运用

恰当与否对各个流派演奏风格的体现起着重要作用
。

在演奏山东传统乐曲时常用大指
“

小关节摇 ”

例一 《风摆翠竹 》

弋二二 之

例二 《打雁 》

今

上两例中的两个
“

是用大指大关节摇
。

它的

特点是有较强的音头
,

这对表现河南地方特色的乐

曲和增加乐曲的起伏感起着特殊的作用
。

另外
,

它还

适合演奏一定点数的乐音
,

一般一拍 个或 个音
。

如用
“

长捂
” 方法弹奏

,

就容易使音的点数过密
,

从

而减弱艺术效果
。

在浙江派演奏的传统乐曲中
,

多用
“

长摇 ”

例一 《月儿高 》

一 一 一 一

晚 百 一 杏
一 一

日 一
勺

一 、、
、

例二 《将军令 》

一 峥一

二右二二留二二七二 石 二尝书二留名二盆吕吕
二 气 巴 ,

里鬓纱 气垦细 略

巷‘‘”““”汗、

一 , ‘

理迄 甘

例二

已 门 ‘ 口 门 目
一

之多

戳塑多创丝互 鬓里笋丝垦乡超廷星仑 丝忿

《莺转黄鹉 》
摇指的特点是快而密

,

上下过弦容易控制
,

,曰愁
。

目
。知成︸

‘︸八、
沪

口

口翻 口口

一
弓公署 粤遨盯 澳些互夕歼

从上两个例子中可看出
“

小关节摇
” 尤其适合演

奏岑誉 竺这种快速同音高的节奏
。

由于
“

小关

节摇
”具有音色 饱满

、

自如灵活的特点
,

使旋律的进

行如行云流水一般 自由流畅
,

从而突出了山东筝曲

它适合演奏歌唱性较强
、

流畅
、

连贯的旋律
,

既能表

现气势宏大的场面
,

又能刻画细腻委婉的性格
。

在演奏传统乐曲时
, “

摇扎
’‘

具有它特殊的表现

作用
。

因而
,

对
“

摇指
”

的选择与运用
,

也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如不能很好地忠实于原作 指
“

摇指 ”

而言
,

许多独特的风格将很难表现得准确和地道
。

、

在现代乐曲 中的运用

在现代乐曲演奏中
, “

摇指 ” 的运用具有相当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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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

根据不同内容需要而选用不同的
“

摇指
” ,

会

产生不同的效果
。

例一 《浏阳河 》 张燕

例四 《战台风 》

玲目

塑旦旦怪丝乡
厂下 犷

谗 遴
气塑亘 旦主理

丝 里照 互旦至夕
石

周宁 卞 户月宕二

互 二

参巨圣、

这段旋律用浙江派特有的
“

长摇
”

演奏为好
,

因

为这种摇指较适合演奏抒情
、

优美
、

歌唱性强的旋

律
,

可使乐曲增加许多美感和流畅性
。

例二 《战台风 》 王昌元

在这段乐曲中
, “

扫摇 ” 的运用对于表现码头工

人勇战台风的坚定信念和与台风搏斗的激烈场面
,

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

例五 《战台风 》

, , , , , , , , , 鸟, ,

拿髦塑 擎髦些 毕些 笋返
,

“小犷护”
、、

兮。 , 自 。 早 口 门 已

警址鱼 息助叨 啼匕兰 拳些 些

在这段旋律中
,

我认为用
“

短摇
” 比较好

,

这种

摇具有爆发力强的特点
,

它 比大指小关节为轴和大

指大关节为轴的摇法力度大
,

因而使用
“

短摇
”

更适

合表现乐曲激昂
、

紧迫的情绪
。

例三 《银河碧波 》 范上成

【妙一”
一

启

之色些 。
一

, ”兰望

。 门

生些 些 妇

在这段乐曲中用
“

短摇
”

就不如
“

小关节摇
”

的

效果好
,

用
“

小关节摇
”

更能增添乐曲欢快
、

轻松的

趣味
。

在现代乐曲中
,

还经常运用
“

扫摇
” ,

这种技法

对于推动乐曲的发展
,

制造某种气氛
,

有着特殊表现

作用
。

如下例

在演奏这段反复乐段时
,

应当选用不同的
“

扫

摇
” 。

前一遍用
“

悬手扫摇 ” 。

因
“
悬手扫摇

”

的特点

不受扎桩的限制
,

可移动音位使音色变化
。

这样先把

音位移到弦中部
,

逐渐移到近岳山的位置
,

使音色力

度有了明显对比
,

产生了刚柔相济
,

轻重相应的效

果
。

在其他一些现代乐曲中
,

都有许多使用各种摇

指的片段
,

这些
“

摇指
”

各有特色
,

各有所长
。

由于

每个人对作品理解的不同
,

因而对
“

摇指
”

的使用也

不尽相同
。

作为一个成熟的演奏者
,

不仅需要掌握各

种 “
摇指

”

的技巧
,

重要的是应具有活用
“

摇指
”
的

驾驭能力
。

唯有这样
,

才能把各种
“

摇指
”

生动又富

于对比地错综交相运用
,

使演奏丰富多采
,

变幻无

穷
。

才能使古筝演奏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

不断

推陈出新
。

注 本文 中的
“

摇指
” 即指

“

大摇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