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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古筝
,

是中华民族古老 的 民族 乐器之一
、

据考证
,

筝在春秋
、

战 国 时期 己 广泛流传
。

在 当时较为广 阔

的华夏疆土中
,

由于地域的 因素
、

民族 习惯
、

语言风格
、

客观环境
、

社会背景和文化特质等个性 因素不 同
,

形成 了诸

多体裁风格各异的筝曲
。

然而在古筝如此庞杂的教学实践 中
,

东北风格筝曲无疑是古筝曲 派的一个特色
,

合理的掌握

运用对 东北地 区筝曲作品风格的处理
,

能够针对不 同学生 的所需解决 东北风格课题
,

或提高学生对 东北风格作品 理解

的能力
。

本文通过对 东北 筝曲风格特点 的分析论述 了这一体系的科学性及实效性
,

进而 阐述 了在教学领域中应 用 的方

式技法及原则
。

旨在揭示其内在规律
,

以 此更好的体现其教学价值及深远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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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

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
。

在当时较为广阔

的华夏疆土中
,

由于地域的因素
、

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质等个性

因素不同
,

形成了诸多体裁风格各异的筝曲
。

如潮州筝曲
,

客

家筝曲
,

山东筝曲
,

河南筝曲
,

浙江筝曲
,

闽南筝曲
,

陕西筝

曲
,

东北地区筝曲等等
。

各地筝曲除了乐曲结构
、

调式各有不

同外
,

主要区别在于左手的按
、

滑
、

颤
、

揉等技法
。

长期以来
,

各地区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左手技法
,

它给予乐曲以优美动听的

音乐旋律
,

赋予乐曲无比的生命力
。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
,

东北地区有数十个少数民族
,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
,

互相渗透
,

从而形成北方

民族民间音乐的语言
、

形式
、

风格等地方特色
。

东北地区民

间音乐有皮影戏
、

评剧
,

京剧
、

东北大鼓
、

二人转
、

秧歌乐

和民歌小调等
,

它们深深的扎根于群众之中
,

也成为老一辈

弹筝人和作曲家的创作源泉
。

东北筝曲多取材于民间音乐
,

并以此素材进行创作
、

移植
、

改编
,

可 以说东北地区筝曲的

风格特点与丰富的民间音乐紧密结合
,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

东北筝曲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韵味与演奏技巧
。

例如 由

东北民间鼓乐
、

秧歌曲牌
、

二人转曲调风格创作改编的筝曲
,

其情绪欢快
,

热烈
,

泼辣
,

并且在乐曲中经常出现模仿锣鼓

的节奏型
。

如 《东北风 》《闹秧歌 》《江河水 》《四季歌 》《辽

南情 》等优秀作品
。

演奏技法是器乐演奏的基本保证之一
,

演奏技法的不同运

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演奏家的特点和审美情趣
,

也是古筝音乐

艺术风格特点的精华所在
。

、

右手技法

以弹弦为主活动于琴码右侧
,

其基本任务是取音
,

是古筝

发音的动力源
。

用大指
、

食指
、

中指
、

无名指四指弹弦发声
,

控制节奏和音的强弱变化
。

单音弹奏
,

是古筝演奏使用最频繁
、

最基本的技法
。

它包括参加弹奏手指 的正反 向弹法
。

大指
“
托

” 、 “

劈
”

食指
“

挑
” “

抹
”

中指
“

勾
” “

无名指
”

打 ”

等等 也常常会运用 “

快四点
” 、 “ 琶音

” 、 “

轮指
” “

双

音
”
等技法

。

、

左手技法

演奏技巧在加强巩固右手的基本功之外
,

左手技巧占很重

要的部分
。

技法是 以按弦为主
,

在琴码左侧顺应弦的张力
,

用食指
、

中指或中指
、

无名指捺抑筝弦
,

控制弦音变化
。

其基

本任务是饰音
,

即润美音色
,

装饰旋律
,

形成筝曲
“ 以润补声

”

的旋律特点
。

左手技法包括按音
、

颤音
、

上下滑音等等
。

东北地区筝曲左手在传统
“
上

、

下滑音
” 的基础上发展为

“
上滑按颤音

” 、 “ 下滑按颤音
” 。

在
“
回滑音

” 的基础上加

以 “
重颤

” 以及
“

晚颤重颤
”

等技法
。

按颤音 例如在
“ ”

音上滑至
“ ”

音的过程中
,

左手

始终在
“ ”

弦上施以按颤音 —按住的同时持续颤音
。

至此我们可以获得古筝演奏技法的基本定位
,

即左手以润

饰为主
,

取音为辅 右手 以取音为主
,

润饰 为辅
。

这种
“

音
” “

韵
”
结合的传统技法

,

使得多音并置和五声音阶排列

的古筝
,

在表现传统筝曲时得心应手
,

构成了传统筝曲美妙动

听的音色
,

华丽委婉的音乐和行云流水的意境
。

关于东北地区筝曲的技巧处理
,

左手技法占重要地位
,

更

能体现东北地区音乐特色
。

对于初学者
,

主要针对右手技法的

训练
,

使其右手弹出的音色均匀有力 左手进行基本的 “
按

、

滑
、

颤
、

揉
” 训练

,

使其左手能够达到按音准确
,

颤音持续均

匀等标准
。

程度稍高一些的学生
,

除了右手的训练之外
,

加强

左手的练习
,

在基本的 “
按

、

滑
、

颤
,

揉
”
基础上练习 “

按颤

音
” “

重颤
” “

晚颤重颤
”

等代表东北地区筝曲特色的技法
。

学生根据不同的阶段弹奏难易级别不同的东北地区筝曲
,

将所

学习的技法运用到乐曲中
,

不可以轻视演奏技巧 “

简单
” 的乐

曲或乐段
。

在弹奏乐曲的同时也要配以练习曲进行技法练习
,

重视练习 曲的训练
。

并且要多听东北地区筝曲以及东北地区民

间音乐
。

要做到多听
,

多思考
,

多练习
。

古筝艺术不但有着其它乐器的共同特性
,

还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越性和全面提升文化素质的内涵性
。

想要在古筝艺术上有

所发展和突破
,

在完成演奏技术练习的同时
,

还应注重学生的

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
。

提高对东北地区筝曲的艺术处理
。

要想让学生充分理解东北地区筝曲
,

就要给学生讲解这

个地区的文化
,

地区的民间音乐
,

曲子 的背景 以及思想内容

等等
,

这样才能够充分的理解乐 曲的意境
。

当我给学生讲解

作品的时候
,

我首先是从曲子的背景作为出发点
。

通过对背

景的讲解
,

使学生们对乐曲有了初步了解 其次我会向学生

介绍一些东北地方戏曲
、

音乐的知识
,

给学生听一些音乐资

料
,

让学生们尽情想象并大致体会音乐风格特点 最后我会

分段落详细的给学生描述乐 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

当学生

了解了整个乐曲所表达的内容
,

也就基本掌握了该曲的整体

情绪与风格
,

再通过 自己对乐曲的理解
,

并与技巧的结合
,

就能够较为完整的表达出乐 曲的韵味
,

掌握东北地区筝曲的

风格特点
。

诚然
,

作为时代的产物
,

东北地区筝曲也有他的历史局限

性
,

大量的东北地区筝曲是针对地方民间音乐
,

特别是地方戏

曲
、

小调
。

所以在音乐艺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

我们必定要在弹

奏东北地区筝曲的同时
,

补充添加大量的不同时代
、

不同流派

的筝曲
,

以大大丰富学生的音乐视野
,

而且也是符合时代发展

的
。

总之
,

在教学中
,

我们首先要充分了解东北地区筝曲的风

格特点
,

从而进行分析
、

理解
,

举一反三
,

然后才能充分
、

有

效运用他的东北筝曲体系为我们的古筝教学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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