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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快速指序技法概论 

发表刊物：华乐 民乐作者:朴东生 

    赵曼琴先生著述的《古筝快速指序技法概论》(以下简称“新技法概论”)，于 2001年

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了。该书虽标题为“概论”，但内容却是对古筝这一崭新

的快速演奏技法作了系统、详尽的剖析与论述。 

  

    一、这部上下两册长达 50佘万字的著作，是对当代古筝艺术在演奏技法和理论方面创

造性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他自己在漫长的演奏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独树一帜的快速演奏技术

进行深入总结并进行理论归纳的一个学术成果，是一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并具有实用价值

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众面的不断扩大，这一快速演奏技法将对当代

古筝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古筝在我国民族器乐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综观 2500多年筝史、筝艺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古筝艺术是最受各阶层广大群众欢迎与喜爱的乐器之一。 

  

    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地开始至 20世纪中后期，古筝这件乐器在其漫长的、动态演变过

程中，乐器不断改革、技法不断丰富，历朝历代从宫廷到民间直至近现代的演奏家与教授，

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为古筝艺术的繁衍发展默默无名地做出了非常可贵的重要贡献。在发展

过程中又产生出许多流派，如山东、河南、浙江、潮州、客家和陕西等等。他们生根于不同

的地域，但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对古筝艺术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20世纪 50年代

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当代各流派古筝艺术家又以更加明确的音乐理念对古

筝艺术从创作到演奏，从理论到教学，从乐器改革到乐器制作进行了全方位、大幅度的丰富

与发展。这件乐器不仅在国内或华人世界中以百万之众的巨大规模向青少年普及，而且也深

得许多外国音乐家的喜爱并习奏。古筝在当今国际乐坛已赢得了十分崇高的地位。这一切与

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密切相连。 

  

    筝史，是一部不断改革、在动态中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以演奏家为主体代代相传、去粗

取精、逐渐丰富、不断进化的历史，是一部不停顿地进行广泛传播、筝人队伍日益壮大的历

史。 

 

  

    二、 筝艺的丰富与发展是赢得爱好者与观众群不断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更是不断完

善古筝艺术的核心所在。任何一个剧种或一件乐器，离开爱好者和观众群，久之，将面临被

淘汰或消亡的危险。 

  

    近半个世纪，筝艺水平的提升、技法的不断革新，人气之旺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都无法比拟的。各流派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吸收、扬长避短、兼容并蓄，更是当代筝

艺发展的突出特征。从 50年代初始，音乐艺术院校相继开设古筝专业教学以来，古筝艺术

人才的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古筝在教学方法上从口传心授、以曲相教的民间状态步人了

专业化、学制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除承前启后的古筝艺术家，如娄树华、曹正、赵

玉斋、曹东扶、王巽之、高自成、张为昭、罗九香、王省吾、任清芝、徐涤生等外，一大批

年轻的教授、副教授，优秀的青年演奏家脱颖而出，饮誉海内外的演奏家不胜枚举。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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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各流派代表性的名家和出色的后来者构筑了 20世纪 50年代以后这半个多世纪的筝艺史。

没有他们卓越的贡献，没有浩浩荡荡的爱好者相追随，古筝艺术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好的局

面。 

  

    三、赵曼琴的“新技法概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又向前作了跨越式的

迈进，开创了一个新技术含量较高、理论依据较充分的阶段。简言之，“新技法概论”的核

心是“快速”。他是将 10个指头充分调动起来，全部投入有实效的演奏，成功地解决了古

筝快速演奏这一历史难题。为此，他曾研究骨骼学和运动力学，剖析手指、腕、小臂各关节

及各部肌肉运动状态的规律和动作频率最合理的可行性。他走访外科医生，读医书，研究解

剖手指的生理构成以及运动的自然规律和演奏规律；探求各指不同的训练方法；编写不同指

序的练习曲；改编、创作适合“新技法”发挥的筝曲；教学生，检验训练成果，取得实效后

扩大教学规模，直至后来兴办古筝艺术学院，普及、推广“新技法”；著书立说，升华到理

论高度加以系统总结。苍天不负苦心人。“新技法概论”的问世，难能可贵，意义深远。 

  

    赵玉斋的一首《庆丰年》，由于率先解放了左手曾引起筝坛不小的震撼；王昌元的一首

《战台风》，由于引入了音响构成上的新手段而备受青睐。当然还有许多当代筝家和作曲家

许许多多的新创造。这些改革、创新，都为推动古筝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长河，与时俱进，不停地向前奔涌，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赵曼琴先生经过漫长而不懈的努力，以其锲而不舍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成功地创造了别具一

格、新颖独特的“古筝快速指序技法”，这是对当代古筝艺术又一项更为杰出的贡献。 

  

    四、 任何一个流派或学派或是一个乐种、一种演奏形式的形成、命名或定名都不会是

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条件的。 

     

    1．理论主张是第一位的。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弄几支小曲就自称“XX 派”是幼

稚可笑的； 

    

    2．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征，不是模仿、“克隆”他人或带有某流派特征的“特征”； 

    

    3．有能代表流派或学派特征的完备的教材和丰富的曲目； 

    

    4．有一定数量的、有影响力的学生，可以传递薪火； 

    

    5．有代表性人物； 

    

    6．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认同。 

    

    赵曼琴及其“新技法”基本具备上述条件，但尚需在继续实践中完善。如教材尚不够系

统化，作品总量尚不足，还应相对地“经典化”；又如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尚欠广泛性，

尤其界内专家的评价更显重要，这些尚需一个时间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界内和广大群众认同

的不可缺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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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曼琴是在世纪之交这一宽松的艺术空间里创造出的具有独到特征的“新技法”，这是

毋庸置疑的。它是具有筝艺传统“基因”的时代产物，是筝界的光荣与骄傲，是璀璨的民族

音乐文化在新时代取得新发展的标志。“新技法概论”的出版当是确立这一新技术学派雏形

的重要成因之一。 

  

    

    五、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会有相当的阻力。“新技法”亦不例外，焦点不外乎是音乐观

念上的差异，甚至是异议，时髦语言称之为“观念碰撞”。这是很正常的，毫不足怪。“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善待学术上的创新和每一项成果。 

    

    赵曼琴是一位筝界以外的人们不大熟识的古筝艺术家，界内界外不少人是通过他的学生

王中山才得知并认同赵曼琴的。 

    

    王中山是学习、掌握、运用、发挥“新技法”而出名的优秀青年古筝演奏家，是传播“新

技法”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王中山所以年轻早熟，在海内外频频举行古筝独奏音乐会，

其根本原因则是得益于赵曼琴的“新技法”。王中山掌握并热衷“新技法”；创作筝曲丰富

“新技法”；到处讲学传播“新技法”。许多赵曼琴想做没做到的王中山几乎都“代理”了。

王中山这位深得师宠、不忘师恩的高徒几乎成了赵氏理论的“活广告”。王中山每次演出过

后不知有多少崇拜者请其签名留念。我曾目睹过一幕。不少家长喜出望外地拿着节目单、领

着孩子请王老师签个名、合个影，感到格外兴奋。我深信是赵曼琴的“新技法”通过王中山

成功的演绎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感动了他们。有一次少儿综合艺术赛事，其中有十来位古筝小

选手，演奏得相差无几，难分高低。但其中一个孩子是用“新技法”弹奏的《彝族舞曲》(王

中山改编)，顿时引起评委们的浓厚兴趣，最后，这个孩子得了最高分。在比较中，“新技

法”确有新颖独到之处，不承认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公道的。反之，赵曼琴先生亦应在

不断完善上再下苦功，虚心求教前辈，在古筝传统技法中寻求更多的“营养”，丰富“新技

法”。 

    

    总之，点滴小例足以证明“新技法”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崭新技术。它虽未作华丽的包

装和刻意的新闻炒作，却悄然地流传开来。这符合一个新学派从产生、发展到完善、成熟的

一个自然的时间过程。 

    

    中国未来的筝史，在以网络技术为先导的信息时代，将以更快的发展速度与时俱进，这

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未来的筝界，必将有更新的技法涌现、更新的

学派诞生，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赵曼琴的“新技法概论”也将承受着时间的磨砺和历史的考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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