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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表演艺术的训练 

发表刊物：作者:吴瑕 

    大家都知道，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源于秦而盛于唐。具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历

史，故又称古筝。近几十年来，发展很快，流行之广不逊于唐朝时期“奔车看牡丹，走马听

秦筝”的盛况。对于学习器乐演奏专业的学生来说，琴房――教室――琴房是一条漫长的艺

术探索之路。对于学习古筝专业的学生来说也不例外。然而，真正能走上舞台把艺术才能展

示给听众，才是对于专业学生来讲最大的挑战。在达到相当熟练的演奏技巧的同时，加强音

乐的表现力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学习中，大多数时候关注的是如何精通乐器演奏，其实怎

么样在舞台上发挥出台下练功时的最高水平以及最佳表演状态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在达到

相当熟练的演奏技巧的同时，加强音乐的表现力是非常重要的。器乐演奏说到底是艺术表演

的一种形式，主要是通过演奏来达到表演的目的。我国当代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曹东扶老先生

一生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他在古筝、琵琶、三弦、坠胡、

扬琴等乐器的演奏上，均有高超的技艺，尤以古筝演奏闻名于世。曹东扶老先生的艺术成就

不仅在于他的炉火纯青的演奏，更重要的是他在演奏的过程中，琴弦在他的手下，宛如一曲

曲动人的歌声，十分富于歌唱性。他的演奏，左右手运用自如，灵活而有弹性，就象是琴弦

在歌唱。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表演之前要有长时间的努力工作作为技艺上和心理上的筹备。

只有在艺术之颠的舞台上，我们才能挥洒自如，尽情地体会为人类带来音乐的美妙。所以，

如何能让器乐专业学生(包括我们民族器乐)获得那份愉悦于音乐的自信，以下几点是非常重

要的。 

 

    一、创造性的练习 

 

    创造性的练习是走上舞台的先决条件。 

 

    一提到练习，我们就会看到熟悉的情景：一个人坐在琴房反复的弹奏，不断的重复。然

而，要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演奏者，仅有技巧的运用是不够的。首先还是要在练习中培养自

己的创造性。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练习具有创造性，就会使原来枯

燥乏味的练习变得新颖，变化多端。 

 

    (一)确定练习目的 

 

    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在今天的练习中获得什么，以及要解决某一乐段的哪些具体问题。个

人练习的目标，一般的说有十种： 

    1、音高准确。 

    2、节奏准备。 

    3、感受并表达情绪. 

    4、速度适中。 

    5、增强演奏记忆。 

    6、培养肌肉放松的能力。 

    7、培养表演的自信。 

    8、完善技巧。 

    9、提高识别音符与音高的细微差别的能力。 

    10、提高视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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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自己要解决其中的那些问题，就可以精力集中的朝着每一个目标努力。先功克难点。

例如：慢速的准确的演奏某些较为困难的乐段。诸如：肌肉放松的训练以及提高识别音符与

音高的细微差别的能力。肌肉放松是需要日复一日的准确重复才能使肌肉自觉的作出反应。

而后者则更需时间。就拿陕西风格的筝曲来说，首先是音律上的特殊性和二个变因的游移性，

七声音阶中的四级音偏高，七级音偏低。所谓偏，当然不是半音。但这两个音又游移不定。

《香山射鼓》是根据西安古乐的曲牌创作的，就出现了“微降 7”、“微升 4”。在练习古

筝的过程中，我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有些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的练习。 

 

    然而简单的重复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实效，因为大家都可能在重复中犯同样的错误，把错

误的信息传递给大脑从而形成错误的记忆。因此，长期目标不可一味训练到底，在其中穿插

一些短期目标练习，可以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二)力求精确 

  

    在某一乐段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心理的原因还是技巧上的障碍？技巧方面如果不存在问

题的话在心理上找原因： 

 

    1、是否消极？ 

    2、精力是否集中，是不是在边弹边听呢？ 

    3、乐曲的结构是不是被自己给打破了？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 

    4、是否确实了解自己演奏的作品了？ 

 

    如果是技巧的问题，那就更需要查明原因。有以下几点可以参考： 

 

    1、演奏生硬吗？为什么生硬，是不是因为肌肉不够放松？ 

    2、速度太快了吧？那就放慢速度练习，放松肌肉，在演奏准确和肌肉放松的前提下，

逐渐提高速度。 

    3、旋律是否有大的跳跃？那么就应该放松手腕，关节灵活些！ 

 

    在练习全部乐曲的演奏时，要把流畅的表达音乐内在的情感放在首位． 

 

    二、建立表演的自信心。 

 

    我们需要从身体上，心理上作好表演的充分准备。这点很重要 

 

    精力集中。练习时，思想要集中在每一个细节上，思绪不要飘忽不定。演奏时要做到全

神贯注，这样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头脑敏锐。在听别人演奏的时候，细心体会乐曲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并探究原因。

取长补短。 

    2、注意演奏时肌肉的感觉。练习难度比较大的乐段时心理要放松，使肌肉不至紧张，

多次练习，使肌肉保持演奏时的状态，使其伸展自如，身体与思维经过训练可达到一定的表

演水准。同时，要尽可能的减轻思想负担。因为思想上的压力同样也会造成肌肉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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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默想乐谱。这样有助于音乐的记忆。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想象乐谱并在头脑中演奏，

很快就会发现哪里还存在问题。 

    4、在心里感受音乐。换句话说，就是在脑海中“倾听”音乐，使得演奏的乐音与理想

中的声音相符。 

 

    三、演出前的准备 

 

    (一)古筝的音准 

 

    1、在古筝的演出中经常出现合奏这种演出形式．所谓合奏，就是合作。合作就是互相

交流与配合。配合的性质就是同类或异类乐器组合到一块，找到一个最理想和准确的声音、

音准、节奏和对音乐的理解，通过自己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的组合来共同制造出应表现的音乐

形式。因此，我们得加强自身的音乐修养。在节奏和音准上面要非常注意。 

 

    首先，用纯四、大小三度音程的关系来调弦是比较准确的。古筝是五声音阶定调。只要

把大小三度、纯四纯五度的音程关系掌握好，一般都可以调得比较准确。这样既可以锻炼我

们的耳朵，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对音高的记忆水平。 

 

    其次，再用校音器来检测每一个音的音高，把音阶弹奏几遍，感受一下是否每一遍的音

高都一致。 

 

     2、合奏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琴调到最好状态，即每一个音都和其他演奏者的琴

的音保持一致。 

 

    (二)演出前的准备 

 

    为了使演出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在走上舞台之前找到我们不能把握的那些致使表演失败

的不安全因素。表演有一定风险，对不可预测的事件都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应付这些突发

事件的最佳办法是：依靠我们有力的基本功，谙熟我们所演奏的音乐，坚信自己的应变能力

和艺术表演能力。经常可以参加一些非正式的演出，或者在排练的时候汲取经验教训。随着

每一次的成功表演，自信就会悠然而生。那时，我们可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信的走上台了！ 

 

     在舞台上，抛开束缚我们的所有理论条文，我们需要无所思的表演，需要从再创作的

音乐中体味音乐的真谛。要想使表演出神入化，一定要有自信心和希望，只要挣脱束缚，就

可以达到音乐的至高境界。这个时候，我们的表演是轻松、愉悦、激情的。 

 

     一流的艺术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最好的效果。艺术不以评论动人，真正震撼的是作

品本身。 

 

    艺术永无止境，追求表演艺术的完美才是音乐专业人士毕生奋斗的目标！ 

 

    参考资料：《中国筝曲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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