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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演奏传统技法初探 

摘要：传统筝曲是古筝演奏艺术的基础。不同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源流等因素，使传

统筝曲在流传发展中产生了各个不相同的风格色彩。本文先从古筝的基本演奏技法入手，而

后分析比较各地域筝曲同一技法(历音、苦音) 的不同运用以及同一曲体结构(八板体) 的不

同艺术处理，从而更准确、深入地把握其鲜明的地方风格特征，以供读者参考。 

  

  筝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之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行于中华大地，故被后

人称为古筝。我国历来对古筝就很推崇，称古筝为民族乐器中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群

声之祖，万乐之师。早在汉代侯瑾《筝赋》中有云：“包群声以作主，冠重乐而为师，移风

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筝者矣。”由于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

弹筝人的传承和创造。不同流传地区的传统筝曲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色彩，也就逐渐形成了

有一定艺术影响力的风格流派。古筝常有九大流派之说，但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有：陕

西秦筝、山东筝、河南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福建筝。因此，准确掌握传统筝曲的

风格，对于提高古筝的表现力，扩展古筝创作演奏空间尤为重要。 

  

  演奏技法是器乐演奏的基本保证之一。古筝的记谱并没有把实际发出的每个音都记录下

来，而是以演奏技法符号标记在旋律谱上，使丰富的音响效果全都蕴含在这简洁的演奏符号

之中。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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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艺术风格的精华所在。正因为如此，本文从传统筝曲演奏技法入手，分析、比较各地域筝

曲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揭示其风格差异，从而对传统筝曲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为

教学和演奏提供一个参考。 

  

   一、传统筝曲所共有的演奏技法 

  

  古筝属于弦鸣类乐器，发音板上一弦一柱，多弦并置，五声音阶定弦。筝的演奏技法在

乐器条件性能的制约下，形成了自己演奏技术系统，形成了古筝左右手演奏技法的区别。以

琴码为界，分为左右两个演奏区。在传统筝曲中这种定位十分明显，并由此发展了两套不同

的演奏技法，这两套技法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区别明显。 

  

  1、传统左手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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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音：左手按弦的演奏，弹出本弦发声以外的音，特别是五声音阶以外的音。如 mi 音

经过按弦变为 fa 或升 fa ，la 音弦经过按弦变为 si 或降 si 等。 

  

  颤音：是由原音与稍高或稍低一点的音迅速交替而产生“波动”的演奏方式。由于力度、

幅度和时值上的差异，有吟弦、揉弦、滑颤、重颤等不同形式。 

  

  滑音： 包括上滑音、下滑音，是经按弦而滑出的音高，由于时值、速度和上下滑音连

续运用等的不同，又产生了点滑、按滑等不同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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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统右手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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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音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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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剔，勾；无名指打，摘。) 在传统筝曲中，大指、食指和

中指三指组合弹奏是最常见的技法，其结合方式以“四点”(勾托抹托) 为框架在一个八度

以内来演奏。 

  

  和音技法：和音技法体现出古筝的多音技法。它包括和音、和弦两类，主要有双托、双

劈、双挑、以及大撮、小撮对称弹法。 

  

  琶音技法：主要是一个八度内的大、小三和弦的弹法。 

  

  历音技法：历音即装饰音，是依靠音位排列顺序右手迅速地上、下刮奏是古筝独具特色

的旋律装饰手法。 

  

  持续音技法：作为弹拨乐器的筝，以“点”的发音形式出现，其长音就依靠某种技巧的

持续演奏，形成连续、密集的点来构成。在传统筝曲中，主要有拇指在一根弦上快速托劈的

摇指和八度交替快速弹奏的轮指两种。 

  

  至此我们可以获得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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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统筝曲同一技法的不同艺术处理 

  

  古筝是一件民间乐器，民俗之乐，他的民间性决定了他必定会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融

合各地区的民歌、地方戏曲、说唱音乐和地方乐种等民间音乐，形成以不同音韵特点和独特

演奏技法为特点的地方流派。水的运动叫流，水的分流称派。有着几千年历史，同源共祖的

古筝，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如水流分布各地，形成了各个流派，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光

彩夺目的瑰宝。从整体音乐风格来看，一方面各地域筝曲在旋律、音阶、调式方面各有不同；

另一方面，由于筝曲的地域性差异与音乐环境的不同，使各地域的筝曲带有显著的地方性特

征。 

  

  古筝的演奏技巧，在不同的地域背景影响下，随各地的音乐语言与文化特点产生不同的

运用，使各地共有的某些演奏技法也出现了地域性的不同处理。下面从同一技法的不同艺术

处理来看各地域筝曲演奏技法的运用特点与风格的联系。 

  

    1、历 音 

  

  作为装饰的历音，是古筝的特殊技法之一。用以渲染气氛和修饰旋律，是一种节奏和乐

音多少比较自由的技巧，也是古筝所特有的，富有特色的一种技巧。历音演奏的乐音数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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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个，多至七、八个不等，音型长短均可。在运用上虽然比较自由，但不同的地方风格

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潮州筝曲中的历音使用颇为频繁，音型一般有三、四个组成，使旋律丰满流畅。还常配

合按颤技巧的应用，地方色彩比较浓郁。[例 1 ]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旋律片段： 

  

  山东筝曲中的花指采用连托的形式，音型一般有四个音以上，多占节拍时值。使得音质

高古朴实，沉稳厚重，又给人一种激情奔放的感觉。[例 2 ]山东筝曲《夜静銮铃》旋律片

段：（略） 

  

    2、苦 音 

  

  苦音又称哭音，是我国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音乐现象，是汉族音乐中一种独特的音调，

存在于全国多种地方戏曲、曲艺、民族器乐中。从广义上讲，是一种苦楚、激愤的腔调，从

狭义上说，则是指这种腔调中的两个特性音：微升 fa 和微降 si (微升 fa 介于 fa 和升 fa 

之间，微降 si 介于 si 和降 si 之间) 。其曲调大都采用徵调式苦音音阶，表情意义都是

苦楚、哀伤、激愤的情感。由于微升 fa 和微降 si 具有一定的游移性，有时上行会略有偏

高，有时下行会略有偏低使得不同地区特性音旋法走向、滑音走向、揉弦方法上都各不相同，

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陕西筝曲大都来源于陕西地方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唱腔旋律。具有徵调式的苦音音阶中，

微升 fa 与微降 si 在演奏中具有不稳定的游移性，一般情况下微升 fa 下行向 mi 游移，微

降 si 下行向 la 游移。在旋法上一个重要特点是上行跳进，下行级进。这种旋律上行跳进

可使情绪激奋而波动，下行级进可使情绪深沉而哀伤。跳级与级进配合进行，使陕西苦音筝

曲充分显示了鲜明的地方风格。[例 3 ]陕西筝曲《秦桑曲》旋律片段：（略） 

  

  山东筝曲又称齐鲁筝曲，受山东吕剧、琴书的影响，大都采用宫调式音阶，其苦音筝曲

的微降 si ，在旋律进行中常上行到主音 do ，然后再下行至属音。在它忧思哀怨的旋律中，

蕴含着激怠的情感，有明显的柔中带刚的性格特征。[例 4 ]山东筝曲《美女思春》旋律片

段：（略） 

  

  潮州筝曲中“重三六”与“活五”两种调式的筝曲就是带有苦音特色的筝曲。“三六”

“活五”的名称来源于潮州音乐独特的传统记谱方式“二四”谱，这是我国少见的弦索记谱

法。其要求重按 la 、mi 两音求得微降 si ，微升 fa 两特性音。这种“重按”与“活音”，

又往往同吟揉相结合，在旋律进行上及滑音走向上要求上行上滑，使新取得的音高不稳定，

产生扑朔迷离的效果，给人以微妙的感觉。潮州筝曲的苦音表现力显得更为特别，地方特色

更为丰富。(参见例 1) 

  

  客家筝曲“大调”、“小调”与“串调”三类。其中大调和串调中都有“软弦”、“硬

弦”之分。七声软弦筝曲中的 mi 、la 大都为经过音，不是调式的骨干音。因此，软弦音

阶亦即苦音音阶。其中微升 fa 的走向较多的是 sol ，微降 si 的走向较多是 do 。因此风

格上蕴含着一种内在的深沉与悲愤之情。[例 5 ]客家筝曲《出水莲》旋律片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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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筝曲的苦音演奏中，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点滑音”，即用点弹的方法瞬间形成短促、

急切的下滑音。其特点是滑中有点，点中有滑，因此苦音常常出现于点滑之中。右手技法中

独特的倒踏法(旋律前加装饰性音型) ，连珠法(旋律音前加二、三个装饰性的历音) 和跑马

法(连续快速勾搭) 等与左手点滑结合，张驰有序，缓急有度，常产生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

[例 6 ]福建筝曲《暗相思》旋律片段：（略） 

  

  此外，粤乐筝曲中常用的调式音阶“乙凡线”类似秦腔的苦音，具有哀伤忧愁的情感，

常用徵调式七声音阶。“乙”、“凡”两音在工尺谱中即微降 si 和微升 fa 。[例 7 ]粤乐

筝曲《连环扣》旋律片段：（略） 

  

  综上所述，筝的演奏技法在一定的音乐文化背景影响下，即使是普遍应用的共同演奏技

法也产生了各地不同的按排与应用，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音乐风格。 

  

   三、各地古筝特殊技法表现手段 

  

  传统筝曲的地方性差异使各地筝曲风格迥异，在各具特色的音乐中，除各地域共有演奏

技法的不同运用外，还产生了一些与音乐特征相适应的特殊技法表现手段。这些带有地方性

特征的技巧，即丰富了筝曲自身的个性，又突出了本地域地方性色彩的演奏风格特色。 

  

    1、游 摇 

  

  游摇是河南筝曲中的特色技巧，是一种组合指法的综合表现手法。弹奏时右手大指以大

关节为活动部位，连续快速托劈，从筝码较近处由弱至强向前岳山移动。左手则同时从按音

边滑边颤地放回原位音。两手配合使音色、力度、音高有明显的变化。这种技巧在表现节奏

缓慢、带有伤感情绪的筝曲时最富表现力，使河南筝曲高亢明朗、韵味浓郁的风格表现的淋

漓尽致。 

  

    2、密 摇 

  

  在山东筝曲的传统运指技巧中，右手大指以小关节为活动部位，连续快速托劈成密摇。

一般先劈后托取第一声音质纯净，效果清脆明亮，颗粒性极强。对十六分音符和同度音符反

复表现最佳。这种技法体现了山东筝曲刚劲明快、铿锵有力的风格特点。在乐曲《风摆翠竹》，

《山鸣谷应》中均有有绝妙的效果。 

  

    3、摇 指 

  

  在浙江筝曲“摇指”是以右手大指作细密的摇动来演奏，其效果极似弓弦乐器长弓的演

奏。这是浙江筝的一个特色。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将军令》《月儿高》这两首浙江筝曲中看

到，前者以“摇指”模拟了号角声声的长啸；后者则以“摇指”表现了连绵不断的歌声。 

  

    4、八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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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筝曲中奏同音时，技法上很少使用摇指，常以勾托在一个八度内快速交替拨弦的八

度轮奏技巧进行演奏，并赋予它音色上的变化，从而保留了中州古朴清秀的个性，带有当地

民间音乐影响的痕迹，在风格上独具韵味。 

  

    5、双 按 

  

  潮州筝曲在“重三六”、“活五”等多种调式变化之中，应运而生的双按技巧，成为其

典型技法，双按技巧富于调式色彩的变化，在演奏中，通过左手双按可使调性进行变化，这

种手法即丰富了左手演奏技巧，又使旋律进行更加自如流畅，旋律色彩更丰富，风格韵味上

独树一帜。 

  

  另外，陕西筝曲随旋律进行必然使用左手拇指按弦技法，使上行跳进，下行级进的旋律

进行，形成细腻委婉，悲怨凄楚，情深意绵，慷慨激越的风格。 

  

  总之，传统筝曲作为流动的时间艺术，在不同地域不断的流传发展创新中，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弹筝技法，这些技法对表现各地域筝乐的个性风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传统筝曲同一曲体结构的不同艺术处理 

  

  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传统筝曲，多数具有六十八板的结构特点。目前，多称其为“八

板体”结构。它们在结构上虽然相同，但由于板式、速度、旋律，特别是演奏技法等方面的

不同应用，造成了筝曲风格上的差异，使它们带有浓郁的地方性色彩。 

  

  山东筝曲《高山流水》是一部套曲，从结构形式上看，它包括的四首曲子都是标准的八

板体。其中《琴韵》徐缓庄重，音调多用级进，所用的“按滑”指法与古琴的吟、揉、滑指

接近，较好地模拟出古琴的声韵。《风摆翠竹》音调活泼轻巧流利，右手大指密摇及历音奏

法描绘出翠竹迎风摇曳的生动形态《夜静銮铃》突出运用“勾搭”技巧强拍上的低音旋律与

弱拍上由高至低的快速刮奏相结合，加上连续切分节奏的强调，使旋律起伏波动，乐音清脆。

《书韵》旋律多在接近男声的中低音区，在右手拇指、食指采用小勾搭技巧的同时，左手大

二度与小三度的按滑音与邻弦所奏出的同度音交混，模仿古人读书时吟响之声，描写的生动

形象，惟妙惟肖。 

  

  河南筝曲《高山流水》属河南曲子板头曲，是在“八板”型旋律骨干音的基础上加若干

历音形成的。乐曲首尾的平稳开阔，与中部的奔放、激荡形成对比，尤其是左手连续上下行

拂、划技巧的运用与“高山”“流水”的标题含义十分贴近。力度较强的大指在连贯的发音

中带有强劲的音头，左右手揉弦间奏技法，充分利用了筝弦震动的余音而获得特殊的效果，

表现了性格刚劲、豪放、泼辣、的风格，使得河南筝曲的韵味更加浓郁，风格更加鲜明。 

  

  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是一首六十八板体筝曲。技法上重吟手法，突出“寒”的意境，

以双托等右手弹奏技法和揉滑、上下八度等左手按弦手法，音色跌宕，诙谐夸张，手法玲珑，

突出“戏”的气氛，使听众置身于一望江河，碧水连天，寒鸦徘徊，点水泛波，起伏嬉戏的

意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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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筝曲《出水莲》原指套曲的引子。乐曲属软套重六调，以 fa 、si 变音为主，旋

律雅致、委婉、古朴典雅。 

  

  各地传统筝曲在同一曲体的不同处理，显示了各地域筝曲演奏技巧运用的特点及风格差

异，也成为古筝演奏艺术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总之，各种乐器根据自身不同的特性，有着不同的音质、音色，反映出各种不同特点，

不同演奏方法所形成的独特声音个性，演奏家们都力求表现出乐器最佳音色，以动人悦耳的

声音表现丰富多彩的作品内容。 

  

  古筝作为华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音韵兼备，弦数众多，音色、音域、音量

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和传统演奏技法的丰富，给这种乐器带来旺盛的生命力，使其立于独奏、

重奏兼备的重要地位。 

  

  传统筝曲的广泛分布，受其地域条件的影响，在发展中产生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特

征。通过对比，准确、深入地把握其风格特点，将对今后的教学、演奏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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