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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古筝演奏的三个要素 

 

  器乐演奏是一门非语言的音乐表演艺术，是演奏者诠释乐曲精髓、让作曲家与听众进行

双向交流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讲，演奏者既是乐曲的表现者，又是乐曲的二度创作者。

演奏者的演奏水平如何，是乐曲能否得到听众认同甚至传世的关键。通常来讲，不管何种乐

器，衡量其演奏水平往往要看演奏者的技法、乐感、风格三个基本要素。古筝是我国民族乐

器中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及其魅力和价值。在古筝演奏中，能否把握和运用

好技法、乐感、风格三个要素，对于表现筝曲的内涵来说至关重要。 

 

  一、技法是古筝演奏的基础 

 

  古筝本身就是一种以音响效果命名的弹拨乐器，其清越高洁的音色、音质必须靠演奏者

运用技法来实现，即演奏者对指法的编排、技巧的处理和音色、音准、力度的选择。如何掌

握技法的要领，是每个演奏者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古筝演奏的技法源远流长，复杂多样，经历了从单手的简单弹奏到双手的复杂弹奏，从

简单的弹拨按弦到复杂的按、颤、揉、推等技巧的发展过程，且传统技法和现代技法各有特

色。传统技法是用右手弹拨筝弦演奏旋律，左手在码外弦段上以按、颤、揉、推等技法装饰

旋律，即右手弹弦、左手按弦。而左手的吟揉滑按，以韵补声，是传统技法的主要特色所在。

“名指扎桩四指悬，勾摇剔套轻弄弦，须知左手无别法，按颤揉推自悠然。”这首流传民间

甚广的弹筝诗，正是传统技法的如实写照。现代技法是在广泛借鉴和吸取其他乐器的演奏技

巧基础上发展的，如指序弹法、双手轮指、双手摇指、敲击琴弦琴板等，使古筝的表现力有

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指序弹法根据旋律进行的规律来安排用指的顺序，专门用于弹奏特殊音

列和快速多变的旋律。按照指序弹法的要求，弹弦的手指不再局限于右手的大、中、食三指，

而是双手的十个手指，强调手指的功能和独立性，给现代筝曲的表现赋予了新的意义。当今

变化多端的演奏技法，极大地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无论是如泣如诉的乐曲，还是慷慨激昂

的乐曲，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轻拂宛如行云流水，重扫势若山崩海啸”，正是当

今筝乐演奏的生动反映。随着古筝曲目题材日益广泛，演奏技法将会进一步完善创新，筝曲

的表现手段将会更加丰富。 

 

  古筝演奏是一门对技法要求很高的表演艺术。弹奏筝曲必须靠扎实过硬的技法来支撑，

必须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技法训练，才有可能表演出完美的筝曲。特别是一些现代筝曲对技

法的要求非常高，如《彝族舞曲》要求轮指像摇指那样密集均匀，《云岭音画》要求双手轮

指、双手摇指交替并用等，没有扎实过硬的技法是无法完成演奏的。对于古筝演奏者来说，

在当今筝曲曲目丰富多彩、演奏技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掌握科学的指法处理方法和相应的

技巧是相当重要的。只有良好的技法，才能灵巧自如地演奏韵味独特的传统筝曲和技巧复杂

的现代筝曲，才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原曲原貌。技法越是纯熟，动作越是自如，演奏也就越能

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所以说，演奏者掌握正确的技法要领，是筝曲表现完美的一个重要前

提。 

 

  二、乐感是古筝演奏的灵魂 

 

  乐感其实是一种“悟性”，是演奏者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对乐曲所表现的情绪、意



2 
 

境和描绘的音乐形象进行感知、领悟和想象，体现了演奏者瞬间对乐曲的领悟力和表现力。

演奏者的乐感包含了理解力和表现力两个层面，既反映在对作品的理解上和掌握上，同时又

体现在对乐曲的处理上，而这一切都将通过演奏呈现给听众。  

  器乐演奏追求的是音响效果，它的非语言性使演奏者和欣赏者脱离了语意的束缚，演奏

者可以同时与听众展开肆意的幻想。“器乐演奏是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器官协作的活动，

它促进了各器官的协调发展，激发了受教育者的发散性、变通性思维。”①古筝演奏的目的

是将隐藏在音符里面的感情与内涵表现出来，把听众带到演奏者的想象中去。而这种表现不

是“照本宣科”，它要求演奏者用心去理解筝曲的内涵，用心去表达筝曲的内涵，专心投入，

凝神忘我，浑然融入筝曲之意境。为此，演奏者必须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善于感知和捕捉每

一首乐曲中最富于表现力的特征音调、典型的节奏、独特的音乐结构、巧妙的和声等音乐元

素，从内心深处去感受生动的音乐形象。同时，在演奏中要把握好细节的处理，既要使快慢

速音型的演奏精确、灵活、轻快、干净，又要注重快慢速线条的流畅起伏和音乐美感，让听

众真切感受到筝曲的旋律美、和声美、形式美和结构美。如果缺乏乐感，只注重技巧的摆弄，

一首筝曲即使弹奏得准确无误，也不过是几个音符的合成而已。只有乐感的融入，才能使筝

曲引起听众的共鸣，达到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才能感人肺腑、扣人心弦。如演奏《孟姜

女》，如果不能较好地把握这首筝曲的背景，即使弹奏得准确无误，也无非是“平铺直述”，

就不可能表现出孟姜女的哀怨深情。只有深刻理解和掌握作品所包含的情感，并用熟练的技

法表现出来，演奏出来的筝曲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可以说，技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乐

感才是演奏筝曲的灵魂与生命。 

 

  音由心间生，功夫在乐外。乐感的培养非一日之功，领悟乐曲的精髓需要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对音乐的感悟灵敏度作保证，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出色的演奏家之所以能够深刻领

悟乐曲的内涵，准确把握作品的神韵，就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演奏形式上的处理，而是

从文化传统、地域特征、审美意识中寻觅乐曲的精髓，进行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思考，从而

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乐感的“构成要素中既有先天遗传的、本能的因素，也有后天学

习与训练的因素；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既有感知觉的因素，也有思维和顿悟的因

素；既有本体感觉的因素，也有自我意向的因素。”②要想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必须以广

泛而扎实的文化、知识、修养做基础。每个演奏者，只要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随着年龄的

增长、文化的提高、视野的开阔、知识面的拓宽和理解力的加深，乐感必定会日渐丰富，从

而达到音乐灵魂的逐步升华。 

 

  三、风格是古筝演奏的个性表现 

 

  风格包括乐曲风格和演奏风格。本文探讨的是后者，是演奏者个人的演奏技法特征，是

演奏者个人的独特创造性。演奏风格与技法、乐感同等重要。一个演奏者仅有技法和乐感，

最多只能称为实力派“乐手”，但若同时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那才真正称得上“家”。 

 

  演奏风格是演奏者与众不同的个性差异，在表现筝曲中是非常重要的。自秦、汉以来，

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各

种各样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演奏流派。如山东筝刚健朴实，潮州筝旖旎妩媚，河南筝高亢粗

犷，浙江筝活泼明快，陕西筝幽怨细腻，客家筝古朴优美，它们之所以各具特色，既与乐曲

的地方风格有关，也与不同的演奏技法处理有关。“构成演奏者个人风格特点的因素除了每

个人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更各有差异，在古筝演奏技法上则主要是个人对‘以韵补声’动

态变化的独到运用而显示出来的。”③古筝演奏非常注重“以韵补声”。许多演奏者由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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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风土人情、审美情趣、欣赏习惯不同，即使演奏同一曲目的筝曲，在左手的按、颤、揉、

推等相同技法处理上会出现力度、幅度、时值等一些细微的差异，在音色上乃至旋律上产生

微妙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风格色彩。如山东筝大师赵玉斋的演奏风格粗犷泼辣、古朴淳厚，

经常在下滑音后施以重颤音奏法，且八度奏法频繁使用，力度饱满，声音纯厚，别具一格；

客家筝大师罗九香的演奏风格飘逸细腻、韵味隽永，他那一按即颤的按颤功夫，变幻莫测的

滑音技巧，堪称一绝。对于古筝演奏来说，要求弹奏者把对筝曲内涵的深刻把握、对筝谱的

剖析研究，加之不同速度的节奏与巧妙的弹奏技法结合起来，使演奏段落分明、节奏明确、

音乐平衡，在细节处理上有独到之处，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 

 

  演奏风格是个人表演艺术成熟的标志。器乐演奏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并非准确

无误地表现技巧，而是演奏者高度个性化的自我表现。独具特色的演奏技巧，富于个性的表

现手法，是演奏者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个人演奏风格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演奏者只有

对筝曲的作品内容、时代风格、曲式结构、演奏方法等进行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获得理性

判断后，才能在弹奏中发挥创造性，逐步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天才的模仿者或许可以做到

惟妙惟肖的程度，但永远也没有自己创造的东西，充其量只能继承流派却无法创造流派。有

志于古筝演奏的有心人，只要自己勤奋努力，不断提高演奏技法和乐感，发扬创新精神，自

然会不断开拓新路，形成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四、技法、乐感、风格三者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在古筝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大批传世筝曲和享有盛誉的演奏家，极大地丰

富了古筝艺术，使古筝这件古老的乐器留世传承并在当今呈现出欣欣繁荣之景。许多演奏家

技法之高超令人钦佩，乐感之深厚令人动情，风格之独特令人惊叹，使我们看到在古筝演奏

中，技法、乐感、风格三个要素是必须具备的，但又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是同时出现的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一个演奏者纵然具备

良好的音乐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欲，若技法低下，想完美地表现筝曲就成为一句空话；纵

然具有出类拔萃的技法，若缺乏深厚的乐感，则难以表现筝曲之魂；纵然具有高超的技法和

深厚的乐感，若没有独特的个人风格，那给人的感觉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平凡之“匠”而非出

色之“家”。技法是乐感表现和风格形成的基础，乐感是筝曲能否产生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灵

魂，风格是个人演奏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一个成熟的演奏者，应当全面掌握丰富多样的演

奏技法，深刻感悟筝曲的意境和内涵，注重在演奏中融入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完美的演奏技

巧和可以令听众理解的音乐表现力以及自己演奏的个性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掌握和运用

好技法、乐感、风格三个要素，应当是每一位古筝演奏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齐易、张文川《音乐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50页  

  ②王朝刚《器乐表演技能教学新论》，上海音乐出版社，第 80页  

  ③赵毅《试论古筝“以韵补声”之动态变化》，《秦筝》1992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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