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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技与乐感——古筝演奏中乐感培养的实施 

 

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故俗称“古筝”。早在

公元前 237年便流传于秦国境内（现在的陕西省，当时称为“秦筝”），资料记载最早见于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秦·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

快耳目者也”。）此后，流传到全国各地的古筝因历史的变迁和地域文化的孕育造成了不同

的流派风格。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当今现代派的演奏技巧，更使筝坛出现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盛市，造就了诸多的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和作曲家。古筝的流派“同宗同

族”，“同源分流”。现代筝派的产生是在传统筝派的基础上吸取精华，创新传承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秦地，筝在齐鲁、卫和赵国也很流行，后扩大到广东、浙江、内蒙

古、朝鲜等地。源于演奏技巧的名称有掐筝、横筝、卧筝、长离、鸿筝等。由最初的五弦筝

到战国末期发展成十二弦，隋代的十三弦到盛唐的十二弦与十三弦并存，发展到明代的十四

弦，十五弦，明代朱载育在《明郑氏子瑟谱》中“今宫筝十五弦，而世多用十四弦者“的记

载。在表现形式上以往的独奏，筝歌继续流行。清末筝发展成十六弦筝，当时的主要技法是

按、滑、吟、揉、撮、勾、托等演奏技法。建国后，有关专家们在此基础上成功地研制出 S

型 21弦尼龙钢丝缠弦筝，音域四个八度，音色甜美，使用性强，但演奏传统风味的乐曲时

尚有韵味不足之处。 

 

  从传统的技法吟、揉、颤、滑、点、按、托、劈、抹、勾发展到今天的双手弹奏、长摇、

短摇、扣摇、扫摇、悬腕摇、腕动摇、悬空摇、拍打等技巧。尤其是古筝音阶的创新与变换，

使传统筝在传承基础上发生了大的技巧上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创新筝曲的大量涌现，作品中的曲式结构与以往大不相同，古筝艺术的演奏

领域大幅度拓宽，作曲家们突破了传统的五声性调式音阶的规律，吸取了日本琉球调式、都

节调式的形态，同时又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模式，创新使用了“下方小三度加上方 dxZ-

度”色彩音列，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此基础上演奏同主

音大小调的调式旋律。形成一种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古筝演奏技术的发展与

变革。即有对传统调的传承，又有现代调的音韵。如：《幻想曲》（王建民曲）、《黄陵随

想》（饶余燕曲）、《黔中赋》（徐晓林曲）等。这些多种音阶的特定方法为今后我国古筝

的发展起到了开拓创新之作用，开辟了古筝发展的崭新领域，在古筝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领

航作用。然而，古筝文化源渊流长，它是汉民族的灵魂与养育汉民族的土壤相结合的产物，

传统古筝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应谋求与时代共进的切合点，即与时共进。加点味精很新鲜，但

一味的追求无调性、离奇性、高快难的技巧及“怪音阶”的发展，终将不是古筝艺术的发展

趋势。 

 

  技巧的完善终其目的是服务于情感的表达。技巧的表现力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和内心深

处的喜、怒、哀、乐。筝乐技巧与音乐情感蕴涵着美，体现着美。培养学生的乐感挖掘他们

理解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要通过多种渠道、经历艰辛万苦方能达到目的。 

 

  一 、乐感是古筝表演者必备素质之一 

 

  务本：追求根本（理想）。本立：根本立足了（找到了），而道（原理学说规矩）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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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做人是根本而技巧是末节。追求做人的根本是什么?与乐感有何关系?伟大的音乐是否

出自伟大的心灵?从技巧中是否映照出一个人的心灵美，流射出一个人的人格光芒?要培养一

个人的乐感是否应该先培养一个德性与品性高尚的人呢?康德说得好：“道德的基础在于精

神的自律”。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

教育”。 

 

  古人欧阳修有一小故事：某日一人与欧阳修同行（他不知同行者是欧阳修），见路边一

枯树，念出两句“远看一枯树，两个干树桠”。欧阳修听了笑眯眯说：“春来苔是叶，冬至

雪做花”。此人猛然醒悟：那棵干枯的死树多么富有生机——春天长着的青苔就是它的生命，

冬天落满枝头的雪花就是它的纯洁无暇的色彩。同样是枯树，欧阳修心灵折射出的便是“生

命”和“色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深邃文化内涵和博爱之心，通过对枯树的

描写显露端倪。道德风尚高的人爱心植根于他们心灵深处，折射出他们的心灵，流露着他们

人格的光芒。一个没有爱心境界的人“本”立不出来，“道”更无处而生，弹出的音乐不会

美。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音乐演奏者只有具备了美好的理想，并努力追求理想，在追求

理想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及高尚品质，在演奏时才能折射出美。古筝演奏者同样如此，

在培养其乐感时应先培养其高尚的品质与德行。 

 

  二、培养学生的乐感同时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情感体验 

 

  乐感，指人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一个人的音乐的表现能力的高低也往往反映出他们对音

乐的鉴赏水准。从筝乐中要通过音乐作品的审美感悟，把技能情感、知识与想象结合起来，

在情感的体验中培养学生的乐感。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知识技能是培养演奏者的基本素质之一，从筝乐作品中，技巧中

蕴涵着调式美、旋律美、指法美、体载结构美及显示出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音乐知

识技能和审美关系的掌握有助于古筝技能的形成，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审美活动的进程。在此

基础上进行情感体验，给升华了的乐思赋予情感性、思想性，净化成一种美的东西，在灵魂

深处生根发芽。在筝乐作品中领略作品的结构，了解历史素材，掌握技法要领，在娴熟的技

能掌握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融入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乐思，展现自己的个性，

塑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当然，音乐的审美不能只停留在近似生物性的本能的音乐情感体验

上，尽管筝乐作品既没有造型性也没有语义性，不象文学语言一样表现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富

有逻辑的内容，也不能用文化、视觉化的方式来解读音乐。但人们可以借助音乐的心理学中

的“同构联觉”的理论来解读音乐审美内涵。 

 

  首先，“同构联觉”是来自一种感官的刺激而引起其它感官上的感觉，而情感体验是音

乐审美活动中的结果之一。筝曲《渔舟唱晚》广泛流传于神州大地，人人皆知。乐曲表现了

情感哲理，古筝风格，音乐语音及地域性的文化特色。“懂”音乐的人就会说出音乐中表现

的是什么。反之就不懂。筝乐是一门表现力的艺术，从音乐中获得审美体验不仅仅是靠纯听

觉感受。形象的联想，概念的领悟，情感与情绪的体验在审美活动中都尤为重要。从音乐的

物理属性来讲，音乐具有一定的频率、振幅。音乐是音高、音色、音质、音波、声音、在时

间中先后或同时发响的组合体，它是非视觉性的，它也不能象语言一样直接传达概念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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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是非语义性的。就是说在审美体验中，人们可以通过“联觉”“联想”“情态””情绪”

“感情”心理实践活动来达到情感体验和审美能力的提高。 

 

  “联觉”：对一种感觉器官的刺激可引起其他感官的感觉。而人们往往从一个事物想到

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产生“联想”，看到毛毛虫爬会联想到蛇。而对某物、某事、某人生气

或激动时就会有“情态”上的表现：兴奋或抑制，强或弱，紧张或放松。 

 

  而人们对情态进行体验或实践时“情绪”就出现了，喜、怒、哀、乐。体现是强弱度和

松弛度。 

 

  实验证明，情绪体验或实践会产生由情感体验及实践引发的情感。如“喜”的情感可引

起兴奋性的情感，它可以形成高度紧张的兴奋状。古筝曲《战台风》（王昌元曲），全曲共

分五段，音乐形象、生动、具体，用扣摇来表现台风，用扫摇来表现台风的肆虐。紧张激奋

后是一片风平浪静，清新明朗，表现雨过天晴，人们战胜了台风的喜悦。音乐审美中音乐直

接引起的是情绪体验，而情感体验则是在联想活动介入后产生的。 

 

  表 1 与高音相关的联觉分析表 

 

  声音频道 高           低 

  视觉亮度 亮、明、白       暗、昏、黑 

  情态体验 兴奋、快乐、积极向上  抑制、哀伤、消沉 

  空间知觉 上、浅、高、远     下、深、低、近 

  物体质量 轻、飘         重、沉 

 

  表 2 与速度、节奏相关的联觉分析表 

 

  声音      长、慢、疏     短、快、密 

  空间延展    长、开阔、宽、舒畅 短、狭窄、挤、局促 

  物体大小    大         小 

  物体重量    重 轻 

  个性与人格特征 开阔、大、开放   狭隘、小、拘谨 

  事物运动    慢、静、变化少   快、动、变化多 

  情绪与态度   抑制、和平、安静  兴奋、急噪、激动 

 

  “同构联觉”在筝乐演奏中对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起桥梁作用，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联觉是人心理活动的自然规律，是人类的普通心理活动规律。“音乐是情绪的艺术”。通过

技巧、技能的发挥融人审美情感的体验，通过“同构联觉”的想象，使筝乐演绎出优美深远

的韵味，音乐无国界，筝乐也可以成为“世界语言”，传播其自身的神韵。 

 

  三、培养学生的乐感应该注意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 

 

  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品格是其他任何一种音乐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够保存和继承我

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艺术特色，可谓没有国魂，没有脊梁，没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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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筝音乐文化有着它的历史特定的因素，受当地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民族心理、

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及地方方言多方面的影响，除了掌握筝技外，还要注意培养学生从其它

学科中吸取养料，在哲学、天文、地理、历史等学科中折射出音乐的睿智和思想光芒，让学

生展开思想的翅膀在音乐的蓝天上遨游、驰骋。古筝文化有着 2500年历史的沉积，教学中

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五线谱，还要让他们了解和熟知古筝流派的历史、流变、发展和传承、创

新等等。了解我们民族自己的宫、商、角、zhi、羽和上、尺、工、凡、六、五、乙。掌握

技能是一个方面，学会乐谱多弹奏些乐曲都属基本功程序化练习。要在“文化知识”方面去

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研究筝乐文化，雷默先生曾说：“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就丧失了表达

它们的个性——它的灵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人类学家梅里亚姆例举了十种音乐功

能，其中一个是“对于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作用，音乐在一种感觉的积累中体现其价值。” 

 

  从传统的筝技、经验、调式、调性发展到今天的多种调式音阶及无调性作品，古筝艺术

应随时间的推移去伪存善，大浪淘沙，把精华的东西传承下去。我国的工尺谱和减字谱已很

少有人知晓了，作为一种文化不应该丢失。古筝文化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比学习技能技巧要

重要得多。内特尔在 1992年国际音教会上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点，筝乐文

化也是如此。 

 

  在各流派的筝曲中，不同地区的演奏家在演奏同一首作品时演奏的风格不尽相同，这与

演奏家的阅历、人文素质、音乐天赋、内涵及技巧掌握的熟练程度都有密切的关系。技术在

某一首乐曲中的运用是有限的，而音乐的表现力则是无限的。演奏家可以把乐器弹奏得天衣

无缝、惟妙惟肖，但乐曲的内涵得不到表达则是败笔。 

 

  筝乐文化蕴藏于民间音乐与地方戏曲、戏剧、戏种之中，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格特点，

从中吸取精华进行加工、整理、创编，把握特点使之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走出一条古筝发

展的新路子。在情、意、趣、韵、新的情趣中发扬光大这一民族音乐是古筝艺术发展的必然

趋势。 

 

  四、筝技与乐感的结合 

 

  对于古筝音乐表演者而言，掌握古筝的技巧和具备良好的音乐感觉是表演者必备的条

件。 

 

  （一）古筝的技巧与乐感在演奏的发挥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首先就是古筝的触弦点问题，触弦的轻、重、缓、急，触弦的深、浅，弹出的音色都有

不同；小关节运动、手指尖触弦、弹响音的瞬间力度都有所不同，效果也不同。音色的饱满

度尤为重要，常规而论，强力度时触弦深。整个音的发响及乐曲当时演奏都要讲究一气呵成，

可形成音断气又断、气连音又连的起伏感。每个弱音同样有立体感和颗粒性，达到“形”散

而“神”不散的境界。 

 

  （二）抓住乐曲的整体“风格”或“风格音阶”、“音型”的要领进行变化、发展、夸

张、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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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乐曲中风格调式音阶多样化技巧，最终都要靠富于完美的技巧和乐感来完成对它们

的演示。良好的音乐感在音乐的演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既包括基础性的音乐感，如：音

高感、节奏感、速度等，也包括了综合性的音乐感觉，如：旋律感、和声感、曲式结构和风

格等。没有良好的内在乐感，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就体现不出音乐作品美的内涵。乐感有先天

性和后天性的条件，特别是综合性的音乐感，只有在先天素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的训练和培

养才能发展为音乐表演所需要的良好乐感。 

 

  （三）技艺加乐感要依靠灵敏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后天的磨练 

 

  先天条件不足：耳听不出音高度，手指过细、过长或过短或虎口天生不能张圆，学习古

筝会有一定的困难，但还是可以学习古筝的。只要刻苦努力是会有效果的，对于习筝者而言

要具有从头脑思维到音乐表演中各个生理器官的高灵敏度与协调度的能力，培养起来就顺利

得多。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最终还要靠后天的实践，日积月累的训练方能达到。 

 

  五、结束语 

 

  《琴诗》中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呜。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

听”。喻意只有深入人心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音乐境界，不

仅仅靠技巧和乐感来完成。技巧、乐感、审美体验加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相同共济才能达到

一定的艺术境地。 

 

  “君子立本，本立而道生。做人是根本，而技巧是末节。”“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

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乐感的培养实施离不开育人。在长期的磨练和培养过程中，筝技

的完美为音乐表现提供了条件，而文化涵养、生活阅历、思想道德规范、育人情感的体验则

是培养一个具有真、善、美情操的成功的古筝演奏者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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