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的滑音 

口焦 力 

(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 四川成都 610021) 

摘 要： 

中国民族音 乐最讲究的是“韵”，中国的民族 乐器在发展过程 中，各 自都形成 了一套 

完整的致“韵”手法。古筝的致“韵”手法便是“以韵补声”。“滑音”是“以韵补声”中一 

个重要的技法。在发展好弹弦技术的同时，更要发展其致“韵”技术。只有加强其民族 

属性，发展其独立品格，古筝艺术才能永远无愧为中国民族器乐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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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最讲究的是“韵”，“韵”是音乐升华 

的最高形态，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灵魂。中国的民族音乐 

在发展过程中，每一种乐器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致 

“韵”的手法，而每种乐器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致“韵” 

手法，就是该乐器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命和灵魂。近些年 

来，民族器乐的流行化，使民族器乐中的很多“韵”味丢 

失。“韵”味的丢失，等于民族器乐独特的风格特征的缺 

失，随之带来的是艺术价值的降低。为了不让我们民族 

器乐的“韵”丧失殆尽，学习、研究、传承民族乐器的致 

“韵”手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古筝是民族乐器中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流派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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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当今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传统 

音乐崇尚“大音希声”。古筝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通过历代筝人的努力，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古筝演奏中 

最具独特个性的“右手主音。左手主韵，以韵补声”作为 

审美取向和美学价值观。可是在今天。听音乐已经开始 

在异化成“看音乐”，“现代”与“传统”分别成为“进步”和 

“落后”两个对立的符号。古筝的弹弦技术日益繁复。舍 

弃左手作韵技术的倾向已在青年一代中出现。在这样 

的现实状况下，对古筝的致“韵”手法，不论你是皈依 

它，还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前行，或者是要打破它进行 

创新，你都必须首先面对它、了解它、懂得它，并能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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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用它。 

古筝的致“韵”手法非常丰富。最常用的有颤音、按 

音、滑音⋯⋯等。滑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它最 

能展现古筝音乐的音腔变化。 

滑音是通过右手弹弦后 。左手在琴码的左边对该 

弦进行有节奏的按抑。使右手发出的音产生波动，获得 

该弦的律高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韵”。歌唱中，声 

与声之间高低起伏的变化为“腔”．通过乐器表达则称 

为“韵”。古筝是一个半固定音高乐器，它有其他乐器所 

不及的“一弦多韵”的特殊功能。这一功能很大部分依 

附于古筝的滑音技术。由于滑音的过程会产生各种不 

受音律约束的音响效果，这正符合各流派筝乐风格中。 

都有不稳定的音和追求音高曲线变化的特点。因此．滑 

音是古筝体现中国民族音乐音腔变化的一个重要手 

段。 

为此，本文将对古筝滑音的种类、滑音的功能、滑 

音训练中常出现的问题及滑音训练的要点进行探讨。 

一

、滑音的种类 

古筝无品，也没有指板，只有筝码，一弦一柱。滑音 

是通过右手弹弦发出声音。左手按压弦。从而改变弦的 

张力所获得的整个音差变化的连续音响过程。演奏滑 

音时，各音之间的连接不受任何限制，不会产生停顿； 

也由于手指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触琴弦．按压弦产生的 

波动幅度大，从小二度到大三度的变化都能在一根琴 

弦上做出。这给了滑音演奏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滑音 

可长、可短；可单音滑，也可以多音滑，还可以与左手其 

他作韵技法相结合滑。因此，古筝的滑音种类繁多。笔 

者将它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滑音 

1、上滑音(， J、、) 

上滑音是右手弹弦后，左手食、中两指并拢(或食、 

中、无名三指)在筝码的左侧15厘米的弦段，将弦向下 

按至五声音阶上方弦音的高度或指定高度。产生音高 

从低到高的上滑效果。其时值一般上滑音占音符时值 

的一半。即先发出弹弦本身的自然音高，然后出现改变 

弦张力后的音高。能明确听到两个音高，其符号写在音 

符的右上方。 

2、下滑音( ) 

下滑音是左手食、中两指并拢(或食、中、无名三 

指)在筝码的左侧15厘米的弦段，先将弦向下按至五声 

音阶上方弦音的高度或指定音高，待右手弹响琴弦后， 

左手再将弦放松回到原来该弦弦音的高度．产生音高 

从高到低的下滑效果，其时值一般下滑音占音符时值 

的一半，即先发出改变弦张力后的音高，然后出现所弹 

琴弦本身的音高，能明确听到两个音高。其符号写在音 

符的左上方。下滑音和上滑音的按弦动作与右手配合 

的先后刚好相反。 

3、定时滑音(⋯  ) 

定时滑音是根据乐谱的要求。左手对右手所弹的 

琴弦作有节奏时值的上滑或下滑。其弹奏方法与上、下 

滑音的弹奏方法相同。定时滑音强调每个音要有准确 

的音高、准确的时值和均衡的音量(笔者认为用定时滑 

音符号记谱是最合理的)。例：垂建三 

4、回滑音(∞ 上回滑音、啪 或 ∞ 下回滑音) 

5、猱音(w) 

6、波音(胁 顺波音、 逆波音) 

以上3种滑音的弹奏方法基本相同．都是上滑音和 

下滑音的连续运用，都能听到3个或3个以上音高，只是 

符号不同。例：上回滑音、揉音、顺波音都是先发出所弹 

琴弦本身的音高。然后左手压弦，出现改变琴弦张力后 

上滑的音高，接着左手再放松压弦，回到琴弦本身的自 

然音高。 

例：辜薹兰蕃 等于蓉  

下回滑音、逆波音都是左手先压弦。发出改变弦张 

力后的音高，然后左手放松压弦回到琴弦本身的自然 

音高，接着左手再次按压琴弦，发出最先改变琴弦张力 

后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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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王量 龌  

7、重滑音(重复滑音) 

重滑音是右手弹弦后．左手在该弦上作两次连续 

的上滑，即在一个音位上，上滑再上滑。 

(二)组合滑音 

组合滑音是滑音与左手其它作“韵”技法相组合。 

派生出的作“韵”技法。 

1、按滑音 

左手先将琴弦按至乐谱所要求的音高．右手弹响 

琴弦后，左手在原有压弦基础上再压弦，将该弦滑至五 

声音阶上方弦音音高或指定音高。即先按音再上滑音。 

例：舞 等于垂  

2、滑按音 

左手先将琴弦按至五声音阶上方弦音音高或指定 

音高，待右手弹响琴弦后，左手再将琴弦放松．下滑回 

到乐谱所要求的音高。 

例：舞 等于薹  
3、颤滑音(一 ) 

颤滑音是左手先对右手弹出的音作颤音 (一 )润 

饰，在颤音不间断过程的最后作上滑音(、 o 

例：蓬 等于季  
4、滑颤音(～ ) 

滑颤音是左手在对右手所弹的琴弦作滑音的同时 

带颤音，即音从高至低作下滑的同时。颤音对音的润饰 

不能中断。这个滑音的音程变化一般为下行小三度。这 

种组合的滑颤音常用在古筝的游摇弹奏中。 

例： 

5、速滑音 

速滑音是左手先将右手弹的音按至上方弦音位。 

在右手弹弦时略微松弦到小二度．紧接着迅速滑向上 

方音位，即先下滑，后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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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拄 等于垂  
6、双滑音 

双滑音是左手先将弦按到乐谱指定的音高，右手 

弹弦后再滑至上方琴弦的音高。然后左手放松压弦回 

到最初的按音音高，即先按音再上滑，然后下滑回到按 

音。 

例：垂 等于考  
组合滑音非常丰富，也由于类型太多，记谱要非常 

准确也很困难。但是这些组合滑音给了古筝演奏者无 

限广阔的音乐再创作的空间。 

二、滑音的功能 

滑音是古筝“以韵补声”的主要手段．也是古筝区 

别于其它固定音阶乐器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有明显 

的律高变化，带有一定的取音特点．但它的根本性质仍 

然是对所发音的润饰。经过滑音对所发音的润饰。使古 

筝奏出的乐曲旋律更加优美、细腻、富于韵律．能更深 

入地揭示音乐的内涵．更加细腻地抒发演奏者的内心 

情感，其声韵在体现各地不同风格的特征方面。也具有 

特殊的作用。 

滑音的功能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1、赋予音乐表情色彩。美化润饰右手所发出的音， 

起到古筝器乐声腔化的功能。 

谱例1： 

浏阳河 

歌唱地 中速 唐壁光 曲 张燕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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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中速稍慢 亲切、赞颂地 

绣金匾 

陕 北 民 歌 

延 甲 改 编 

(作于1958年) 

以上两例均为声乐曲改编的古筝独奏曲。当旋律 

器乐化后如果不对右手弹出的单音进行润饰．仅仅只 

用弦列音将旋律奏出，势必听到的音乐是干瘪、单调、 

生硬的。以上两例在运用了滑音及其它润饰技法后．旋 

律变得圆滑优美，增强了歌唱性，使旋律更富于韵昧。 

2、体现乐曲的地方风格和演奏者个性的功能。 

谱例3． 

河南民间乐曲 

山坡羊 

任清志 演奏谱 

擘 霪量窜  

谱例4． 

云 庆 

浙江筝曲 王巽之 演奏谱 

以上两首传统筝曲，由于地方风格不同，在滑音的 

使用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河南筝曲的上、下滑音 

使用都较多，滑音的运用也较急和深，非常具有律动 

感，体现出河南筝曲的刚毅、泼辣和沉稳的风格特点 

浙江筝曲滑音使用不多，尤其下滑音极少见到，滑音的运 

用也多柔缓，作韵技法也较简练，体现出浙江筝曲的清 

秀与纯朴的风格特点。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滑音或某种 

滑音使用的多与寡，对乐曲风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谱例5． 

汉宫秋月 

山东筝曲 高自戍 演奏谱 

谱例6． 

汉宫秋月 

山东筝曲 赵玉斋 演奏谱 

赵玉斋先生与高自成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筝 

家，又都同是山东筝派的代表．但由于两位先生的不同 

个性特点，在同一首《汉宫秋月》乐曲中，除了第l小节 

的音、节奏有点差异以及所采用的调不同外．最大的不 

同就在滑音的使用上。在这6小节中高先生用了上滑音 

2个、下滑音2个、回滑音2个；赵先生在这6小节中用了 

上滑音5个、下滑音2个、回滑音4个。由于在滑音的使用 

上和其他方面的不同，形成了高自成先生的演奏特点 

是：清丽纤秀、富于韵味。赵玉斋先生的演奏特点是：粗 

犷豪放，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上面的例子说明在演奏 

中滑音使用的不同，能体现演奏者不同个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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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种滑音奏法，恰当地运用到乐曲或不同的乐 

段中。将会使音响效果丰富多彩，大大增强音乐表现力 

的功能。 

谱9'J7． 

建昌月 

桧晓琳 曲 

上例54,节中，连续地使用了上滑音、下滑音后，音 

响效果丰富，使曲调更加优美秀丽，细腻地描绘了建昌 

邛海边的月色美景。 

谱例8 

香山射鼓 

曲云 曲 

上例中运用了较多的上滑音、下滑音、定时滑音、 

回滑音，使旋律极富陕西地方风格，音响效果丰富多 

彩，描绘出一幅山峦幽静、庙宇高耸、香烟缭绕的景致 

和虔诚的香客祈求风调雨顺的感人场景。 

三、滑音的训练 

(一)滑音训练中常见的问题 

由于滑音包含音准、节奏、音与音的连接、地方风 

格等诸多内容．加上有的滑音符号不能十分准确地标 

出起音与止音的音高和节奏时值，这给学习和掌握滑 

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对初学者。在教学中，笔者 

发现最常见的有以下问题 ： 

1、上滑音奏成了回滑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左手在右手弹弦后压弦 

不稳。没有保持该滑音的时值。左手没等右手第二个音 

弹响就松了压的弦。致使琴弦音高又回到了本音，使实 

际效果成为回滑音。 

2、下滑音奏成了点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左手压弦在右手弹弦的 

同时便松了压弦，造成下滑音的时值不够，本音时值 

长，实际效果成为了点音。 

3、滑音的节奏不准确 

训练中常常看到学生在弹奏滑音时。对滑音的节 

奏变化没有把握，尤其对有附点的滑音、切分节奏的滑 

音、三连音节奏的滑音、跨拍的滑音和跨小节的滑音常 

常将滑音的节奏时值奏不准确。 

4、风格性滑音的音准把握不住 

在各地方流派筝曲中的上滑音、下滑音的符号其 

记谱基本是相同的，但在实际演奏中往往有差异，是比 

较复杂的。若对所弹乐曲的地方风格不清楚，或掌握不 

好．是很难将风格性滑音的音准奏准确的。例如陕西筝 

曲中的摹圭耋，由于陕西筝曲对下滑音的处理非常 
． ． ￡  

强调中间的停留，它的实际效果应该是孳 ，而非 
 ̂ ●  

我们常演奏的 堡 。而河南筝曲的连续下滑音 

，则实际效果应该是警 。 季苎 ，则实际效果应该是季量至三塞至。 
(二)滑音训练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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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音是靠左手压弦的深浅、快慢、按放的控制能 

力；是靠演奏者手指在弦上的指感和功夫；是靠演奏者 

敏锐的听觉判断：是靠演奏者对乐曲的全面理解，几方 

面有机而密切地配合做出来的。掌握好滑音技术要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训练。 

1、掌握正确的按弦方法 

滑音是以整个手臂、肘、腕关节3部分有机结合发 

出的动力转至食、中(或无名指)指尖按弦做出各种滑 

音动作。大臂的下垂。肘部的平放和与腕保持同一高 

度，以及手腕的放松。手指的支撑至关重要。在滑音的 

弹奏中，常见到有学生大臂用力，高抬肘部，用很大的 

力量。按弦十分吃力。结果是音准仍然不到位。因此，滑 

音按弦的动作一定要讲究姿势正确、方法科学。逐步建 

立下弦概念，坚持高质量的滑音训练。达到我们常说的 

动力定型。 

2、音准训练应占很大比例 

训练中要培养学生敏锐的听辨能力．要培养学生 

对左手将要按出的音高，具有预先的内 b听觉。当右手 

发出左手滑出的音高时，立刻判断出音高准确与否。若 

有误，手指迅速做出调整。最终形成准确的左手按弦深 

浅的位置感。因此。在初学时。就要让学生掌握下面3种 

滑音： 

(1)起音和止音都是筝弦上的固定音高。 

(2)起音是筝弦上的固定音高．而止音非筝弦上的 

固定音高。 

(3)起音非筝弦上的固定音高，而止音是筝弦上的 

固定音高。 

由于古筝是没有品的乐器。又不能将琴弦按到筝 

板上，在作滑音按弦时。没有任何依靠。因此手指按弦 

的位置感对于滑音音准的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左手滑音按弦的节奏训练十分重要 

从表面看，古筝乐谱上标记的节奏，仅仅是右手弹 

音的节奏。但实际上。滑音滑动的长与短、快与慢都是 

有节奏的，尤其是在换弦滑音过程中．左手在右手弹音 

后接左边滑音和左手在左边连续地在不同弦上滑音． 

都同样有极高的节奏要求和速度要求，这一点往往被 

忽视．演奏者认为只有右手弹音才有节奏要求。常常在 

演奏中出现左手滑音运用较多时，一步跟不上，步步跟 

不上的现象。例如《小桃红》(客家筝曲)慢板段中不同 

节奏类型的滑音有14种以上。如果不加强不同类型节 

奏的滑音训练，是很难完成好这段音乐的。因此，在训 

练滑音的节奏时。一定先进行均衡的滑音节奏的训练， 

再进行各种非均衡的、变化多样的滑音节奏训练。只有 

遵循教学的由浅人深、循序渐进原则，训练才会收到好 

的效果。 

4、传统筝曲的学习必不可少 

丰富多彩的滑音技法大量存在于传统筝曲中。左 

手的滑音作韵千变万化。始终伴随着传统筝曲的演奏。 

传统筝曲各流派除了谱式、旋法、弹音技法(右手技法) 

各异外，在流派发展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 

左手不同的作韵技法是非常复杂的。要想掌握好种类 

繁多的滑音技巧．只有广泛深人地通过学习大量的传 

统筝曲才可能达到。因此。传统筝曲的学习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内容．是学习滑音技巧的最好途径。 

古筝是一件极富特色、能充分体现民族传统音乐 

音腔韵味的弹拨乐器。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深受人 

们喜爱。尤其近些年来的“古筝热”更加证实了这件古 

老乐器的魅力。中国古筝音乐要不断升华自己的特质， 

弹筝人就应该不断加强对最具特点的左手作“韵”技术 

进行研究并努力传承下去。在发展好弹弦技术的同时， 

更要发展其润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左手之韵， 

稳定左手之韵，发展左手之韵；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 

现新的一代古筝艺术人才弹弦技术发展了．但距离中 

国传统古筝音乐的本源却越来越远了．成为无源之本。 

“韵”是神，是古筝的特长，是古筝的生命线。“音”、 

“韵”结合，左右手的平衡是古筝艺术的精华所在，也是 

未来古筝艺术发展的方向。只有加强其民族性。发展其 

独立品格，确立其艺术价值取向，不断完善自身．古筝 

艺术才无愧为中国民族器乐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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